
2020年3月16日 星期一7
ECONOMIC DAILY

一带一路

3月11日20时30分，X8422次中欧班
列（长沙至汉堡）从长沙霞凝货场准点开出。
自2月份以来，每天基本上有1列至2列中欧
班列从这里始发，成为湖南连接“丝绸之路经
济带”经济直通车。

一天一趟，长沙中欧班列为何这么火？
“当初别人都笑话我，说我要把货物从长

沙运到欧洲去是天方夜谭。”广铁集团长沙货
运中心中欧班列项目营销负责人夏朝辉深有
感触。2014年8月份，由长沙货运中心、中
国外运湖南公司、湖南铁诚物流公司共同组
建运营机构，成立湘欧快线物流有限公司。
夏朝辉出任公司总经理。

在多方努力下，2014年10月30日，首
列满载瓷器、茶叶、机械配件等湖南特色产品
的国际货运班列鸣笛启程驶向德国杜伊斯

堡。2015年9月份，长沙中欧班列实现了常
态化运行，每周开行一列。2016年下半年，
每周增开到2列。到2019年上半年，每周固
定开行3列，货源越来越稳定。到今年2月
份，基本实现每天开行1列。

全国有很多地方都开行了中欧班列，起
步并不算早的长沙中欧班列优势在哪里？

“湖南地理位置优越，地处华南、华东中心
区域，是两大区域北上陆路运输的交会地带。”
长沙货运中心主任杨利军说，霞凝货场周边有
中南最大的株洲北铁路编组站，发展国际铁路
运输条件优越。从货源优势来说，湖南的化
工、机械、电子、陶瓷、烟花、茶叶、工艺品等特
色产品在欧亚市场上需求大，国际铁路货源的
稳定性、多样性和成长性都比较好。

基础条件好，不代表成功。要想打响长

沙中欧班列品牌，还需要多方配合、整体谋
划、细心经营。

“长沙中欧班列的定位是国际化思路、
国际化平台、国际化产品。我们的合作伙
伴是行业龙头，市场开发是强强联合，运营
资金是众筹，宣传是国际推广。”夏朝辉说，
公司把货源目标定在辐射1500公里区域
范围。不仅走访湖南本土企业，把揽货区
域扩展到华南华东地区，还到中亚和欧洲
国家推介。

货源有了，运输保障还要跟上。为了
助力中欧班列，长沙海关在确保有效监管
的前提下，量身打造通关模式，对中欧班列
货物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
行”。长沙海关设立了“中欧班列”专岗，对
搭乘班列的进出口货物优先审单、优先查

验，并相继与阿拉山口、霍尔果斯、满洲里、二
连浩特等口岸海关签订合作备忘录，开辟通
关绿色通道。据测算，中欧班列进口平均通
关时间为10小时，出口平均通关时间为0.77
小时，基本实现当天装箱、当天通关放行。

为提高作业效率，铁路货运和车务部门
于两年前实现合署办公，两家单位实现了信
息共享，装卸车作业效率提高50%以上。长
沙货运中心副主任罗盛秋表示，长沙中欧班
列开行近6年来，开出正点率达99%以上。

信誉和时效提升了长沙中欧班列品牌形
象。“中国铁路这几十年的发展变化日新月
异。对我个人的运输生涯来说，完全打开了
一扇新的窗户。”湖南邦达天原国际货运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清平看好中欧班列的发展前
景，“我们作为主要货代企业，也乐于推广长
沙中欧班列，我们积极利用微信群和QQ在
多个平台推介推广。目前，公司国际货运铁
路的营业额超过了空运”。

中欧班列的开行对铁路深化货运改革，
推动铁路口岸和国际货运网络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也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契机。统计数据显示，尽管面对国际贸易市
场低迷的冲击，中欧班列仍然助推湖南省与
欧洲贸易实现稳步增长。今年以来，长沙中
欧班列共发运进出口货物4000个TEU（国
际标准箱），重量达15万吨，同比增长30%。

一份历久弥坚的情感，往往升华于一个
极不寻常的时刻。2020年这个特殊的寒假，
有6名老挝留学生选择留守武汉大学，与这
座城市共同战疫、共度时艰。

“我们都是来自南欧江畔的孩子。”老挝
青年夏科习惯这样向中国同学和老师介绍自
己和朋友们，“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电
建投资建设的水电站改变了我们家乡的面
貌，还资助我们来中国留学”。正因为有着这
样的缘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夏科和
李晨、孔伊、奥斯特、赖萨科、夏易这6名老挝
留学生选择同他们的中国同学和老师守望相
助。“中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不能袖手
旁观。”瘦小的夏科看似文弱，说话却掷地
有声。

6人当中，李晨和孔伊是两个漂亮而乐
观的小姑娘。在几年前，能到中国著名学府
留学，这是来自老挝琅勃拉邦省巴欧县的李
晨想都不敢想的。随着南欧江梯级水电站开
始建设，一项造福南欧江两岸民众的教育计
划得以实施，一下子拉近了她与中国的距离，
更让她与心心念念的武汉大学结下不解之

缘。2018年1月份，品学兼优的李晨，经
过层层选拔，成为中国电建资助的第二批
赴武汉大学水利水电专业就读的留学生。

“我是带着家人祝福和中国人民的厚爱来
到武汉的，唯有刻苦努力学习，才能回报我
的祖国，才能对得起所有帮助过我们的
人。”李晨说。

由于中文基础极为薄弱，老挝留学生
通常须先学习一年语言，再继续完成大
学本科学业。疫情来袭并未使这6个孩
子乱了阵脚，他们一致决定留守校园、

“恶补”中文，为专业课学习打牢基础。
虽然封闭的校园生活不像往日那样便
利，但孔伊把每天的学习计划都安排得
满满的，练习口语、阅读中文书籍、观看
中文电影，这都让她忙到几乎忘了这是

疫情严峻的特殊时期。
“学校里很安全、很温暖，我们在武汉一

切都好。”学习之余，孔伊每天都会通过微信
给远在老挝的爸爸妈妈报一声平安。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尤其是校园封闭，一开始
确实让孩子们有点心烦。不过，武汉大学同
学和老师的关心，让大家心里一下子就暖
了。疫情发生后，武汉大学迅速全面排查在
校留学生情况，分类制定并出台相关预案。
人员登记、测量体温、宿舍消毒、防护用品发
放，各项防控举措有条不紊地展开。“不仅学
校为我们提供了一日三餐等细致服务，中国
电建还给我们提前发放了生活费。”奥斯特说
到这，拨弄起了心爱的木吉他，“每天都能踏
踏实实地按照学院网上课程安排，学习《工程
经济》《水力学》《结构力学》等功课，日子过得

既安心又充实”。
为了让这6个孩子好好学习，也为了让

他们远在老挝的爸爸妈妈安心，中国电建总
部的“爸爸妈妈们”第一时间与武汉大学分管
老挝留学生的老师开起了“微信家长会”，还
建立微信联系群及时发布关于疫情的科普
帖、预防帖和温馨提示帖。中国电建下属老
挝南欧江发电公司则给孩子们逐个打电话，
嘱咐他们加强防控措施、确保身体健康。

据电建海投公司董事长盛玉明介绍，目
前已有3批14名老挝学子顺利赴武汉大学留
学深造，其学费、住宿费、交通费、生活补贴、
医疗保险和首次抵达必需品采购等费用均由
中国电建承担。“资助南欧江的孩子们到中国
学习，照顾好他们在武汉的生活，是我们对老
挝政府的庄严承诺，体现着中国企业对老挝
人民的深情，希望他们学成后能为自己的祖
国和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更希望他们都
能成为中老友谊的桥梁和纽带。”盛玉明说。

“放心，我们在武汉挺好的！”有着方方面
面的关心和保障，老挝留学生们信心满满。
2019级新生赖萨科说，当看到中国有效控制
住疫情扩散，他心中燃起了更多的感动和力
量。赖萨科说：“我们和武汉在一起，我们和
武汉一起赢！”这句话在老挝留学生们自建的
微信群中已成为大家最真挚的愿望和最坚定
的决心。

奥斯特边弹吉他边说：“中国人乐观豁
达的心态、积极向上的状态，时刻感染着
我。”涓涓细流，寸寸丹心。老挝留学生们
用美妙的歌声、用绘满爱心的标语牌、用精
心制作的小视频送出对中国的诚挚祝福，传
递出老挝青年一代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世代友好邻
邦，无论身处顺境逆境，这份金子般的情
谊，将深深扎根在中老人民心间。

“登上过黄鹤楼，品尝过热干面，我们
一起分享过快乐时光，在此困难的时候，我
们愿意与你们站在一起。”不善言辞的夏易
默默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

“我们在武汉挺好的！”
——六名老挝留学生留守武汉侧记

本报记者 田 原

面对疫情，奥斯特弹起吉他给自己、给同学们打气。 （田 原供图）

在2020年这个极为特殊的寒假，

来自老挝的六名留学生留守武汉大学，

与武汉这座城市、与他们的中国同学和

老师守望相助。他们用美妙的歌声、绘

满爱心的标语牌和精心制作的小视频

送出对中国的诚挚祝福。

2月份以来每天1至2列——

长沙中欧班列为何这么火
本报记者 齐 慧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卞晨光报道：3月12日，在新冠肺
炎疫情全球肆虐之时，中国中铁坚守雅万高铁项目“阵地”，联
手印尼合作方顽强战疫，最终再次获得突破，雅万高铁项目第
二座隧道——5号隧道顺利实现贯通。

雅万高铁5号隧道全长422米，属浅埋隧道，全部为黏土
地质，自稳能力差，地质条件复杂。为保证安全施工，该隧道
采用了先进的地质超前预报及围岩监控测量技术，以确保隧
道安全快速施工。经过工程师们多次技术攻关，最终确定采
用三台阶临时仰拱法，克服全隧浅埋、围岩软弱的困难，通过
短进尺、强支护、勤监控、快调整等手段，确保隧道施工安全和
开挖进度。针对5号隧道出口桥隧相接处沟壑深陡地形，项
目部打破常规，调整方案，改进设备，解决运输困难，顺利完成
出口大管棚施工，保证了出口安全。在该隧道施工中，项目组
还培养了79名印尼隧道技术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未来将成为雅万高铁建设的主力军。

在国内暴发新冠肺炎期间，人员、物资赴印尼受限，让本
来就困难的雨季施工雪上加霜。但是，中国中铁印尼雅万高
铁项目经理部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坚守海外施工生产“阵
地”，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坚决推进施工生产进度。在疫情期
间，实现梁场存满、隧道贯通、实际生产产值超额完成目标，真
正做到疫情防控和施工生产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

5号隧道是隧道工程推进的重要节点，如期贯通进一步
体现了中国中铁雅万高铁建设队伍按时推进项目进展的决
心，也更有力地促进了雅万高铁整体项目建设的进程。

各界对中国中铁队伍给予了高度评价。2月份，印尼交
通部部长布迪·卡利亚·苏马迪亲赴中铁雅万高铁项目施工现
场，写下了“雅万高铁，引以为豪，携手合作，如期完工”的祝福
语。目前，中国中铁管段内路基、桥梁、隧道等工程都在积极
推进，架梁、制梁、车站等工程都在有序推进，为完成今年生产
任务指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印尼全面合作的雅万高铁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倡议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是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重
要落地项目。该项目是中国高速铁路从技术标准、勘察设计、
工程施工、装备制造、物资供应到运营管理、人才培训、沿线综
合开发等全产业链走出国门的“第一单”。雅加达至万隆高铁
全长142.3公里，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车程将由现
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多分钟。

雅万高铁项目

5号隧道贯通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李学华报道：近日，在中巴两国政府
支持下，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承建的库穆尔海底电缆网络
（KSCN）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桑道恩省（原西塞皮克省）首府瓦
尼莫市附近的海滩登陆，这是中国与巴新“一带一路”合作项
目取得的又一个里程碑式成就。

库穆尔海底电缆网络将巴新14个省和位于莫尔兹比港
及马当港的两个国家数据中心连通，通过印尼主干海底电缆
网络连接到雅加达，并进一步连接到亚洲，为巴新提供一个新
的国际互联网门户。该项目第一阶段是系统Ⅱ，全长1874公
里，连接巴新首都莫尔兹比港、第二大城市莱城、阿洛陶市和
马当市，已于2018年12月份完成。目前，系统Ⅰ正在建设
中，系统Ⅲ尚未启动。

据中国驻巴新使馆商务参赞刘林林介绍，中国机械进出
口总公司作为该项目的承包商，提供KSCN建设所需的海底
电缆设备，华为公司负责项目建设和陆上设备维护。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中国力量助推巴新数字基建

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张丽媛报道：今年前两个
月，山东省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出口额达903.3亿元，同
比增长11.3%。有关专家认为，前两个月山东对“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进出口值在全省进出口总值中占比首次超过30%，
这对于推动山东外贸市场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受疫情影响，今年前两个月山东省外贸进出口总值
2780.8亿元，同比下降7.9%。虽然整体数据有所回落，但山
东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出口仍然表现抢眼。眼下，雷沃
工程机械正在赶制菲律宾、印尼和伊朗等国订单。雷沃工程
机械集团总经理王宾告诉记者，“一带一路”市场带给雷沃工
程机械最大的机遇就是基础设施需求量加大。

随着防控形势向好，外贸开始逐步回归正常轨道。据济
南海关综合统计处副处长刘赛介绍，从中长期看，山东省外贸
发展的产业基础牢固，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推进，内生动力不断
增强，外贸长期向好态势没有改变。

山东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进出口逆势增长

在大型挖掘机的轰鸣声中，5号隧道顺利实现贯通。
本报记者 卞晨光摄

本报讯 记者耿丹丹、通讯员吴奇报道：
3月12日上午，一列编组46辆货物的X9091
次中欧班列驶出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将经由
霍尔果斯口岸站出境，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塔
什干，该趟班列也是集结中心开行的第3000
列中欧班列。

3月份以来，新疆铁路坚持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做好中欧班列开行组织，推进中欧
班列常态化运行，助力中国制造走出国门。

“中欧班列货源充足，我们正在争分夺秒组织
装运。”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新疆大陆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南军说，这批货物包括日用百货、小家电和服
装等。

进入3月份，由于采购需求旺盛，各家企
业积极组织上货，每天进入监管库房的集装
箱平均在10个以上，目前监管库房已经储存
了3700余吨货物。“自3月3日开始，我们安
排人员吃住在装车点，保证客户有需求，现场
有响应。”大陆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班列运
营事业部副部长师冠群说。

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开行

第3000列中欧班列

图为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开行的第3000列中欧班列。 吴 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