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杨骏

重庆，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处在“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上，肩负在西部地区带头

开放、带动开放的重任。但是，重庆位居内陆，

与靠海沿边地区相比，在开放的物流通道上缺

乏优势。

如何打破困局？重庆提出以铁路为载体，

打通一条由内陆直达欧洲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中欧班列（渝新欧）应运而生。

它 由重庆沙坪坝区团结村中心站出发，从

新疆阿拉山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等国家，

最终抵达德国杜伊斯堡，全程约 16 天。截至目

前，中欧班列（渝新欧）累计开行折算列近 1.4 万

列，累计运输货值近 5000 亿元，形成 50 余条成

熟运行线路，辐射亚欧 40 余个国家百余个城市。

在重庆带动下，武汉、成都、郑州、义乌等地

的中欧班列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因为路线与古

丝绸之路大致重合，业界将这些中欧班列称为

现代版“钢铁驼队”。

“陆”通了，重庆还想与“海”联得更近。

有了中欧班列（渝新欧）的经验，重庆谋划

了一条重庆铁路港-广西北部湾港-新加坡港联

动的新路线，以实现“一带一路”无缝衔接、内陆

口岸与全球连接、中西部与东盟联动发展。

2017 年 9 月，这条路线实现了常态化运行，

标志西部地区货物有了“一路向南”的新选择。

它，便是后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2019 年，西部

陆海新通道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重庆成为其

运营组织中心，牵头通道省际协作等相关事宜。

2021 年，在第三届西洽会上，湖南省怀化

市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今年上半年，西

部陆海新通道发送货物同比增加 10.5%，正逐

步成为“一带一路”上一条陆海双向开放的金色

纽带。

西南两向大通道，助力重庆形成了当下四向

物流大通道齐发的格局——

东可借长江黄金水道与渝甬班列出海，相连全球；西可通

中欧班列（渝新欧）辐射欧洲；南可以西部陆海新通道覆盖东南

亚全域；北能走“渝满俄”班列直达俄罗斯。

如今，重庆的物流大通道不仅通江达海、贯穿欧亚，更联

动 发 展 ，实 现 了“ 一 带 一 路 ”和 长 江 经 济 带 无 缝 衔 接 。 截 至

目前，中欧班列（渝新欧）通过铁铁、铁水联运箱量近 30 万标

箱，其中，中欧班列（渝新欧）与西部陆海新通道联运超 1 万

标箱，与长江黄金水道联运超 8.7 万标箱。

在开放通道的加持下，重庆实现了由开放“末梢”向开放

“前沿”的迈进。2022 年，重庆外贸进出口突破 81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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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日报记者 郑璜

伫立在厦门港宏伟壮阔的现

代化码头，执行“丝路海运”命名

航线的巨轮远航而来。

航运是开启全球化的古老行

业，“丝路海运”则是在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下，再度激发全球经济

活 力 和 潜 力 的 重 要 实 践 。 2018

年 ，“ 丝 路 海 运 ”在 福 建 应 运 而

生 。 如 今 ，“ 丝 路 海 运 ”联 盟 317

家成员单位，覆盖产业链上所有

环节。

福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

省份，是绵延千年的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是 21 世纪海

上 丝 绸 之 路 核 心 区 。 长 期 以 来

福 建 人 凭 着 敢 拼 会 赢 的 闯 劲 将

陆 地 与 海 洋 、中 国 与 世 界 紧紧连

在一起。

10 年来，福建着力畅通对外

开放的重要通道，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的独特作用不断凸显。

在 海 上 ，“ 丝 路 海 运 ”建 设 提

速，“丝路海运”命名航线总数达

116 条，通达全球 43 个国家的 131

座 港 口 ；在 陆 上 ，中 欧（亚）班 列

“ 多 点 开 花 ”，全 省 开 通“ 中 欧 班

列 ”城 市 达 到 6 个 ，通 达 俄 罗 斯 、

波兰、德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等国家，形成“海丝”与“陆

丝”无缝衔接的国际物流通道；在

空中，“丝路飞翔”持续深化，多个

机 场 扩 能 改 建 ，厦 门 航 空 维 修 基

地 全 面 维 修 能 力 跻 身 全 国 前 三；

在网上，“数字丝路”成果初显，推

动服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数字经贸合

作水平稳步提升。

10 年来，福建着力构建对外开放的重要节

点，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平台载体持续优化。

经贸合作载体提质增效：高质量“引进来”取

得突破，2022 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对

闽投资增长 153%，总投资 420.7 亿元的中沙古

雷乙烯项目正式落地，成为福建省迄今为止一次

性投资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高水平“走出去”稳

步推进，境外投资重大项目成效凸显，中印尼、中

菲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共同获得国务院批复

设立。制度型开放载体提级扩能：自贸区建设持

续推进，2022 年新推出 48 项创新举措，其中全国

首创 28 项；海丝中央法务区加快建设；金砖创新

基地累计发布 104 个示范项目，上线八大赋能平

台。地方交流载体提标扩面：“丝路菌草”被列入

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重点推介项目，推

广至全球 100 多个国家；“丝路茶道”借侨出海，

累计在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 个侨团设立首批

“福茶驿站”。

10 年来，福建着力凝聚对外开放的重要力

量，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活力持续释放。

人文交流影响力持续扩大。“丝路伙伴”计

划深入实施，截至目前，福建已与世界上 46 个

国家的省、市建立了 121 对友城关系。闽港澳

侨合作交流不断深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

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日前公布，福建以通促

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

路加快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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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 宁 日 报 记 者

赵婷婷 刘璐

金秋九月，辽宁奏响收获乐章。

9 月 1 日，沈阳国际会展中心，

“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对接会成功举

办。达成意向合作项目 56 个，意向

成交金额 3.71亿元！

这是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

提出 10 年来，辽宁提升开放合作水

平、对外贸易跃上新台阶的缩影，也

是重整行装再出发、启程步入下一

个十年的见证。

十年成绩斐然。辽宁与“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值由 2013 年

的 2027.8 亿 元 增 长 到 2022 年 的

2949.6 亿元，累计增长 45.5%，贸易

额累计突破 1 万亿元。商品出口到

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引

进外资超过 1100 亿美元。

山 海 相 隔 ，何 以 做 到 经 贸

畅 通 ？

离 不 开 海 陆 大 通 道 的 加 快 建

设、中欧班列的高质量发展。

地处经济发展黄金纬度带，南

临黄渤两海的辽宁，是国内面向东

北 亚 国 家 唯 一 的 陆 海 双 重 门 户 。

2292 公里、总长全国第 4 的大陆海

岸线，如张开的双臂，拥抱世界。市

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坐拥 8 家民

航机场、6 大港口、13 个开放口岸，立

体化国际运输大通道，让辽宁能够呼

东应西、承南启北。

这些，是辽宁建设海陆大通道

的基础优势，更是自信底气。

近年来，强力推进海陆大通道

建设，辽宁加快推动基 础 设 施“ 硬 联 通 ”和 规 则

标 准“ 软 联 通 ”，促 进 交 通 、物 流 、商 贸 、产 业 深

度 融 合 。 沈 阳 海 关 数 据 显 示 ，今 年 以 来 ，全 省

以水路运输方式和公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同比分

别 增 长 3.5% 和 46.4% ，多 层 次 多 功 能 的 运 输 通

道 有 效 助 力 了 全 省 外 贸 的 稳 定 增 长 。 不 久 前 ，

满载 100 个标准箱的“长春—大连”公共精品班

列 ，抵 达 大 连 港 集 装 箱 铁 路 中 心 站 。 班 列 上 的

汽 车 配 件 、化 工 制 品 等 货 物 ，将 通 过 海 运 发 往

欧洲和东南亚。

今年的中欧班列“期中考”，成绩同样亮眼。

数据显示，上半年，中欧班列（沈阳）共开行 424

列，同比增长 42.76%；运输货物 34830 标箱，同比

增长 42.79%；货重 39.31 万吨，同比增长 55.26%，

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物流通，商流畅。十年来，辽宁企业加快海外

布局，境外业务规模持续扩张。

2020 年 1 月 ，朝 阳 浪 马 轮 胎 合 资 公 司 在 巴

基 斯 坦 注 册 成 立 ，“ 这 是 巴 基 斯 坦 第 一 家 ，也 是

目 前 唯 一 一 家 全 钢 载 重 子 午 线 轮 胎 制 造 、研 发

基 地 。”浪 马 轮 胎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去 年 3 月 ，

项 目 一 期 实 现 达 产 ，标 志 着 浪 马 轮 胎 跨 国 合 作

成 功 。

此外，辽港集团莫斯科别雷拉斯特物流中心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运营，辽宁省地矿集团土耳其

天然碱溶采对接井、沈变集团蒙古国乔巴山热电

厂等项目也在加快推进。

开放政策体系日趋完善、对外贸易跃上新台

阶、招商引资实现新突破……10 年来，辽宁奋发有

为，结出了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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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记者 陶连飞

8 月盛夏，汽笛悠然响起，载有 165 辆一汽

整车的“长满欧”中欧班列从长春兴隆铁路口岸

缓缓启动。这支新时代“钢铁驼队”由吉林长春

出发一路向西，途经满洲里口岸出境，开往欧洲

腹地。

2015 年开通以来，“长满欧”中欧班列高频

往返长春和欧洲之间，为吉林省融入“一带一

路”、发展外向型经济开辟了新路。在中欧班列

承运的出口货物中，本省货物占比达到 60%。

长春新区中欧班列运营平台公司旌远国际提供

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旌远国际今年共承运出

口货物 2200 标箱（TEU），合计出口商品汽车

2348 辆。越来越多的“吉林造”商品驶向更广阔

的市场。

2021 年 4 月，吉林省第二条中欧班列“长珲

欧”正式开通，珲春市首次完成跨洲际国际铁路

联运，为我国与俄罗斯东部地区合作大开发奠

定了新的基础。

今年 5 月，中欧班列“长绥欧”开通，目前共

承运货物 200 标箱，承运货物 0.32 万吨，货值约

人民币 0.93 亿元，本省货物占比 100%……

作 为 吉 林 省 高 水 平 开 放 的 重 要 平 台 和 载

体，以长春为枢纽的中欧班列连接“一带一路”

10 多个共建国家，贯通俄罗斯境内近百个铁路

站点及欧洲腹地 30 个城市站点。中欧班列正

“拉”动吉林省开放发展驶入快车道。

来自吉林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吉林省外贸出口实现 281.4 亿元，同比增长

25.3%，高于全国 21.6 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

6 位。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口增长 78.2%，

对 非 洲 、拉 丁 美 洲 国 家 出 口 分 别 增 长 39.6%、

48.6%。优势产业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机电产品

出 口 增 长 101.9% ，占 同 期 全 省 出 口 总 量 的

58.5%，其中汽车（包括底盘）出口增长 295.2%。

目前，中欧班列在吉林省进入常态化、品牌化运营阶段，

中欧班列与吉林省内产业的对接也更加密切。中欧班列真正

发挥了畅联国际物流大通道的作用，有力促进了吉林省外向

型经济的发展水平，为吉林省发挥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作用提供了强劲动能。

吉林省商务厅副厅长吕继伟表示，未来，商务部门将落

实 RCEP（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行 动 计 划 ，用 好 进

博会、消博会、广交会、高交会、服贸会五大贸易促进平台，

拓展对日韩、东盟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深化跨境电

商综试区、零售进口试点建设，发展共享共建海外仓，为吉

林省开放发展护航，为吉林全面振兴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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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互市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吉林日报记者 丁研

位于福州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马尾片区的中交冷链汉吉斯项目。 福建日报记者 林熙

携 手 同 心 向 未 来携 手 同 心 向 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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