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中国师傅教我技术，我教师傅老挝

语。”不到一年时间，中老铁路万象运营管理

中心的老挝籍员工刘银能就成长为老挝第一

代副司机。

中老铁路开通一年来，便利了两国民众

出行，繁荣了沿线经济，成为中老命运共同体

建设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1
年 12 月 3 日举行的中老铁路通车仪式上指

出，中老铁路是两国互利合作的旗舰项目。

铁路一通，昆明到万象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

长。双方要再接再厉、善作善成，把铁路维护

好、运营好，把沿线开发好、建设好，打造黄金

线路，造福两国民众。

路 通 货 聚 。“ 一 开 始 平 均 每 天 只 开 行 1
对，如今平均每天 6 对。”磨憨站站长周明波

在开通之初的顾虑，如今被货运量的快速增

长一扫而空。昆明东站副站长李红星也表

示，通过铁路运输的不只大宗货物，还包括服

装百货、电子产品等，非常多元。昆明客运段

高铁五队党总支书记钟曦介绍，今年暑假期

间，中老铁路客运满员成为常态。

这背后是云南省和铁路及相关部门的主

动作为。云南开展中老铁路沿线开发三年行

动计划，全力拓展货源，试行快速通关模式，

使中老铁路迅速实现从通到畅。原来，铁路

只是昆明铁定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在海运、

汽运之后的备用线路。中老铁路开通后，公

司业务量迅速增长，这让运营总监罗炽尧感

触颇深。公司主要货源地在广东，绕半个华

南经中老铁路进入东南亚，与以前的线路相比，运费基本持平的

同时，通关更快、货损更低、运时快捷稳定。逢山开路、遇水搭

桥，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成色越来越足。

路相连，心相通。客流、物流、商务流密切交织在一起，带来

了大量工作岗位，也让沿线民众的生产生活更加便利。老挝乌

多姆赛省孟阿县的玉达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成了孟阿站的售票

值班员；而铁路部门专门设置普速列车停靠孟阿站，票价只有动

车的一半左右，让更多当地居民享受低成本便捷出行。从解决

就业到便利出行，从带动经济到丰富生活，中老铁路进一步造福

两国民众。

作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近九成货运过境

老挝，货物运输已覆盖泰国、柬埔寨、新加坡等国家。在中老铁

路示范引领下，中泰铁路项目已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越南老街—

河内—海防标准轨铁路规划评审工作也提上议事日程。随着我

国与周边国家更高层次互联互通的深入推进，必将共同书写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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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一列轨道检修车行驶在老挝琅勃拉邦至磨丁段

的中老铁路上。

车外，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车内，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

限公司派驻琅勃拉邦维保管理中心的桥隧工蒋坤，一边巡视沿

线路况，一边给老挝籍员工佟朗讲解汛期铁路沿线添乘检查的

要点。

车行至孟赛站，受台风影响，前方路段因连续强降雨被暂时

封锁，轨道车不得不先停在孟赛工区。

“雨太大了，要不你先在工区休整，等雨小点我去把剩下的

路段检查完。”看着有些紧张的佟朗，蒋坤关切地说。

“我和你一起去，师傅……”佟朗双手在胸前比划着，憋了半

天，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说出了“责任”两个字。蒋坤不再说什么，

拍了拍佟朗的肩膀。

雨势稍小，车辆再次出发。行至孟赛至纳磨区间，一些关键

位置看不清。披上雨衣，蒋坤带着佟朗下车徒步检查。

14 时 42 分，行走在沟边大桥上的蒋坤突然向另一侧的佟朗

招手。佟朗赶忙跨过线路，只见距桥墩最近处不足 10 米的左侧

山体上，坡面正不断向下溜坍，存在滑坡掩埋桥墩的风险。

“佟朗，你再看看桥周边还有没有类似的安全隐患。”蒋坤扯

着嗓子说罢，赶紧用手持终端向调度中心汇报，“VBK378 处边

沟大桥左侧山体有溜坍风险，该区段暂时不要放行任何列车！”

随后，两人将轨道车停靠到安全区域，一人在车上值守，一人在

雨中看守。

每隔一小时，两人轮班一次，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5
个小时后，雨终于停了，蒋坤用强光灯再次检查，边坡已经无明

显下滑迹象，才放心回到车上。

完成任务返程的路上，两个人的表情舒展许多。“师傅，我

饿了。”佟朗笑道。蒋坤也和他开起了玩笑：“回到工区比比谁

吃得多。”来自不同国家、年龄相仿的两个年轻人相互对视，哈

哈大笑。

“和佟朗一起完成雨中值守，让我真正理解了友谊之路的意

义。”蒋坤事后回忆。

在琅勃拉邦维保管理中心，像蒋坤和佟朗这样的中老师徒，

还有很多。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先后派驻 700 余人来

到中老铁路老挝段，在维护好铁路设施设备的同时，也将技术传

授给老挝的铁路人。

帮助老挝培养铁路人才，除了“走出去”，还有“请进来”。

今年 3 月，30 多名老挝籍教师作为援老挝铁道职业技术学

院项目的第一批培训学员，乘坐中老铁路动车到达昆明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开始为期两年的学习。昆明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

务处处长段渝波介绍，目前，老挝学员结束了 4 门专业基础课的

集体学习，已分配至 6 个铁道类专业开始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

实践教学。

“感谢中国给了我们宝贵的学习机会，我一定要学好铁路专

业知识，学成回国后，为中老铁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老挝

籍教师林茵乐说。

（王金彩参与采写）

“走出去+请进来”

中老共育铁路专业人才
本报记者 叶传增

图①：王家营西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

车从这里出发，驶向老挝。

杨紫轩摄（人民视觉）

图②：列车驶入中老铁路云南磨憨站。

杨宝森摄（影像中国）

图③：复兴号动车组飞驰在中老铁路橄榄坝特大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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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起中国云南昆明，南连老挝万象，一列

列钢铁巨龙跨高山、越江河，飞驰在全长 1035
公里的中老铁路上。

“双方要再接再厉、善作善成，把铁路维

护好、运营好，把沿线开发好、建设好，打造黄

金线路，造福两国民众。”2021 年 12 月 3 日，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老铁路

通车仪式上，对这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的标志性工程作出重要指示。

中老铁路是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中老

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

国际铁路。截至 2022 年 12 月 2 日，中老铁路

累计运输货物 1120 万吨，发送旅客 850 万人

次，开行跨境货物列车 3000 列，跨境运输货值

超 130 亿元人民币，为沿线地区发展按下“加

速键”，跑出“加速度”。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今年夏天，不少昆明市民惊喜地发现，市

场上来自泰国的榴莲价格比往年有所降低。

“价格下降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泰国

的榴莲产量增加，另一方面是中老铁路的开

通为国内经销商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进货渠

道。”在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做泰国水

果进出口贸易的刀玲说。

泰国出口中国的水果品种丰富，2021 年

对华出口水果约 220 万吨，出口额达 1630 亿

泰铢。得益于中国市场的强劲需求，泰国果

农收入也不断提高。

今年 4 月 24 日，500 多吨新鲜榴莲从泰国

运抵老挝万象，之后通过中老铁路冷链水果

专列、口岸公路接驳的方式运至昆明，再分发

至上海、重庆等地。这是泰国首次通过中老

铁路向中国大批量出口榴莲，中老铁路的开

通为泰国水果出口中国带来新的机遇。

“铁路运输具有运量大、速度快、成本低

等优势，泰国水果通过中老铁路到达昆明，全

程运输时间不超过 7 天。”中国铁路昆明局集

团有限公司昆明东站营销部部长许杰峰说。

11 月 30 日，磨憨铁路口岸进境水果指定

监管场地通过验收，口岸功能得到进一步提

升。在昆明海关的监管下，更多产自南亚东

南亚国家的水果，可通过中老铁路直达国内

市场。同时，我国的果蔬、高原特色农产品也

陆续走出国门，实现双向高效运输，惠及沿线

更多国家和地区。

作为连接国内市场和南亚东南亚市场的

黄金线路，中老铁路不断激发沿线活力，正成

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力量。

开通一年来，中老铁路货运班列从开通

初期日均开行 1 对，发展到日均开行 6 对，实

现规模化、常态化运营。国内已有 25 个省份

先后开行了中老铁路跨境货运列车，货物运

输覆盖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

货物品类也从开通初期的化肥、百货等 10 多

种扩展到电子产品、光伏产品、冷链水果等

1200 多种。

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作为中老铁路的起点，云南沿线各地因地

制宜、发挥优势，紧抓铁路通车带来的机遇。

冬日，走进玉溪市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钢铁转型升级项目，1.2 万亩的土地上机器

轰鸣，塔吊林立，施工现场一派火热景象。项

目总投资 212 亿元，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工

业产值约 360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2 万余个。

“这块空地是为铁路专用线预留的，到时

会有一条 3 公里长的铁路专用线从中老铁路

正 线 修 进 厂 区 ，方 便 公 司 运 输 原 材 料 和 产

品。”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综合部副主任施

崇德介绍，铁路专用线建成投用后，铁路运输

将成为企业货物运输的主要方式，承担企业

每年一半的货物运量。

“项目离中老铁路化念货运站的直线距

离只有 5 公里，这是公司选择在这里布局的一

个重要原因。”施崇德表示，借助中老铁路这

条重要线路，企业能有效扩大生产经营半径，

拓宽国内外市场。

乘着中老铁路开通带来的“东风”，今年以

来，玉溪市以新能源电池、绿色钢铁、生物医药

等重点产业链为抓手，组建产业链工作专班，

加速铁路沿线产业布局，抢抓发展机遇。

为把中老铁路开发好、建设好，今年 2 月，

云南省委、省政府印发中老铁路沿线开发三

年行动计划，按照“通道+枢纽+产业+市场主

体”的工作思路，提出实施通道能力提升行

动、物流枢纽建设行动、沿线产业开发行动、

市场主体培育行动。

“中老铁路的开通，为云南进一步参与和

融入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带动沿线地区产业开

发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

辐射中心带来历史性机遇。”云南省发改委党

组成员、云南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徐东说。

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通一周年的中老铁路，为构建更加紧

密的亚太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推进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提供了新机遇，其带来的国

际示范效应也正逐步显现。

受老挝国家工商会、泰国物流服务供应

商联合会邀请，11 月 26 日，由昆明南亚东南

亚国际物流研究院组织的中老泰铁路多式联

运及沿线产业合作中国云南代表团启程前往

老挝万象，开展考察调研。

“这是中老铁路开通后，首次由贸易物流

企业组成、沿线考察产业开发建设的代表团。

其间，双方专家和企业代表会就中老泰铁路多

式联运、沿线产业开发建设进行调研会商，促

进中老经济走廊等建设。”昆明南亚东南亚国

际物流研究院院长刘金鑫说。

云南腾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是此次代表

团的中方企业代表之一。公司总经理助理王

文彬介绍，借着此次考察机会，公司将就常态

化开行陆港间国际货运班列、共建智慧陆港

口岸等方面与老挝企业开展进一步合作。

中老铁路的开通，也让云南进一步成为

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更好地赋能云南高水

平对外开放。

今年 5 月底，昆明市正式托管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镇，共同建设国际口岸

城市，昆明成为拥有边境口岸的省会城市。

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管委会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徐春表示，托管磨憨镇

后，昆明市所有支持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惠政

策就可以在磨憨落地，破解了现有的发展瓶颈。

开通运营一周年，中老铁路货运、客运繁

忙，犹如一条奔涌的“大动脉”，助推大贸易、

激活大产业、赋能大开放。放眼未来，中老铁

路将继续带动区域互联互通，畅通国内国际

双循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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