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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国种植园出发从泰国种植园出发，，途经老挝途经老挝，，搭乘中老铁路进入中国搭乘中老铁路进入中国云南云南，，抵达北京消费者餐桌抵达北京消费者餐桌——

一颗榴莲的万里旅程一颗榴莲的万里旅程
本报本报记者记者

榴莲，在东南亚地区被称为“水果之王”，凭借独特的口感与风味，
近年来在中国广受消费者欢迎。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榴莲进口国和消费国。海关数据显示，2022
年，榴莲进口额在中国进口水果中居第一位，达40.3亿美元，进口量达
到82.5万吨，相比2014年增长近两倍。而今年上半年，榴莲进口量达到
78.7万吨，已接近去年全年进口量。

这种热带著名水果，泰国种植最多。前不久，本报记者兵分三路，
从泰国种植园开始，一路追着榴莲的足迹，途经泰国、老挝，从中国云
南入境，最终来到北京，行程4700公里，看这种东南亚水果，如何因为

“一带一路”建设而在短短一周时间内跨越万里征程，成为中国人舌尖
上的美味。

行程紧张而有序。9月17日，这批榴莲在泰国春蓬府的果园被新鲜
采摘，9月18日15时从泰国工厂装柜出发，9月21日8时从老挝万象发
车，21日14时进入中国境内的磨憨铁路口岸，22日8时抵达昆明、12时
从昆明出发，24日11时许抵达北京。

前后历经约一周，跨越泰国、老挝、中国三个国家，全程近万华里。一颗
榴莲所见证的，是在“一带一路”上，从公路到铁路再到公路，从汽车
到火车再到汽车，高技术的冷藏设备串起顺畅的长中短途物流方式。

泰国稳居中国第一大水果进口国

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泰国最大贸易伙伴。2022年，泰国是中国进口
水果金额最高的国家，进口量217万吨，价值49亿美元，增幅3.72%。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阿努查表示，泰国水果对中国进出口数据显示，
2022年泰国稳居中国第一大水果进口国。中国是泰国重要的水果出口市
场，并有持续增长的趋势。稳步增长的态势反映出中国水果市场仍对全
球水果有巨大需求。

得益于中国市场的欣欣向荣，泰国榴莲等水果种植面积不断增长，
果农收入不断提高。不止是榴莲、山竹、龙眼，越来越多的泰国水果正
走进中国市场。泰国农业与合作社部部长塔玛纳表示，持续增长的中国
市场需求让从事相关产业的果农、收购商、出口商都受益匪浅。泰国农
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一半，中国是泰国重要的农产品和水果贸易伙伴，
中国市场的繁荣，可以增加泰国农民收入，让更多农业人口走向富裕。

泰国农业与合作社部农业司司长叻披帕表示，泰国政府相关部门十
分重视榴莲等农产品的质量，从使用优良的品种进行培育，再到收获优
质的产品，包括出口到消费者手中的整个过程全程监督，来保障榴莲的
品质。

中老铁路助力多国发展

统计显示，自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 10月 3日，中老铁路累计运
输货物2680多万吨，覆盖老挝、泰国、越南等1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其中进出境货运量 550万吨，货物品类增加至 2700多种。进口水果
7.25万吨、出口果蔬1.1万吨，货值突破22亿元。

中老铁路对内已联通中国 31个省 （区、市），25个省 （区、市） 相
继开行了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

为支持中老铁路货运业务发展，昆明海关推出了18条优化营商环境
举措，针对企业制定13项通关便利化措施，并加强与铁路部门信息数据
共享，确保精准查验、快速放行。目前，中老铁路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
较开通初期压缩一半以上。在云南磨憨，高峰期每天有将近1000吨的热
带水果通过中老铁路入境。

中国榴莲消费者“画像”

日前，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联合京东超市发布“榴莲消费观
察”，内容显示：

2023年1月至8月，线上销售的进口榴莲销量比2019年同期增长3.4
倍，品牌数增长超过2倍，商品数量增长3.7倍；

近5年，榴莲平均件单价下降15%，泰国南部榴莲增产、产地直采等
因素可能使国内榴莲售价降到近几年新低；

黑刺、干尧榴莲销量比2019年同期增长超5.5倍，金枕、青尼榴莲销
量增长超3倍；

食用更方便的冷冻榴莲肉销量增长 6.5倍，品牌数增长 3.5倍，商品
数量增长5.9倍；

2023年以来网购榴莲消费增长最高的是县域农村，销量增长 7.7倍。
小镇青年网购榴莲的销量明显高于城市，县域农村的青年消费者网购了
全国24%的榴莲；

从年龄角度来看，90后是线上榴莲的最大买家，近一半的榴莲都被
90后买走了。其中，90后女性买走了全国近三成榴莲。

我到过老中铁路在老挝境内的所有车
站。担任副总理期间，我负责国家经济事
务，包括老中铁路的建设。自 2021 年 12 月 3
日老中铁路正式运营、2023 年 4 月 13 日开通
国际旅客列车以来，我多次乘坐老中铁路动
车，非常舒适、快捷，高速运行时也没有任
何颠簸。

老中铁路如期竣工得益于两国领导人的
重视和相互支持，共同克服诸多挑战和困
难。得益于中方的积极支持，老挝拥有了一
条现代化铁路，可以同时运输跨境旅客和货
物。自 2021年 12月至 2023年 8月，老中铁路
老挝段累计发送旅客316万人、平均每天5276
人，货物 519 万吨、平均每天 8165 吨，货物品
名从 100 余种拓展到 2000 余种。老中铁路极
大便利民众出行，促进商品生产出口，吸引
大量游客，取得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为促
进互联互通、提升区域经贸往来和推动沿线
经济繁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老中铁路建设的成功是老挝各族人民的
骄傲和梦想的实现。老中铁路是“一带一
路”标志性项目，已成为落实“一带一路”
倡议的标志和典范。老挝与周边国家联系
起来，为贸易和发展、旅游和货物运输创造
良好的环境，并为老挝人民创造就业和出行
作出巨大贡献。老中铁路是老挝与中国之间
的重要纽带，未来希望与东南亚多个国家的
铁路相连。

每次到中国访问和工作，都能看到中国
迅速发展壮大。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
高，特别是上世纪 9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并走向现代化，特别是在高速公
路、高速铁路、高楼大厦等基础设施方面，
以及其中使用的先进和现代技术，这些都为
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
善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
用越来越突出。

给我印象尤其深刻、世界各国应该向中
国学习的一个很好的经验是：找到快速、顺
利、有效解决问题的措施。中国近年用正确
的政策有针对性地解决人民群众的贫困问
题，使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也是包
括老挝在内的世界发展中国家希望学习的宝
贵经验。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从起初的几十个国家
发展到目前的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参与，显示出“一带一路”
倡议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欢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没有给发
展中国家带来“债务陷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参与国家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所谓的“债务陷阱”说法，毫无根据。

今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老
挝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此前的两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老挝国家主席率高级别代表团出席。此次，老
挝继续派高级别代表团出席第三届高峰论坛。

老挝相信高峰论坛取得的成果将有力促进和加强老中双边合作以及
在各平台的多边合作，助力双方共同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迈向可持续
发展未来。

（作者为老挝政府总理，本报记者孙广勇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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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春蓬府朗逊
县的“齐宇”榴莲拣装工
厂，工人分拣榴莲。

本报记者 孙广勇摄

▲在泰国春蓬府萨威县的猜瓦果园，果农采摘榴莲。 本报记者 孙广勇摄▲▲在泰国春蓬府萨威县的猜瓦果园在泰国春蓬府萨威县的猜瓦果园，，果农采摘榴莲果农采摘榴莲。。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广勇孙广勇摄摄

▲▲在中老铁路老挝万象南站换装场在中老铁路老挝万象南站换装场，，装有榴莲的集装箱正在从米轨换装至标准轨装有榴莲的集装箱正在从米轨换装至标准轨，，然然
后经中老铁路运往中国后经中老铁路运往中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广勇孙广勇摄摄

▲▲冷藏货运班列穿过中老铁路友冷藏货运班列穿过中老铁路友
谊隧道进入中国磨憨铁路口岸谊隧道进入中国磨憨铁路口岸。。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彭训文彭训文摄摄

▲▲在云南陆航物流服务在云南陆航物流服务
有限公司货场有限公司货场，，工作人员查工作人员查
看榴莲状态看榴莲状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彭训文彭训文摄摄

▲▲ 在 北 京 市 海 淀 区在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
臧衡收到榴莲臧衡收到榴莲，，品尝后竖品尝后竖
起大拇指起大拇指。。 杨皓铭杨皓铭摄摄

▲在北京市通州区京东生鲜仓 2 号
库，工作人员开箱验果。 杨皓铭摄

图①图①：：泰国春蓬府萨威县泰国春蓬府萨威县，，果农采摘果农采摘
榴莲榴莲。。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广勇孙广勇摄摄

图②图②：：中老铁路冷藏货运班列驶出中中老铁路冷藏货运班列驶出中
老友谊隧道老友谊隧道。。 谢谢 明明摄摄

①① ②②

9月17日
泰国 春蓬府榴莲种植园

威猜站在十几米高的榴莲树上，挥刀砍断榴莲与树杈连接
处，几公斤重的榴莲落了下来。树底下，他的同伴紧盯着一个个
从天而降的“刺球”，在它们落地前一瞬间，张开麻袋，稳稳兜
住。不一会儿，地上就码放了一排榴莲。

“一棵能结50至100个榴莲，我们果园有200多棵榴莲树，收
入很不错。”提起今年的收成，春蓬府萨威县猜瓦果园的主人笑
得合不拢嘴。

春蓬府位于泰国南部，距离曼谷400多公里，是泰国南部最
大的榴莲种植区。泰国榴莲主要种植于东部和南部地区，东部榴
莲上市时间较早，集中在4月至6月，而南部稍晚，于6月至9月
成熟收获。春蓬府农业局局长素班告诉记者，今年南部榴莲总产
量 63 万吨，其中春蓬府约 33 万吨。素班说，泰国榴莲近 80%销
往国际市场，中国市场占总出口量90%以上。

沿着泰国南部主干道 41 号公路行驶，路边满目翠绿，不时
可以看到大片果园。

“榴莲种植面积每年都在增长，一些橡胶、棕榈园纷纷改种
榴莲，因为中国市场巨大，采购量逐年递增。以前每公斤榴莲只
能卖三四十泰铢，卖到 80 泰铢果农就高兴得不得了，可这两年
涨到了一百三四十泰铢，中国节日期间甚至涨到180泰铢。”泰国
南部榴莲协会会长西立告诉记者，“以前果农的日子不好过，很
多年轻人不愿做果园生意，但现在不少果农后代在大学毕业后都
选择返回家乡，用知识发展果园。”

猜瓦家的果园在山坳里，记者乘车从春蓬府直辖县驶出 30
公里后，从省际公路拐入狭窄的山间道路，行驶半个小时后才来
到果园，一大片榴莲树分布在斜坡上。“榴莲喜水但不耐涝，所
以斜坡上最好，这里距离海边不远，保证了湿润的气候，山里的
土壤营养成分高，所以种植的榴莲肉质上乘。”猜瓦兴致勃勃地
介绍起自家的果园。

“我种植榴莲12年了，几年前有中国客商来到春蓬，我把果
园包给了中国客商，这样价格稳定、收款及时，榴莲大批量成熟
时不用发愁销路。”猜瓦乐呵呵地说，“我还没去过中国，但知道
泰国榴莲在中国很受欢迎，我们很开心。”

9月18日
泰国 春蓬府榴莲拣装工厂

榴莲从树上采摘后，就迅速进入了紧张的挑选、分拣环节。
挑几成熟、多大个头的榴莲，也是一门技术活。

记者采访时，恰逢京东在泰国的收购团队来到猜瓦的果园。
京东超市海外直采买手张博伦切开刚刚砍下的榴莲，品尝果肉
后，叮嘱猜瓦一定要等到榴莲成熟度达到85%后再采摘，这样才
能保证榴莲肉质的甜度和口感。

张博伦用小竹棍敲击榴莲进行筛选，他告诉记者：“除了敲
击，也可以拿起榴莲摇一摇，如果能听到内部有晃动的声音，说
明成熟度较好。”

张博伦一边与猜瓦沟通，一边帮忙挑选成熟的榴莲放到三轮
车上。不一会儿，三轮车里就堆满了新鲜榴莲。猜瓦沿着果园小
路穿行，把榴莲整齐地码到皮卡车上。一个上午，车上装满了大
约两吨榴莲。

京东超市海外直采部总经理路达介绍，京东超市成立含专业
买手和质检专家在内的 20 人工作小组驻扎泰国，挑选品质最好
的果子直供消费者。

猜瓦和家人开着皮卡车来到位于春蓬府朗逊县的“齐宇”榴
莲拣装工厂。

拣装工厂内，数十名工人正在忙碌地进行分拣、称重、打
包、装车。记者看到几辆皮卡车一字排开，车上的工人把榴莲抛
下，车下的伙伴熟练地接住，用小木棍轻轻敲击判定成熟度，再
用吹风管吹去表面灰尘杂物，依据大小放入不同的筐子里。在旺
季，这样的工厂一晚上能出货将近 80 吨榴莲。一天下来，采摘
工能挣几千泰铢，装箱的工人能挣 700 泰铢，分拣的工人能挣
1500泰铢，而果园主人的收入则更高。

“一般人都以为榴莲的分拣、加工主要依靠经验，而我们的
工厂更强调标准化，以保证榴莲的质量。分拣加工的所有环
节，我们都标注确切时间，以保证加工过程的准确度，比如吹
风至少 12 个小时以保证榴莲的‘除湿’、发酵必须 24 小时以确
保榴莲的成熟等。”“齐宇”榴莲拣装工厂经理昆迪说。

9月21日
老挝 万象南站换装场

记者来到中老铁路万象南站换装场，一列满载榴莲的冷链集
装箱列车正从泰国驶来，停靠在米轨上，等待换装到国际标准
轨，然后经中老铁路运往中国。

“老中铁路 （即中老铁路） 和泰国铁路轨距不同，为了让中
老泰铁路实现互联互通，去年 7月，距离老泰边境约 4公里的万
象南站换装场正式建成投用，年换装作业能力可达80万吨。”老
中铁路有限公司基础建设部副部长宋宗波说。

不一会儿，一台起重机开始作业，将集装箱从米轨列车上吊
起，稳稳地放置在标准轨列车上。不到半小时，十几个集装箱就
完成换装，准备驶往万象南站货运场，等待发运。

从万象南站换装场向北约3公里，就是中老铁路老挝段最大
的货运站万象南站。作为重要的货物中转“旱码头”，它是当地
铁路运输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承担了老挝段约80%的进口货物和
30%的出口货物运输，很多东盟国家的货物都是从这里搭上中老
铁路货运列车运往中国的。

除了从泰国直接通过铁路接驳万象南站外，不少客户用大货
车将货物运到万象南站，进行列车编组后发往中国。“这种方式
更加灵活方便，一个集装箱就可以发货。”承接此次京东榴莲运
输的物流公司代表陶倩荟说。

万象南站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占地超过2万平方米的集
装箱堆场上，印有“中国铁路”字样的集装箱整齐摆放，起重机
正在紧张作业。轨道上，一列满载集装箱的列车缓缓驶出，向北
开往中国方向。办事大厅里，不少老挝企业代表正在窗口办理货
运业务。

据万象南站有关负责人介绍，水果运输对时效性的要求较
高，例如榴莲从树上摘下后的12天为最佳保鲜期。“中老铁路澜
湄专列从万象经磨丁口岸直达昆明，算上通关时间，全程只需二
十多个小时，能保证水果以最新鲜的状态快速运抵中国”。

老挝总理宋赛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自2021年12月3日
开通运营至 2023年 8月 31日，老中铁路累计货运量达 519万吨，
平均每天发运8165吨货物，目前每天的发运量能达到1.2万吨左
右。老中铁路成为老挝现代化的运输方式，极大地提升了老挝经
济社会发展速度。近两年来，老中铁路发送货物品类日益丰富，
从开通初期的 10余种拓展到目前的 2000余种，来自中国的机电
产品、化肥、蔬菜等，运到老挝、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地；从
泰国、老挝等地发运到中国的货物主要包括水果、木薯、大米、
橡胶、铁矿石等。

“老中铁路极大便利民众出行，促进商品生产出口，吸引大
量游客，取得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为促进互联互通、提升区域
经贸往来和推动沿线经济繁荣发挥了巨大作用。”宋赛说。

9月21日
中国 云南磨憨铁路口岸

9 月 21 日 14 时，记者来到中老铁路友谊隧道。这个隧道有
“一隧连两国”之称，隧道口一侧，“把
中老铁路建成‘一带一路’、中老友谊的
标志性工程”的标
语十分醒目。随着

明亮的灯光射出，经过6个多小时行驶，满载着东南亚水果的冷
链货运列车缓缓驶出，进入磨憨铁路口岸。

磨憨铁路口岸是中老铁路进入中国境内后的首个国家级陆
地口岸，进口货物在此接受海关查验。2022 年 11月末，磨憨铁
路口岸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投用，中老铁路水果冷链专列开
通运行，水果进口更加方便。

“和传统公路运输和海运相比，中老铁路更具优势，发运时
间和运输时效都有保证，水果在运输途中的损耗也大幅降低。”
又一顺物流集团中国区总经理席瑜说，水果对物流运输、仓储和
通关时效要求高。

驶出隧道约200米，列车停车。中国司机左世宇、老挝司机拓洛
隔着车窗，热情地和记者打招呼。一旁等候的磨憨边检站检查员登
车，查验护照、检查列车。几分钟后，检查员确认人照一致，放行。

“现在中老铁路货运列车边检通关时间一般不超过 20 分
钟。”磨憨边检站铁路口岸执勤专班教导员李兵说，边检站对货
运列车采取随到随检的查验模式，并采取预报办理方式，为出入
境货运列车提前办理边检手续。为节省企业换证成本，口岸还对
货运列车员工年内首次出入境时加盖一对验讫章，后续出入境不
再盖章，极大提升了列车通关效率。

随后，一名中国司机驾驶火车头将列车牵引至磨憨铁路口岸
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列车上的33个货柜将在此等待海关人员
抽检。

烈日将场地烤得滚烫。15时许，普洱车务段磨憨站货运值班
员丁世舰头戴遮阳帽，手拿勐腊海关提供的命中查验名单，沿车
核实被抽中的货柜。“验证完毕，可以抓卸。”通过对讲机，他向作
业车辆上的司机发出指令。一辆卡车从场边驶来，到指定货柜前停
下；一辆“正面吊”起重机开始作业，像伸出一双大手，将货柜稳稳

“抱”到车上。卡车随后将货柜推进水果查验平台的装卸股道内。
记者在水果查验平台看到，这里分为进口水果查验区、检疫

处理区、水果冷藏库、技术用房等功能区，查验区的室内温度可
以根据水果品类调节。“设定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主要是为
了防范动植物疫病传入风险，保障国家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
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监管科副科长黄中磊说。

核查货证、抽样开箱、剖果检查……黄中磊和同事刘奇开始按
流程查验。“检查病媒及有害生物，未见异常；检查包装，未见异常；
核对品名，未见异常；检查标签标识，未见异常……”经过认真查
验，两人确认这批榴莲查验合格，可以出证放行。

“针对水果等生鲜农产品特点，我们采取 7×24 小时预约通
关，设置农食产品专用窗口，优先办理鲜活易腐农产品接单、放
行业务，并采取即到即检即放模式，确保进口水果通关零延
迟。”勐腊海关关长韩斌说。

9月22日
中国 云南昆明王家营西站

经过休整，列车连夜从磨憨出发，驶往云南省昆明市。
9 月 22 日 8 时，经过一夜疾驰，列车抵达昆明王家营西站，

随后被拉至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搭乘中老铁路“澜湄快线”货
运专列“旅行”的这批泰国榴莲，将在这里“下车”。

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副总经理徐超说，随着中老铁路开通，
昆明中心站大力打造“澜湄快线”货运品牌，并从今年4月起调
整为每天开行，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了强有力
的物流保障。

上万平方米的场站内，写着“中欧班列”“中铁特货”等文
字的集装箱整齐码放。这些集装箱大多来自东南亚国家，榴莲、
山竹等水果的味道在场站里飘荡。

约1小时后，转运作业开始。“正面吊”、货车、巡视车等车
辆陆续驶入，搭载榴莲的货柜随后被转运出站。负责现场指挥的
工作人员赵树斌说，中心站采用智能化系统，每个集装箱都有精
确的数字定位，接货卡车进入场站后能够自动识别，并按照指示
找到接货点位，几乎一秒钟都不耽搁，马上就能将集装箱送往新
的目的地。

中铁特货冷藏箱为保持榴莲品质立下了汗马功劳。中铁特货
公司冷链物流部主任易强说，中铁特货冷藏箱采用优质的保温材
料和抗压、抗腐蚀、抗老化材料，能够有效地隔绝外界温度和湿
度变化；制冷系统采用先进的制冷技术和环保节能的设计方案，
可以对箱内的温度和湿度进行精确控制和调节。冷藏箱还配备北
斗卫星定位系统，依托在广东广州的监控中心，可实现 24 小时
对货品温度、湿度等信息的实时监测和远程控制，用户可实时查
询货品状态。

9时15分，榴莲货柜被转运到云南陆航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堆
场。它将在这里“换乘”驶往北京的冷链货运汽车。云南又一顺
国际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调度员袁工和同事早已等候，他们将开箱
查验榴莲品质、颜色和成熟度。

工作人员打开货柜，搬出3箱榴莲。袁工戴着手套，用手捏
捏表皮，插入温度计。随后，他用刀切开一个榴莲的表皮，进行
数次按压、品尝后，查验工作完成。袁工说，目前榴莲
颜色呈青色偏黄，味道淡清香，果肉夹生，果内
温度适中，这些都表明榴莲目前不是特别熟，全
程温度控制良好。

1010 时时 1212 分分，“，“倒柜倒柜””时刻到了时刻到了。。所谓所谓““倒倒

柜柜”，”，就是将榴莲从之前的冷藏箱搬到新的货箱就是将榴莲从之前的冷藏箱搬到新的货箱。。两辆汽车将尾两辆汽车将尾
部对接后部对接后，，工人们开始搬运作业工人们开始搬运作业。。一箱一箱 1818 公斤重的榴莲公斤重的榴莲，，一名一名
工人一次可以搬运两箱工人一次可以搬运两箱。。整个整个““倒柜倒柜””持续约两个小时持续约两个小时。。

新的冷藏箱长达新的冷藏箱长达1313..77米米，，如何确保其在公路运输中平稳和安如何确保其在公路运输中平稳和安
全全？？袁工说袁工说，，每次出发前每次出发前，，工作人员会对车辆工作人员会对车辆、、货柜进行检查货柜进行检查。。
榴莲运输中榴莲运输中，，一般将冷藏箱温度设置在一般将冷藏箱温度设置在 1212到到 1616摄氏度摄氏度，，还会根还会根
据榴莲不同的成熟度据榴莲不同的成熟度，，远程设定温度以及新风比例远程设定温度以及新风比例。。

47岁的驾驶员王勇是昆明人，跑冷链运输十几年了。他说，
驾驶冷链货运汽车途中，需要特别注意冷藏箱温度，“我一般都
是隔4个小时就停车半小时，一是休息，二是检查冷藏箱温度”。

12时06分，王勇驾驶满载榴莲的汽车，奔往北京。

9月24日
中国 北京通州区生鲜仓

9月 24日 11时 15分，经过近 48小时的行驶，王勇驾驶的汽
车顺利抵达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京东生鲜仓2号库。

生鲜仓外，来自全国各地的大货车排成长队，等待着把来自
世界各地的生鲜产品入库。

生鲜仓里，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袄。按照分区不同，这里
常年维持着恒定的低温，以确保所有生鲜产品都能维持最佳品
质。记者在仓库里看到，水果、酸奶、益生菌、蔬菜、饮料等诸
多品类的产品，入库后被存放在不同区域的货架上。仓库里，运
输小车一刻不停。

王勇熟练地将车停放在仓库门前，卷帘门打开，汽车后舱门
打开，移动“冷库”就这样和生鲜仓“冷库”实现了无缝对接，
此时的北京艳阳高照，但榴莲始终处在低温环境中。

生鲜仓库负责人郝北北带领记者穿越生鲜仓，来到最里面的
存储区。这里，就是单独开辟的“榴莲室”。与一般水果不同的
是，生鲜仓为榴莲专门开辟了一个存放区域，存好之后即关门。
郝北北解释，这是因为，榴莲跟其他水果之间会有催熟反应。这
个区域的温度，也被严格控制在了5到15摄氏度之间，这是最适
合榴莲的存放温度。

榴莲的出库管理同样在生鲜仓库里完成。在靠近仓库大门
处，两条传送带一刻不停地转动。一旦有客户下单订购，京东工
作人员会用小车将榴莲运到这里，在这里完成登记、打标签等工
作后，才与其他商品一道，从仓库运出。仓库外，京东自己的冷
链物流车装货完成后，开往分拣仓。

9月25日
中国 北京海淀区消费者家中

9 月 25 日 13 时，榴莲被运往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京东分拣
仓。巨大的集装箱式厂房内，是一条条快速运转着的传送带。分
拣工人忙碌地装卸货物，将各色货品放在不同传送带上。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这一步是为了细化货品派送区域。货品经过传送带
分拣，将被装上一辆辆驶向北京市不同区域的小型货车。

两个多小时后，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个快递站点，京东快递
员侯建东从传送带上拿到了一箱榴莲。

侯建东这一路需要运送的东西很多，装了满满一车。每一
天，他平均要送170—180单。这一天，购买榴莲的那个客户家离
站点不足3公里，侯建东对这段路驾轻就熟。

开门接过侯建东送来的快递箱，看到远道而来的榴莲，消费
者臧衡打开了“话匣子”。

“我爱人在云南昆明从事物流工作，所以我对泰国榴莲进入
中国的方式都很清楚，以前主要依靠公路、空运、水运，现在多
了铁路运输，也就是中老铁路。”臧衡腼腆一笑，“我有幸参与了
5年的中老铁路建设。”

臧衡曾在 2018 年到 2022 年间在中老铁路上工作，任中铁二
局新运公司磨万铁路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先后参加过
中老铁路万象梁场、万荣梁场、孟塞梁场以及全线铺轨等
建设，亲历和见证了中老铁路桥梁首制首架、轨道首
焊首铺以及全线铺轨贯通等重大节点，并于2021年12
月在老挝万象参与了中老铁路通车仪式。吃着中老铁
路运来的榴莲，记忆也一幕幕浮上臧衡心头。

“感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臧衡吃着榴
莲，直喊“真甜”。他说：“如果‘一带一路’
建设还有别的项目需要我，我还去。”

（（本报记本报记者者孙广勇孙广勇、、杨杨一一、、徐蕾徐蕾、、杨一杨一
枫枫、、陈振凯陈振凯、、彭训文彭训文、、刘少华刘少华、、李李贞贞、、叶子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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