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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来，中欧班列开行7.7万列，行驶总里程逾7亿公里-

中欧班列寻源记
本报记者 卢泽华

▶ 在满洲里站，龙门吊操作员进行货物装卸作业。
▼ 在天津新港站，一台集装箱正面起重机将一节

中欧班列集装箱装载至列车车厢上。

▲ 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从哈萨克斯坦
运来的乐器冬不拉。

◀ 在郑州北站，一名工人正对车底进行检修。
本报记者 何嘉豪摄

中欧班列中欧班列（（沈阳沈阳））集结中心集结中心，，列车即将远行欧洲列车即将远行欧洲。。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何嘉豪何嘉豪摄摄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
千年之前，驼铃阵阵，八方辐辏；千年之后，“钢铁驼

队”，串接中欧。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金秋时节，中华

大地穰穰满家，本报记者在一片丰收气氛中跟着中欧班列
来到连云港、郑州、天津、沈阳、满洲里等站点，探寻“钢铁
驼队”蓄足动能再出发的故事。

一张货单联接“北半球”

中国辽远的陆路口岸群似弓，纵跨南北的交通干线似
弦，箭头的指向，是横贯东西的中欧贸易通道。

郑州，就处在“箭”与“弦”的交接点上。
曾几何时，一块短板长期制约着这个内陆城市的发

展——没有“海运港”。大宗货物出口欧洲，需先运至东部
海港，再绕海路入欧。

这就相当于“标靶”在西，而“箭”却只能东射。反向绕
道的结果，是运输成本高企，严重削弱着国货的竞争力。

如何破题？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中部地
区首条直达欧洲的货运班列——中欧班列（郑州）也踏上
征途，中国外贸格局随之迎来改变。

登高俯瞰郑州北站下行驼峰线，数十道铁轨宛如巨龙
盘卧大地。这里是贯通中国华北、华东、华南、西北和西南
的“路网心脏”，也是中欧班列中转技术作业的地方。

走进郑州北站运输指挥中心，大屏幕上的调度图犹如
一块精密绝伦的电路板——线条的转向、点位的闪烁、颜
色的变幻，每一处电子信号的更迭，都标识着成千上万吨
货物的流通轨迹。

调度车间值班站长聂佩哲，从业已经30多年。几乎每
一天，天蒙蒙亮，他就会来到车间，了解站内线路占用情况
和机车状态。记者看到，他手中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了
注意事项和作业安排。他说，自己发布的每一个计划、每一
条调令，都像下棋一样，直接影响着中欧班列的运行效率。

“随着国货在欧洲打开市场，现在车次越开越密、货量
越运越大、车速越跑越快。刚开行时，每周‘单趟对开’；如
今，每周最高往返34列，我们的工作量也加重了几倍。”嘴
上说着“累”，聂佩哲语气里却满溢着自豪。

郑州北站的快节奏运转，已让记者大开眼界。而不远
处郑州圃田车站的繁忙景象，更让记者深受震撼——

瓦蓝瓦蓝的晴空下，一列满载医疗器械、汽车配件、儿
童玩具等货品的X8202次中欧班列从这里驶出，将经二连
浩特开往德国汉堡。

站外，来自山东、陕西、福建等地的货车正在排队入
场，等待装卸。放眼望去，蜿蜒的车龙摆动着长尾，已延伸
到了200米开外。

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一张货运单：发货方是一家香
港公司，装货点在广州市，在郑州登上中欧班列，从霍尔果
斯口岸出境，穿过中亚，发往德国。

真是“一张货运单，联接北半球”。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郑州中心站外勤主任

龚赟丹见证了中欧班列国际物流网壮大的进程。“中欧班
列刚在郑州开通时，每天装运集装箱的卡车才10多辆，现
在每天都有四五百辆，业务范围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
城市。”龚赟丹说。

度远近、调余缺，得益于中欧班列，欧洲人的餐桌上多
了中国的农产品，工厂里有更多中国的零部件，日用品也
有很多是中国制造。

火车拉着汽车跑

从郑州行至沈阳，天刚下过一场豪雨，湛蓝的天空荡
着一缕缕纱巾似的白云，艳阳透过云影，洒下一地金黄。

在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汽笛声钻入耳畔，一辆
满载上千吨汽车、机械设备等货物的中欧班列踏着金辉向
西疾驶，经满洲里口岸开往欧洲。

“火车拉着汽车跑”，中铁集装箱沈阳分公司国际联运
部主任业务员高富强对此早已不陌生。

在他记忆里，沈阳中欧班列开行之初，运载的货物
大多是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等小商品。临近岁尾，甚至
能开出一整车圣诞玩具。“现在，除了这些不可或缺的日
用品，汽车整车、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高端产品也开始
唱主角。”

不止沈阳集结中心，全国各地的中欧班列都在实现由
“量”到“质”的提升。

就在记者赴沈阳采访的同时，西安、连云港、天津等
地的中欧班列齐齐发出“汽车专列”，驶向欧亚大陆的各个
站点。

“近期，平均每天都有2到3列商品车专列经霍尔果斯
铁路口岸出境。今年以来，仅我们公司代理出口的商品车
就有3万余辆，同比增长20%。”霍尔果斯博报国际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李学风话语中透着兴奋。

陈隽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货运中心
连云港经营部主任，在他看来，“汽车专列”是中国经济迈
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些年，经他过手审核的货品，
从日用百货逐渐转向汽车、光伏、数码产品等高端品类。

货品走向高端化，运送能力也要高端化。就拿新能源
汽车动力电池来说，对储存温度要求较高，稍有不慎就会
造成电能缩减，十分考验中欧班列的温控水平。

“这些年，中欧班列的运输技术不断提升，穿越极寒的
西伯利亚，走过炎热的吐鲁番，温差40多摄氏度，运送的货
品依然能够纤毫无伤，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陈隽感慨。

尽管技术能力大幅提升，但陈隽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普通货物向高附加值货物过渡，对我们铁路职工作业提
出更高要求。”陈隽扳着手指逐一举例：化工品类、工业机
械类货物须做到每箱必查；箱内装载的加固能力需要大幅
提升；拆装机械设备等不规则货物，还要同专业部门加强
协同……

“‘中国创造’成果不易，作为护送它们走向世界的铁
路人，保证中欧班列稳妥高效运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采访中，陈隽不时将一句口头禅挂在嘴边：“宁愿多流
汗，不能留遗憾。”

消失的1000枚印章

满洲里，一座位于北纬49度的北疆边城。
踏着沈阳爽秋的和风，记者登上去往满洲里的火车。

夜间抵达时一阵寒流扑面，气温已是零下2℃。
列车员说，这里最冷的时候，摘下手套1分钟，手指就

会冻僵。
在这个极寒之地，坐落着全国最大的陆路口岸站——

满洲里站。它连接着13个欧洲国家的28个城市，通行的中
欧班列运量约占全国三成。

今年 46 岁的张晓军，是牵引中欧班列在国门之间穿
梭的火车司机。打从2015年上岗以来，保证中欧班列安全
行驶、畅行无虞，成为他须臾不敢放松的那根弦。

不是没有出现过险情：他所负责的境外铁路线，全线
都是坡道，冬日大雪弥漫，钢轨极易打滑。有一次，机车出
现“空转”，机器轰轰直响，列车就是不动地方。经验丰富的
张晓军一边撒沙增加摩擦力，一边调整机车保持匀速行
驶，终于安全准时驶进外方境内。

身在口岸站、立于国门下，“安全”二字，重如千钧。张
晓军深知，“中欧班列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项细节，都
关乎中国效率、中国标准、中国形象”。

如果说安全是中欧班列运行的前提，那么，高效就是
中欧班列孜孜以求的目标。

在满洲里联检大楼，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来办事的企
业货主，他们无不对近年投用的“数字口岸”赞不绝口。“自
从实现了‘无纸化通关’，从货品申报到海关放行的时间由
原来的半天左右缩短至最快只需几分钟，节省了我们大量
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内蒙古满洲里市华贸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业务经理纪学伟感叹。

效率提升的秘诀是什么？从“消失的
1000枚印章”里，也许能找到答案。

杜业宏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

公司满洲里站交接所车间的一名票据翻译。几年前，翻译
一张票据平均需要6分钟。

“时间主要耗费在翻译中的盖章环节上。一组铁柜，比
我个子还高，装了1000多枚印章，包括所有货运代理公司
的名字、货物品类、包装种类、危险等级等，找起来像大海
捞针。”杜业宏回忆道。

近年来，随着无纸化通关系统上线，计算机代替人工
进行电脑录入货物票据信息，陪伴杜业宏 10 多年的上千
枚印章也消失在科技进步的浪潮中。

“这个系统特别厉害，会自动识别之前录过的信息，并
给出初步翻译。现在翻译一张货票最多只需1分钟。”杜业
宏激动地说，在中欧班列过境最繁忙的时候，他连着翻译
过上千张货票。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也是满洲里开
行中欧班列的第10个年头。

国铁哈尔滨局满洲里站站长郑加清向记者道出了愿
景：未来3年内，对集装箱场和吊装设备实施智能化改造。
到2030年，集装箱开行数量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

“我们已经铆足劲头，向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加安
全的方向进发！”郑加清望着远方说道。茫茫北疆，巍巍国
门，气温依然寒冷，但他的胸中已升腾起炽热的火焰。

是货物班列，更是友谊班列

江苏连云港，一座蜚声国内外的海港城市。
不同于北方的满洲里，这里的海风温润轻柔。刚一下

车，就看到苍绿的云台山，在灰白的云雾中若隐若现。山
下，一个个满载货物的集装箱依次吊装到中欧班列上，准
备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出发，驶向“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和地区。
繁忙中，一个高大的身影引起记者注

意。他是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业
务员马合江，来自哈萨克斯坦。

2022年1月，马合江作为哈萨克

斯坦国铁快运公司派驻员工来到中国，主要从事货物发
运、仓储及运营等数据的翻译工作。

马合江说，他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受益者。“‘一
带一路’倡议令哈萨克斯坦获得了直抵太平洋的出海口。
借助‘中欧班列’等平台，中哈贸易额大幅增长，也为像我
这样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国与国，手牵手；人与人，心连心。在连云港工作一年
多来，马合江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他们不仅在工作上并
肩携手，也一同分享着生活中的温情点滴。

“天冷时，不时有人提醒我添衣。每逢周末，中国同事
会带我品尝中国美食。我过生日前，他们还送来了一盒大
蛋糕……”马合江说。

长期同中国朋友打交道，马合江的中文已经十分流
利。他还学会了一句苏轼的词：“此心安处是吾乡。”他已将
中国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同样因中欧班列结缘的，还有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
岸的中方火车司机阿拉腾巴嘎那与他的国际同行们。

“一提到中欧班列，我的朋友们没有不竖起大拇指的。
就拿蒙古国来说，每次开会，蒙方都对中欧班列的标准化
作业流程大加赞赏。”巴嘎那回忆，一次碰头会，蒙方小心
翼翼地提出能否将中欧班列的运行规范和标准传授给他
们。没想到，中方当时就答应下来。

从此，巴嘎那便成了蒙方司机口中的“巴格西”（蒙古
语“老师”）。从最基础的确认信号到挂车时的“一度停
车”，巴嘎那毫无保留地将“中国标准”传授给蒙方。

有一次，巴嘎那驾驶中欧班列抵达蒙古国扎门乌德
站，刚开车门，蒙方铁路人员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他
们载歌载舞，还拿着鲜花、水果等礼物欢迎，感谢他给予的
帮助。

巴嘎那感慨地说：“中欧班列是货物班列，更是交流班
列、友谊班列、民心班列！”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这 10 年，中欧班列的运行里程
已是“天文数字”：开行 7.7万列，行驶逾 7亿公里，相当于
往返月球近1000次。

中欧班列承载的货品，从汽车到相机，从衣帽到玩具，
从粮食到生鲜，运量浩大，包罗万象。

我们也看到——
比里程更绵长的，是中外人民情比金坚的友谊；
比货品更厚实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胸怀。
中欧班列，满载浓浓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