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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力保障，特色优势产业更特更优

广西，中国糖都，蔗林如海。
8 月 11 日，一列装载食糖的货物列车从南宁

六景站开往钦州港东站，再转海运至浙江宁波、
天津等港口。“通过铁海快线联运模式运输食糖，
不仅安全，而且时效稳定，减少中途卸货换乘时
间 3 至 5 天，运输成本比过去节省约 10%。”广西
铁捷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覃荣说。

广西是中国蔗糖主产区，食糖铁海快线班列
的开行，为食糖企业提供高效、实惠、大批量的
运输选择。当前，广西已开通南宁、崇左、百
色、来宾地区 4 条食糖铁海快线，食糖铁海联运
网基本形成，有效开拓食糖销售市场，让广西产
业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经济优势。

崇左市的蔗农韦光成种有几十亩甘蔗，一
亩最多可收 7 吨甘蔗，每吨可卖 500 元左右。

“现在甘蔗一根抵过去两三根！”韦光成说，“我
们与糖厂签订合同，糖厂派车辆直接到地头收
甘蔗，种多少他们就要多少，不用担心种出来
没销路。”

近年来，广西的食糖、芒果、荔枝、海鲜等
特色农产品乘坐食糖快线、高铁动车、冷链班列
等销往各地，构建起顺畅便捷的物流和销售渠
道。已开通10条冷链班列线路的防城港市，是中
国首批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示范试点城市。

铁路大动脉活力涌动，工业血脉畅通运行。
位于“中国铝都”百色市的吉利百矿集团是广西
铝产业的排头兵，每年从北部湾港通过汽车运输
近300万吨煤炭至工厂。今年3月，国铁南宁局用
好政策支持，主动为吉利百矿集团定制物流总包
全程物流服务，顺利达成“公转铁”合作，解决
了以往公路运输能力紧张、不同季节价格波动大
等难题，每年预计节约物流成本近2000万元。

据统计，国铁南宁局每年为百色涉铝企业运
输铝矾土、氧化铝、煤炭等约1400万吨，有效保
障涉铝企业生产原料、产品运输。铝产业作为广
西传统优势产业，近年来获得长足发展，成为广
西十大千亿元产业之一。

除了铝产业，钢铁、有色金属、冶金、建
材、石化化工等广西传统产业也是国铁南宁局的
大宗货源，每年运量超5000万吨。充足的铁路运
力，成为保障广西产业发展的运输“生命线”。
2023年，广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指数
提升至91.3，是进步最快的5个省份之一，钢铁、
汽车、工程机械、医药、水泥、化工等重点行业
数字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联通内外，开放开发步伐加快

北部湾畔，千舟竞发，风笛声声。
临海而建的钦州港东站繁忙有序，来自海上

的集装箱货物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
发往重庆、甘肃等地，“中国制造”也从这里卸车
登船，走向海外。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中国西部地区一条重要
的南北向陆海联动战略通道，在服务共建“一
带一路”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

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实施 5 年来，国铁
南宁局通过推动新通道项目建设、钦州铁路集装
箱中心站与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一体化等措施，极
大提升通道运输能力，班列运行线增至22条，从

“一条线”变成“一张网”。目前，班列服务范围
覆盖 18个省 （区市） 的 153个铁路站点，货物通
达全球124个国家和地区的518个港口，成为加快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便捷物流通道。

柳州是中国唯一同时拥有四大汽车集团整车
生产基地的城市。8 月 12 日，在柳州雒容汽车物
流基地，一列满载汽车零配件的货物列车搭乘西
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运往钦州港东站，再
转海运出口。

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物流中心工作人员黄雪
剑介绍，柳州生产的汽车通过铁海联运出口海外
已从最初的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拓展至中
南美洲、中东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柳州雒容汽

车物流基地自 2016 年投用以来，累计通过铁路
发运汽车近 100 万辆，其中发运出口汽车超过 12
万辆。

铁海联运班列助力广西释放“海的潜力”，中
越班列则进一步激活广西“边的活力”。

在南宁与越南河内间，每周 3 列常态化开行
的中越跨境快速通关班列互通有无。近两年，国
铁南宁局完成了湘桂铁路南宁至凭祥段提质改
造，并联合海关、越南铁路部门提升班列运输效
率。如今，南宁南站至越南安员站班
列运输时效稳定在 14 小时左右，较
2017年开通之初提升超70%。

从事中越跨境贸易的广西邦达
天原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物流总监杨
波表示，中越快通班列有稳定的运
输路径、高效的物流服务和优惠的
价格政策，能帮助企业更快打开海
外市场。“今年我们从南宁国际铁路
港发往越南的集装箱每月超过 100
个，同比增长 10 倍，明显感觉今年
中越经贸往来更活跃了。”杨波说。

今年前 7个月，广西始发中越班
列累计发运货物 6850 标箱，同比增
长16倍；其中7月发运1922标箱，超
过今年一季度发运量总和，为今年以
来第三次刷新单月发运量纪录。

陆海联动，齐头并进，铁路、电
网持续为广西开放开发注入源源不竭
的动力。“十四五”以来，南方电网
广 西 电 网 公 司 完 成 电 网 建 设 投 资
229.5 亿 元 ， 服 务 南 宁 、 柳 州 、 北
海、防城港、钦州、百色 6个枢纽城
市建设，有力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沿
线经济带供电能力，支撑“陆海互
联”蓝图梦想成真。

今年一季度，广西全区外贸进出
口总额 1662.9 亿元，同比增长 10.3%，
为近10年最好成绩。

建设提速，圆了各族群众“高铁梦”

壮美广西，高铁纵横，动车驰骋。
在中越边境口岸城市防城港东兴市，一组组

动车搭载南来北往的旅客进出东兴市站。东兴国
门景区一带，随处可见说着南腔北调的游客。

“东兴与越南仅有一河之隔，去年底防东铁路
开通后，吸引了更多越南旅客选择从东兴入境，
再转动车到国内其他城市。国内其他地方的游客
也会乘动车到东兴体验边境游。”广西沿海铁路公
司东兴市站副站长褚乔阳说。

今年以来，东兴市站日均到达、发送旅客近
2600 人次；月均接待越南旅游团超 5 个，累计发
送越南旅客4510人次。高铁助力，东兴市旅游业
水涨船高，今年“五一”假期全市接待游客43.18
万人次，同比增长9.19%。交通运输是新时代推进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先行领域和基础支撑。

近年来，广西迎来新一轮铁路建设热潮。除
了防东铁路，还开通运营南凭高铁南崇段和广西
首条设计时速 350 公里的贵南高铁，广西实现

“市市通动车”。2023 年，国铁南宁局旅客发送
1.21亿人次、同比增长96.8%，旅客发送量占广西
旅客运输总量的37.9%。

俯瞰八桂大地，一条条高铁连通高山与大
海、衔接乡村与都市。每日图定开行的 667 列动
车驰骋往来，串起山水阻隔的千村万屯，方便广
西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去年8月底，贵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复兴
号”奔驰在毛南山乡。环江毛南族自治县38万各
族群众圆了“高铁梦”，环江融入南宁、贵阳1小
时经济圈及桂黔世界遗产大旅游经济圈。

贵南高铁沿线分布毛南族、瑶族、布依族等
3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过去，很多地方交通闭
塞路难走，乡亲们进城返乡要翻过一座又一座大
山。现在，坐上高铁列车就能到达南宁或者贵
阳。当地的土特产便捷出山，走向全国各地，老
乡们做起了直播带货。

要致富，先修路。当前，广西一个个铁路建

设项目加速推进，进一步加快推进构建现代化铁
路基础设施体系。桂东，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预
计今年内具备开通条件；桂中，柳梧铁路 5 月中
旬顺利贯通首座中长隧道六绵山隧道；桂西，西
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百铁路广西段已完成
建设投资10亿元；桂南，又一条直通中越边境口
岸城市的高铁——南凭高铁崇凭段全线隧道已贯
通，预计明年通车……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

“铁”动力蓄势赋能再出发。

铁路助力广西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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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实体经济的筋络；交通，物流运输的基础。
八桂大地，10条高速铁路、7条普速干线，铁路营业里

程5672公里、其中高铁里程2212公里，图定每日开行1022
列货物列车、743列旅客列车通达九州、互联内外。

为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国铁南宁局依托铁路
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优势，持续优化运输产品供给，畅
通联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的物流筋络，助力广西

壮族自治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开放开发，为边疆
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仅89天就突破20
万标箱，相当于2020年全年运量；今年前7个月，中越
班列运输出口货物同比增长 16倍、全局旅客发送量同
比增长11.5%……一组组数据，凸显了广西蓬勃发展的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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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在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内在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内，，自动自动
化龙门吊正在进行装车作业化龙门吊正在进行装车作业。。 何家海何家海摄摄

图②图②：：一列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行驶在衡柳一列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行驶在衡柳
铁路柳州区段铁路柳州区段。。 杨靖育杨靖育摄摄

图③图③：：20142014年年88月月33日日，，广西柳州雒容汽车广西柳州雒容汽车
物流基地繁忙的装运场景物流基地繁忙的装运场景。。

黎寒池黎寒池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④图④：：20232023 年年 1212 月月，，防东铁路开通运营防东铁路开通运营。。

图为京族姑娘在东兴市站站台演奏独弦琴图为京族姑娘在东兴市站站台演奏独弦琴。。
蒋蒋 扬扬摄摄

庞淇文，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传动件公司特级技师、制造总
监。他对数控加工使用的近 2000 把
刀具了如指掌；加工出来的零件精度
能控制到 0.005 毫米。多年来，庞淇
文带头开展 80 余项技术创新、技能
攻 关 和 成 果 转 化 ， 创 造 经 济 效 益
3000 余万元。2024 年，他入选大国
工匠人才培育工程。

一台数控加工中心机床，30 吨
重，近百把刀具，上千段程序指令……
广西柳工传动件工厂，铣工庞淇文操
作数控机床，如臂使指。

庞淇文 35 岁，13 年工龄。如同
数控机床“指挥家”，近 2000 把刀
具，他蒙住双眼，仅靠触摸，就能准

确识别其类型、作用。
刀柄、刀杆、夹套、小如小拇指指

甲盖的刀片，刀具库中各种刀具应有
尽有。庞淇文说：“铣削、钻削，整体
的、可转换的，方尖的、圆角的……

‘读懂’刀具，零件才有‘生命’。”
这手绝活，全是练出来的。
2007年9月庞淇文进入广西机电

技师学院学习，他常常整天“泡”在
实训教室。“没完成工件，别人等第
二天做。我给自己拖堂。”夜里，机
器欢愉地歌唱。“越晚越精神。”他
说，有回干完离开，凌晨3点，静得
只剩风声。

入职广西柳工后，为备战广西数
控技能大赛，庞淇文下班后跟着厂里

老师傅训练，理论、编程、操作，连
续训练6个小时直到深夜，这样的训
练要持续两个月。2012 年起，庞淇
文连续三届获得广西数控技能大赛数
控铣工/加工中心职工组冠军。

“刺”，冷却液冲洗，“咔嗒”，换
刀门开启。片刻，机床抓取，刀具自
动换好，变速箱零件加工运转。

变速箱箱体关键部位加工精度
要求 0.02 毫米，约为头发丝直径的

1/3。庞淇文能将加工精度控制到
0.005 毫米，甚至可以操作数控机床
在易拉罐上写字作画。“材料、温
度、设备精度、刀具可靠性都会对加
工精度产生一定影响。毫厘之差，就
可能使零件报废。”庞淇文说。

创新争先，庞淇文一头扎进新产
品试制。由于生产设备是进口的，只
能由外方预设编程程序，将产品根据
图纸工艺要求调试好，然后按此生

产。想要加工其他复杂产品，就得从
头再来。庞淇文心里不服气，自学绘图
软件、数控加工工艺编制及数控程序编
制，最终掌握了生产设备编程技术。

泵阀坏了，维修报价9万元，他
自己测绘，买了3块铝合金材料回来
加工，使泵阀恢复工作，花销不到
2000 元。加工中心刀库刀座故障，
更换需要近30万元，他奋战5天，自
制刀座，1万元搞定。

这些年，庞淇文团队开展 80 余
项技术创新、技能攻关和成果转化，
突破变速箱箱体壳体、回转减速机、
行走减速机等工程机械核心零部件关
键技术，带动制造技术效率提升，为
公司创造经济效益3000余万元。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技
术能手、广西工匠……庞淇文荣誉众
多，有70多个荣誉证书，厚厚的几大摞。

厂房旁，是“庞淇文技能大师工
作室”。工作室成员 8 名，除攻关技
术，还开展技能理论培训。张贴的
2024 年培训计划，有多项已完成：
设备几何精度检测、宏程序编程运用
培训、刀具知识应用培训等。

“脑袋空想，不如到现场看一
看。”庞淇文带徒10多人，授徒秘诀
就是“三现”：现场、现物、现实。

工作室成立7年来，他毫无保留
传授经验，培训上百场千余人次。

“数控技术与时俱进，我们的装备制
造业一定会越来越好！”庞淇文说。

广西柳工传动件公司特级技师庞淇文——

“读懂”刀具巧加工
本报记者 张云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