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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织密交通网络

一辆辆货运汽车穿梭不停，数台大型
龙门吊有条不紊地装货、卸货，铁路线交
错向远方延伸，货运班列正鸣笛启程……
上合示范区青岛多式联运中心内，呈现一
派物畅其流、货达四方的火热景象。

作为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地方经贸
合作的国家级平台，上合示范区依托多式
联运交通枢纽优势，持续拓宽国际物流大
通道，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强互联互通
的一个生动缩影。

青岛海关日前发布数据，截至今年 8
月，上合示范区共到发中欧班列 4002 列，
发运集装箱 32.8 万箱，运送进出口货物达
276.3 万吨。目前，上合示范区已常态化开
行国际班列路线 22 条，通达 23 个上合组织
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 54个城市。

“在基础设施‘硬联通’方面，上合组
织成员国间合作成果亮眼。例如：中欧

（中亚） 班列驰骋亚欧大陆，开行数量屡创
历史新高；途径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
斯的双西公路通行顺畅；在中吉乌铁路等
新项目建设上达成共识；中巴经济走廊框
架下公路建设不断推进等。”中国社会科学
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杨进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上合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共建“一
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
深度对接的背景下，一批重点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取得新进展。2023 年 5 月，《中国—中亚
峰会西安宣言》 提出建设中哈第三条跨境
铁路，即塔城—阿亚古兹铁路。今年 6 月，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签署
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

杨进指出，在标准规则“软联通”方
面，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强相关制度建设，
合力提高进出口货物通关运输效率和便利

化水平。
日前，一辆满载医疗用品的 TIR （国

际公路运输系统） 运输车辆缓缓驶出中国
传化 （上合） 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这批货
物经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境，沿中吉乌国际
道路驶向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全程只需
在上合示范区进行一次查验，此后沿线过
境国家免于查验。据悉，TIR 是建立在联
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全球性跨境货运通关系
统。TIR 车辆“出海”，可以实现“一次申
报、一次放行、一车到底”，整个流程无需
换装、转关，简便快捷。

释放更多合作机遇

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一
处电商基地，22 岁的哈萨克斯坦姑娘艾格
丽姆正在进行网络直播，为跨境商品“带
货”。这份“超出想象的工作”让她很有成
就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艾格丽姆在社交
平台上积累了数万粉丝，月销售额突破百万
元。作为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公路、铁路口
岸，霍尔果斯口岸“人货两旺”。中哈霍尔果
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跨境而建，两国公民和
第三国公民仅凭护照或出入境通行证就可
自由出入，进行商品采购、贸易洽谈。

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东郊的中白工业园，
厂房林立，各国企业云集，生产线 24 小时
忙碌不停。工业园临近明斯克国际机场、铁
路和 M1/E30 公路，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园区
建设时期，大量的物资可直接通过中欧班列
运送到这里。未来几年，这里有望建设铁路
场站，中欧班列的货物可以直抵园区，进一
步降低物流成本，稳定跨国供应链。

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瓜达尔港
是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先行先试项目——
中巴经济走廊的终点。过去 11 年间，瓜达尔
港从废旧码头发展成为现代港口。近日，由
中国援建的瓜达尔新国际机场举行竣工仪

式。如今，随着港口业务不断拓展，瓜达尔
港、东湾快速路与新机场组成海陆空现代化
立体交通网，为地区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伴随着交通线路的延伸及互联互通水
平的提升，这样的互利共赢故事，正在多
个上合组织国家写下新篇章。

“随着上合组织框架下各领域双多边合
作走深走实，各国间人员及经贸往来需求
越来越大，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技
术流等要素的高效流动和配置符合各国发
展利益。这为加强交通‘硬联通’‘软联
通’合作提供了动力。”杨进说。

近年来，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之间的贸
易投资往来显著增多。今年前 5 个月，中
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双边贸易总值达
1999.3亿美元，同比增长 4.6%。

杨进指出，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积极提
升交通互联互通水平，不仅有利于打破地
理障碍，促进物流畅通，破解经贸合作中
的一些卡点堵点，还有利于推动上合框架
下的合作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相互配
合、相互促进，推动地区国家在经贸、人
文等领域的互联互通。

中国发挥优势作用

目前，上合组织成员国区域已延伸至
东欧腹地以及中亚、印度洋重要港口，联
通亚欧两大市场，涵盖“一带一路”六大
经济走廊。成员国人口占全球近一半、经
济总量约占全球四分之一，构成了巨大的
消费市场和互联互通空间。未来，上合组
织框架下的交通互联互通合作前景广阔。

“实现经济共同发展是上合组织扩展合
作的重要方向。”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中心
主任古丽娜尔·沙伊梅尔格诺娃表示，上
合组织致力于打造安全的发展环境、相互
连通的基础设施以及制定共同的标准和规
则，必将为地区经济合作注入新活力。

作为上合组织 2024 年至 2025 年轮值主
席国，中国建议将 2025 年确定为“上海合
作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今年 6 月，在上合
组织成员国交通部长第十一次会议上，中
方就推进上合组织交通互联互通网络建设
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完善交通运输合作机
制，不断深化交通合作；二是加快互联互
通建设，打通以铁路、公路直达运输为支
撑的亚欧物流新通道；三是深化制度规则
对接，促进交通可持续发展。中方表示将
加强同上合组织各国在交通发展理念、管
理经验、知识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互鉴，为
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这些
主张受到其他成员国的赞赏与支持。

“当前，上合组织成员国都面临国家发
展与经济振兴的重要任务。维护安全稳定，
实现共同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是各国人民
的共同心愿。”杨进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和上合组织重要成员国之一，中国
经济发展活力足、韧性强，在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有技术、经验及资金优势，在
规则标准制定方面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
是推动合作的“发动机”。

今年 2 月，华为—哈萨克斯坦国家铁
路公司联合创新中心在哈首都阿斯塔纳正
式成立。作为中亚地区首家铁路数字化创
新中心，该中心将助力哈萨克斯坦建设高
效、安全、个性化和智慧的铁路系统。

杨进表示，中方建议确定“上海合作
组织可持续发展年”，提出促进交通可持续
发展等主张，有利于推动相关合作迈向更
高层次，实现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增长，让更
多民众共享合作成果。未来，上合组织成员
国应在交通互联互通领域继续推进“硬联
通”“软联通”，为畅通亚欧大陆交通物流通
道、促进各国发展共赢注入更多动能。

上图：10 月 9 日，在浙江省金华市金
东区华东国际联运港，一列中欧班列驶出，
将经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出境，驶往白俄
罗斯。          胡肖飞摄 （人民图片）

    本报北京电 （张
灵） 近日，由新航道
国际教育集团与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
同策划的 《中英双语
诵 读 道 德 经 （珍 藏
版） 》 面世。本书面
向海内外青少年读者，
旨在通过读、听、诵
等 形 式 对 《道 德 经》
这一传世经典进行多
维度开发，帮助青少
年用中英双语学习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向
世界介绍中国。

《道德经》 是中国
哲学的发轫之作，也
是被翻译成最多种语
言、发行量最大的中
国典籍之一，不仅是
中华文化的瑰宝，更
是全人类共有的智慧
财富。

《中英双语诵读道
德经 （珍藏版） 》 一
书从酝酿、筹备到正
式 出 版 历 时 近 五 年 。
作为本书英译者，英
语教育专家、新航道
国际教育集团创始人
胡 敏 力 求 精 准 传 达

《道德经》 的深邃意境
与丰富内涵。参与专
家还包括厦门大学美
籍教授、中国政府友
谊 奖 获 得 者 潘 维 廉

（William N. Brown）、
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徐国荣教授、已故英
国翻译家保罗·怀特

（Paul White） 等 。 中
英美三国专家共同把
关，以确保文本翻译
和解读更加准确。

本 书 融 合 中 英 双
语音频，在遵从原典
的基础上辅以白话文
释义与英文译文，并
设有导读和延伸阅读专区，方便读者阅读。

“双语诵读”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读者扫描
书末二维码，即可聆听专业播音员用中英
双语诵读全书内容。

本书精心收录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
《道德经》 小楷墨宝，展现书法艺术的魅
力。此外，本书还邀请中央美术学院专业
教师创作版画作品。这些设计让读者在品
味经典的同时，实现语言学习、文化传承
与艺术鉴赏等多重收获。

胡敏介绍，《中英双语诵读道德经 （珍
藏版）》 的出版是新航道近年来国际传播
实践的又一重要成果。秉持“中华文化 世
界传播”的愿景，新航道于 2018 年正式启
动“中国故事”项目，通过书籍、活动、
课程等方式双语传播中华文化。为了让年
轻一代深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新航道
将在近期开展“带着 《道德经》 去留学”
免费赠书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重读经典，
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成为中华文化的传
播者。目前，该活动已在全国 46 个城市的
300 余个新航道学习中心启动，预计将惠及
学员上万人。

    10 月，凌晨时刻的越南首都河内东英车站灯火通
明，吊车来回穿梭，将一个个集装箱装到中越班列车
板上，500多吨的木料专列随即鸣笛驶向中国广西。

这是广西崇左理文纸浆制品有限公司在越南南部
采购的造纸原材料。越南国际陆港运营股份公司董事
长张存伟说：“以前很多班列都是零散货物拼成一趟班
列，现在一趟班列多个货柜经常是同一种货物，我们
还开设了农产品等多种专列。”

数月来，张存伟为即将开设的鲜椰子专列多次奔
赴越南南部椰子主产区。今年 8 月，中越双方签署越南
鲜椰子输华相关议定书，越南鲜椰子输华在即。“作为
中越班列的运营平台，我们也在作准备，希望为越南
鲜椰子出口中国搭建快车道。”

越南铁路总公司旗下越南铁路运输和贸易股份公

司副总经理阮黄英告诉新华社记者，中越班列始于
2017 年，初期主要运送较为基础的货物，如今已发展
至 300 多种货物。越南出口产品包括农产品、电子产
品、纺织品等，中国向越南运送的主要是加工制造业
所需的原材料、建筑材料等。

阮黄英介绍，中越班列为双向对开，将越南货物
运送至中国 20 多个省市，并连接中欧班列前往中亚和
欧洲国家。中国货物不仅运送至越南，还经越南进入
老挝、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

“随着两国铁路部门的宣传推广及服务支持，越来
越多企业选择铁路运输。”阮黄英说，中越班列能够缩短
货物运输时间、降低企业成本，有效促进两国贸易往来。

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越南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中越边境的
广西凭祥铁路口岸，纵横交错的货运车流是中越国际

贸易双向奔赴的生动写照。
“今天一天开了 5 列。”国铁南宁局南宁车务段凭祥

站助理翻译员谢莉平感受到，中越班列常态化开行后，
工作越来越忙碌。

2017 年，国铁南宁局成功首发南宁—河内跨境集
装箱班列。从始发每月开行不足 5 列，到今年前 7 个月
3 次刷新单月发运量，中越班列增势迅猛。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 30 日，今年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运货物突破 1
万标箱，达到 10380 标箱，创历史新高。

这背后离不开中越为“双向奔赴”所作的努力。
2023 年国铁南宁局完成湘桂铁路南宁至凭祥段提速改
造，中越国际铁路大通道列车运行时速提高到 90公里。

“原来我们出口聚氯乙烯到越南是走海运，现在走
中越班列能节省 3 至 5 天。”中外运广西有限公司业务

经理朱世强说。
“运力稳定，价格稳定、时效稳定，增强了通道的

市场吸引力，目前能辐射到西南腹地、粤港澳大湾
区。”国铁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 95306 货运物流服务中
心副主任彭伟军说，今年国铁南宁局还组织开行广州—
南宁—越南“铁路+铁路”接续班列，为粤港澳大湾区
货物出口越南开辟新的跨境物流通道。

2024 年 1 月，中越两国铁路公司协商确定中越班列
全程时刻表，大幅压缩运输时长。从中国南宁南站到
越南安员站的运输总时长由 40 多个小时压缩至最快 14
个小时，中越班列运输效率显著提升。

阮黄英表示，越南政府及铁路公司计划进一步投
资改善车站、货场系统等铁路基础设施，以加强与中
国铁路的对接，提升两国间运输能力。

   （据新华社电  记者胡佳丽、陈露缘、刘天）

推进交通互联互通 促进上合发展共赢
本报记者  李嘉宝

10 月 9 日，一列满载汽车配件、
食用油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中国—上
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上
合示范区） 青岛多式联运中心发出。
这趟班列共装载102个标准集装箱，经
中国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目的地
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这是上合示
范区今年开行的第863列中欧班列，数
量已达去年全年发运总量。

交通兴，百业旺。近年来，上海
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积极提升交通互联
互通水平，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
标准规则“软联通”，全力推动可持续
交通发展，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服
务人员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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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班列双向奔赴驶上国际贸易“快车道”

环 球 掠 影

上图：10 月 14 日在英国皮特洛赫
里拍摄的秋景。

左图：10 月 14 日在英国利物浦拍
摄的秋景。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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