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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南一路向南一路向南 “通”，达也、往来不穷谓之通。
通俗地说，“通”是一种力量，一种无法阻

挡向周围蔓延而来的必然行为。纵观历史长
河，这种力量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步，对人类
精神世界以及物质世界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云南的“通”不仅在于它水、陆、空的
交通多样性，更在于它担当起祖国面向西南开
放的重任为依托的内在价值和使命。云南的

“通”，山同脉、水同源，通今博古、通江达
海。云南的“通”，在两千多年前是茶马古道，
近代工业是滇越铁路，在抗战时期，滇缅公路
及中印公路和驼峰航线是重要的生命线，在当
代，作为国家“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
以实际行动建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
代化国际大通道。

云南，我国唯一陆上与东南亚、南亚相
通，进而连接两大洋的通道，以实际行动逐步
实现通边、通海、通世界的部署。云南，连中
国，通东盟，积极完善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将
最终融入世界命运共同体的互联互通。无论是
深爱故土，还是怀揣创业梦想，云南人开始从
偏安一隅走向世界，从贫瘠走向富裕，从封闭
走向开放。随着云南与东盟南亚地区的互通往
来日益密切，时间和空间已经无法阻挡它通向
世界的脚步，一如春暖花开、自然天成。

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是
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进入 21 世纪，
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
时代，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
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
神更显重要和珍贵。2015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
在云南考察期间，提出希望云南主动服务和融
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
来，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
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
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云南，这个古老而又
年轻的新兴地区，正以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创
造着新的辉煌。请看，一个崭新的云南时代的
到来。

八千里路云和月

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与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交汇于云
南，天空中才形成了独特的祥瑞彩云。自然如此，社会亦
然。伟大的构想，宏伟的蓝图必须付诸于实践，通过发奋
的努力，才会形成沟通太平洋、印度洋的彩虹。彩云、彩
虹，大自然的造化，为人类社会添姿添彩；大路、桥梁，智者
的杰作，通达两大洋，为人类谋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初视察云南后强调，基础设施
特别是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制约云南发展的重
要因素，要着力推进路网、航空网、能源保障网、水网、互联
网五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形成有效支撑云南发展，更好
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基础设施体系。政策沟通、贸易畅
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都重在一个“通”字，但重中之重
的是必须把道路联通摆在第一位。“五网”建设指明了云南
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方向，“五网”建设相辅相成，
以政策沟通和道路联通为先导，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
大联通，将在未来沿线地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结构调
整、民族团结中起到整合辐射作用，将对东南亚、南亚产生
深远影响。泛亚铁路贯通欧亚经贸大通道，未来4条“钢铁
丝绸之路”构成的黄金走廊将把欧亚两大洲连为一体，纵
横交错的干线和支线将编织起一个巨大的经济合作网
络。云南作为泛亚铁路的关键节点，战略地位非常突出。

众所周知，云南地质条件复杂，高山、大河为铁路
的修建带来巨大困难，在几代云南人的执著努力下，在
云南省委省政府的正确指引下，云南为连接中国和东南
亚的泛亚铁路建设作出极大努力，去年底泛亚铁路东线
国内最后一段——连接中越两国边境地区的蒙（自）河

（口）铁路正式通车运营，中越边境河口口岸首次接入全国
准轨铁路网，也标志着云南形成了第一条沟通联系东南亚
的国际铁路大通道，至东盟国家距离进一步“缩短”。

近来，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综合交通建设 5年大会战

（2016—2020 年）目标，全省所有州市通高速公路，铁路网
和在建铁路基本覆盖所有州市，50万人口以上经济大县、
滇中城市经济圈县县通高速公路，“七出省五出境”高速公
路主骨架网、“八出省五出境”铁路骨架网和“两出省三出
境”水运通道基本建成，形成覆盖广泛的国内国际航空网，
初步建成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综合交通体系，初步
适应云南跨越式发展的综合交通保障需要。到2020年，全
省路网总规模达到2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6000
公里，铁路营运里程达到 5000 公里，内河航道里程达到
5000公里；干支线机场达到20个，建成一批通用航空机场，
开通国际国内航线410条以上。

正如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所言：云南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不仅成为全省稳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也为云南闯出一条
跨越式发展路子打下坚实基础。无论是建设我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还是建设面向南亚
东南亚辐射中心，都离不开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云
南将大力推进“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综合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 5年大会战，进一步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发展
的支撑能力，进一步夯实云南实现赶超跨越的基础。

永不消逝的地平线

“滇处岩疆、山谷险阻、行路之难，视蜀道而过之”。这
是《云南通志》的描述。用传统观念看，云南一直被认为是
沿边和交通末梢。

路通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机遇、带来改变。如今，交

通的便利，有力地促进了对外开放和建立新经济带、新中
心城市的进程，密切了云南与周边省区和东盟各国的合作
与交流。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洋、连接中国、东南亚
和南亚三大市场，使云南成为中国通往中南半岛及南亚次
大陆并自接沟通两大洋的陆上走廊和重要桥梁。这条穿
越时空的路，远远超出了过去的“路”。云南的“通”，有天
路的难、天堑的险，但没有“通”的云南，将是失落的文明、
消失的地平线。

2014年12月10日上午9时32分，K9832次列车缓缓从
昆明站开出，6 个小时后到达河口北站，随着一声汽笛鸣
响，昆河铁路客运正式开通也标志着中越国际铁路国内段
全面贯通。

清晨 8时，位于中越两河交汇口的河口口岸国门护栏
打开，口岸正式通关。此时，互市的越南商贩潮水般从中
越大桥涌进口岸，女人戴着圆圆尖尖的斗笠，腮边系着丝
巾，男人戴着墨绿色的头盔，推车的、挑担的，货筐里的水
果蔬菜应时而变，香椿、菠萝，立夏的荔枝、芒果、龙眼，使
口岸四时都弥漫在一股亚热带气息的果味中，这种场景让
人如处异域，这些奔跑的脚步折射着口岸的繁荣。

来自河口桥头乡的农民卢女士送女儿去昆明上学，她
自豪地说，花上 70元买张火车票，一日内可以去省城返个
来回，即快又省钱，以后可以经常去昆明看望女儿了。

铁路通，繁荣了云南当地百姓生活，同时也带动了中越
边贸间经济往来。26岁的越南妇女阮氏花从事边贸互市已
两年有余。每天，她早早地起来，用单车推着新鲜的蔬菜水
果在中越大桥上等待开关。每当开关，阮氏花总会一路小
跑冲到集贸市场，之所以这样，是为了占个好摊位，也是为
了早早卖完货物又批些中国的日用品赶回越南，最多时每
天来往跑过3趟。阮氏花坦言，河口的通关条件便利，集市
规范安全，人们友好和善，让她的生意做得很舒心。

今天，位于河口滨河路旁的越南街上，一整天都很热
闹。越南的商品琳琅满目，香气浓郁的越南咖啡，多样式
的越南“平仙”拖鞋，木制家具和工艺品，各种热带水果、果
脯、糕点，让人流连忘返，赞不绝口。

近年来，云南铁路加快推进“接口”建设，助力云南加
速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面对云南省委省政府部署，
昆明铁路局加快“四出境”铁路大通道建设，积极努力打通

“中越、中老、中缅、中缅印”的四大出境通道，这将构筑起
云南铁路通江达海、连接周边的枢纽中心，云南将从原来
全国路网的末梢地位，战略性地转变为面向东南亚、南亚
的国际大通道前沿。

云南省省长陈豪说，构建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是

破解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关键之举。目前云南综合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水平，距离实现习近平总书记给
云南确立的新坐标、新定位、新使命还有较大差距，建设的
任务依然十分繁重。云南在“十三五”期间，将集中力量突
破全省交通瓶颈制约。

与时间赛跑的人

600 多年前，云南昆明晋宁月山村诞生了一位伟大的
外联使者郑和，他开创了中国 28年七下西洋的史篇，开启
了中国世界航海史新的航程。上世纪80年代，著名诗人海
子在郑和故乡晋宁写下影响了几代人美好梦想的“我有一
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云南人郑和是思变、思通、思进的典范，同时他也怀揣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思乡梦。

遥想当年，茶马古道上那执著的马队在云南这片热土
上响起悦耳的铃声，带走云南人的茶、蛋、奶，带回西洋、东
洋、南洋的布匹、盐等，居于边塞的云南人自古就深刻感受
到通路之重要，所以他们用自己的脚在丈量每一寸土地，
在走出每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1925 年，昆明西站至碧鸡关公路建成通车，云南终于
有了第一条现代公路。

1986年 7月，云南第一条高等级公路——石林至安宁
公路开工建设，1990年12月29日建成通车。

1994年9月27日，云南第一条高速公路——昆明至嵩
明高速公路开工建设，经过全体建设者两年半的艰苦鏖

战，于1996年10月25日建成通车。
2003年 1月，云南昆石高速公路石虎关至小石坝 8公

里路段建成通车，自此，云南有了第一条八车道高速公路。
2013 年 10 月，云南首条出境高速公路云南锁（龙寺）

蒙（自）通车，全长78.943公里。昆明到河口口岸只需4个
小时车程。

号称云南生命线的南北高速大通道也将于今年底全
线贯通，这条通道从北端水富县经昆明至南端富宁县，是
云南干线公路网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 1039 公
里。云南南北高速大通道全面建成后，将有效衔接云南省
与长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圈、北部湾经济区和沿海地区，对
改善沿线交通条件，促进我国面向东南亚开放以及云南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将为推进乌蒙山区和
滇东南石漠化片区扶贫开发提供有力保障。

1937年，美国飞虎队在陈纳德将军的带领下，在昆明
市郊组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空军，当年亚当和夏
娃、熊猫及地狱天使三个飞行中队让日军胆寒。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中留下不朽一笔，从而也奠定了云南航空事业
发展基石。

建于 1922年的昆明巫家坝国际机场是中国第二个民
用机场，2011年客运吞吐量达到2227万人次；2012年6月，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目前是继北京、广州、上
海之后国家第四个门户枢纽机场。

如今，云南机场集团对省内机场实行一体化管理，所
辖12个机场，包括1个国家门户枢纽机场、3个次区域枢纽
机场、3个中型机场和5个小型机场，目前在建的有三个机
场（泸沽湖、沧源、澜沧机场），泸沽湖机场有望今年通航，
云南省已成为国内拥有机场数量较多、机场等级较高、机
场布局较为合理、对外通达程度较好的省份之一。昆明还
是亚洲 5 小时航空圈中心，从昆明出发 2 小时航程可以到
达曼谷、万象、琅勃拉邦、曼德勒、清迈、河内、金边等东南
亚地区，5小时航程基本可以覆盖整个南亚、东南亚、西亚
地区，区位优势显而易见。

云南正在向民航强省转型发展，据悉，到2020年，云南
将开通国内外航线 410 条以上，航空服务覆盖全省 90%左
右人口；年旅客吞吐量和货邮吞吐量分别达到 1亿人次和
60万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进入全球排名前
30位。

云南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全省六大水系，主要支
流有68条，还有大小湖泊30多个。

云南不断对澜沧江—湄公河这条“东方多瑙河”景洪
以下航道进行整治，使其达到了五级航道标准，建成了思
茅港和景洪港，并经国家批准为一类口岸，景洪港关累码
头成为云南对外开放的第一个“水路窗口”。

上世纪90年代，云南加快了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
展国际航运的步伐。1990年，中、老两国首次联合对航道进
行了考察，进行了联合载货试航。1993年，中、老、缅、泰四
国联合开展了上湄公河航道考察。2000年，中、老、缅、泰四
国签署《澜沧江—湄公河商船通航协定》，相互开放从思茅

到琅勃拉邦的 14个港口。云南景洪至泰国清盛航道通航
期由6个月提高到11个月，运输船舶逐步走向大型化。

澜沧江—湄公河水路已成为联系四国人民友谊的桥
梁和纽带，成为造福沿岸人民的黄金水道。

当前，“一带一路”构建长江经济带和孟中印缅经济走
廊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使云南在全国对外开放战略格局中
的区位优势日益凸显，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得到了更多释放
与拓展。今年可以说是云南交通事业发展关键年，是云南
高速公路“三年攻坚”站的收官年，同时打响了云南五大基
础设施网络建设的5年大会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
官”，云南交通运输事业任重道远，如何使云南从中国的边
缘和末梢，变为开放前沿和辐射中心，路在脚下，云南人有
信心。

“通”的力量
马铱潞

“通”的力量
马铱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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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昆曼大通道的开通，云南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交
往日益密切。图为2006年3月，昆明客运站恢复了昆明至
万象客运班车运营。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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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亚铁路示意图

思小高速公路曼碣坝大桥思小高速公路曼碣坝大桥。。 大理—保山高速公路白庙水库大桥与大理—保山高速公路白庙水库大桥与320320国道的度人桥国道的度人桥。。玉蒙铁路东山通特大桥主体工程现已完工玉蒙铁路东山通特大桥主体工程现已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