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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大型远洋运输轮
在江苏连云港港集装箱码
头装载出口集装箱。
司 伟摄 （人民视觉）

【镜头五】
偌大的码头现场空无一人，一排

排集装箱被准确无误地吊起、安放，
操作控制中心只能看到寥寥数人正在
用电脑指挥控制着这一切。这是 2018
年 4 月 10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上海
洋山港四期码头视频连线时看到的场
景。作为全球单体最大、综合自动化程
度最高的智能码头，其开港后将助推上
海港年吞吐量突破4000万标准箱。

这座在 《2019 年世界最佳连接港口排名》 中
位居榜首的上海港，见证了中国海运史上一场富有

远见的决策。
2002 年，上海制订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将杭州湾几个小岛屿扩展为世界最大的深水集装箱
港口，供 30 艘货船停泊，年处理 1500 万个集装
箱。这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难以想象。8年后，这项
决策取得成效，上海港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
繁忙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沿海规模以上港口仅有
161个生产泊位，没有万吨级及以上泊位。到2018
年末，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3919个，是
1949年的148.6倍。

哈 萨 克 斯 坦 小 伙 达 尔 汗 见 证 了 中 国 港 的
“加速度”。在江苏连云港，一艘来自外国的货
轮 驶 入 码 头 。“5 天 内 运 到 哈 萨 克 斯 坦 ！ 卸 船
后，晚上就发货！”他说，数十天的货运如今缩
短一半时间。欧亚大陆海陆联运合作，让哈萨

克斯坦这一世界上最大内陆国有了通向太平洋
的出海口。哈方人士感叹：中国，就是哈萨克
斯坦的大海。

从地中海到大西洋，从欧洲到非洲，中国与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个港口建立了航线联
系，覆盖所有沿线国家，中国远洋运输集团COS-
CO的标志遍布世界主要港口。中国的海运互联互
通指数稳居全球第一。

1963年1月，陈毅元帅登上新中国第一艘自营
远洋船“光华”轮视察，填词一首 《满江红·参观
光华海轮》。词中写道：“海运百年无我份，而今奋
起多兴旺。待明朝舰艇万千艘，更雄放。”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拥有水上运输船舶 13.7
万 艘 ， 是 1950 年 的 30.3 倍 ； 水 路 货 物 周 转 量
99052.82亿吨公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1570倍。

“明朝舰艇万千艘”已一语成真。

国民经济主动脉 大道通衢九州畅
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有这

样一段描述：“祖国大地上，铁路进青藏，公路密成网，高峡出平湖，港口连
五洋……”

当年，孙中山先生曾在《建国方略》中谋划：要修建约16万公里的铁路
连起沿海、内地、边疆；铺成160万公里公路，形成遍布全国的公路网；开凿
整修全国水道和运河，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利、电力事业；搭建世界水平的大海
港分布于北部、中部、南部沿海各地。

今天，先辈们憧憬的交通蓝图已经变为现实。70年来，中国由“交通大
国”逐步向“交通强国”昂首迈进。

【镜头一】
2018 年 6 月 8 日下午，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举
办前夕，习近平主席邀请俄罗斯总统
普京共乘高铁。普京感慨：“坐火车有
一种浪漫的感觉。”交谈中，习近平指
着高铁的电子屏幕介绍：“咱们现在开
始跑到 300 （公里） 啦。”镜头一转，
拍到了普京面前的茶杯，300公里时速
下，茶水几乎纹丝未动。

镜头回溯至 1949 年，中国铁路总里程仅 2.2 万
公里。1978 年 10 月 22 日，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日

本，乘坐全世界第一条高铁——日本“光”号新干
线。日方陪同人员问他有什么感觉，邓小平说：

“就感觉到，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正适
合坐这样的车。”

“催人跑”，邓小平说出了当时中国发展高速铁
路的迫切心情。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004 年，中国抓紧研发
了第一代高铁电力动车组“大白鲨”“中华之星”；
2008年，被欧洲人称为“中国高铁革命”的“和谐
号 CRH380 系列”高速列车问世；2018 年 7 月 1
日，16辆长编组“复兴号”动车组首次投入运营，
这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的动车组列车。2019 年底，京张高铁即将在世界
首次实现 350公里时速下有人值守的无人驾驶，让

“虚拟司机”用算法开出一条安全、节能、高效的
列车。

在浙江台州工作15年的安徽黄山人王瑞东，每
到春节最着急的事就是回家。以前，他只能坐客运
汽车一路颠簸，最怕遇上堵车，一小段路能耗上几
个小时。2018 年 12 月 25 日，杭黄高铁通车运营，
王瑞东早上 7 点从台州出发，坐上 2 小时高铁，回
家还能赶上一顿热乎乎的团圆饭。高铁，让中国老
百姓的幸福感更强了。

不仅如此，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高铁开启了
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条高速铁路，雅万高铁将缓解雅
加达和万隆城市通勤压力……中国高铁入选“中国
新四大发明”，成了外国青年最想带回家的“特产”。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出访时谈得最多
的合作项目之一就是高铁。身为“中国故事第一讲
解人”，他称赞中国高铁是“走出去”、开展“一带
一路”建设方面的“抢手货”，“高铁动车体现了中
国装备制造业水平。”

中国高铁 自主创新 国家名片

【镜头二】
“喂，今天‘布拉格-义乌’中欧

班列通行情况怎么样啊？”每天清晨，

专做玻璃、水晶进口生意的义乌商人

徐正国都会给中欧班列运营商打电话

询问。

玻璃、水晶生产大国捷克是徐正

国的主要货源地，每个月他从捷克进

口120个货柜。“有了中欧班列，不仅

比海运省一半时间，还能直接在义乌

提货。”徐正国开心地说。

20世纪30年代，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丝
绸之路》 一书中曾预言：“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
路重新复苏，并使用现代交通手段，必将对人类有
所贡献。”

斯文·赫定的期盼正变为现实。翻山越水穿戈
壁，踏遍亚欧万里路，中欧班列让丝绸之路再一次
充满生机。截至2019年4月，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
14691列，联通了中国62个城市和欧洲15个国家的
51个城市，铺行的路线达到68条。

若要探寻这群“钢铁驼队”在丝绸之路上的作
用，只需看中欧贸易数据：2018年中欧班列运输的
货值达到330亿美元，同比增长106%。

若要探寻这群“钢铁驼队”在丝绸之路上的速
度，只需看中欧班列的运营数据：口岸通关时间由
12小时压缩到6小时；运输时间由25天左右压缩到

12—14天，运输效率提高了1倍。
波兰姑娘纳塔莉亚的生活因这条贯穿亚欧大陆

的铁路而改变。她成为中欧班列“蓉欧快铁”在波
兰哈特兰斯物流公司 （成都） 的销售经理，还在成
都成立了“波兰精品馆”，已有超过 300 种波兰商
品通过这一商贸平台销往北京、广州等地。

俄罗斯《生意人报》网站写道，2018年前8个月，
由“联合运输物流公司-欧亚铁路联盟”提供过境服
务的“中国-欧洲-中国”一线的集装箱运输规模超
过15.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50%。这为巩固地区运输
市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作为伙伴，我们正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
德国 《世界报》 说，“亚洲、非洲以及欧洲的很多
国家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没有哪个国家愿意
坐失良机。”

中欧班列 “钢铁驼队” 世界机遇中欧班列 “钢铁驼队” 世界机遇

【镜头三】
重庆市武隆区火炉镇万峰村，村

民熊中成比往年更忙碌，“今年路通
了，再不行动，就要错失发展旅游的
好机会了。”熊中成口中的路，是风
门丫公路，3.8 公里长，2018 年 1 月 5
日正式贯通。泥巴路变成崭新的水泥
路，村民出行不再“晴天一身灰，雨
天一身泥”。熊中成邀约两位村民承
包了 30 亩土地，种植荷花等特色农
产品，再办个农家乐、养点鱼，“土
地已经谈好了，等签了合同就可以开
干了。”

农村路开通，高速路开跑。国家统计局晒出
了这样的成绩：截至 2018年末，全国公路总里程
达到 485 万公里，是 1949 年的 60 倍。高速公路总
里程14.3万公里，年均增长25.8%，总里程居世界
第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没有一条高速公
路。直到 1990 年 8月 20日，沈大高速公路全线建
成并开放试通车，《人民日报》次日刊文庆贺：中
国有能力建设一流的高速公路，中国的公路建设
已跨入高速公路时代。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举国
牵挂。救援中，入川铁路和民航受阻，西 （安）
汉 （中） 高速成为抗震救灾的“生命线”。来自26
个省份的 223 万辆救灾车辆通过西汉高速顺利入
川，向救灾部队官兵提供就餐和车辆油料。这条
穿越秦岭的西汉高速不仅终结了“蜀道难，难于

上青天”的千年之叹，也让抗震救援一路畅行。
高速通，带来财富通。2017年3月，富士康科

技集团总裁郭台铭在第 10.5 代显示器全生态产业
园区正式动工时说：“近年富士康到深圳、广州来
投资，是沿着广 （州） 深 （圳） 高速来的。”这条
被誉为“珠三角黄金通道”和“中国最繁忙高速
公路”的广深高速，连接广州、东莞、深圳及香
港四地的经济贸易往来，见证了珠三角世界级城
市群的崛起。

中国路、中国桥不仅在国内成为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也为世界人民带去福利。今年 8 月 18
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首个落地的基础设施
项目——塞尔维亚 E763 高速公路第 3、4、5 标段
通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亲临仪式，他说：“高
速公路的开通，标志着塞尔维亚居民生活品质的
提升，也将为沿途城市和村镇带来更多投资。”

高速公路 全球之最 路坦民富高速公路 全球之最 路坦民富
【镜头四】
2019 年 8 月 23 日清晨 6 时，大兴

机场航站楼和飞行区的通道门按计划
准时开放。9时，一辆大巴通过双层出
发高架桥稳稳停泊在四层车道边内缘
道，大兴机场迎来了第四次综合演练
的首批 4876 名模拟旅客、104 个模拟
航班、4400 件行李。阳光洒在航站楼
古铜色的屋顶上，寓意“凤凰展翅”的航
站楼呈现出金光灿灿的景象。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即将于今年9月30日前通航。
1958 年 2 月 28 日，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前夕，

中国民用航空局宣布，在北京东郊新建一座现代化

民航机场的主要工程已经完成，从 3月 1日起开始
临时使用。

“这座有着10000平方米航站楼和一条跑道的现
代机场出现在世人面前，它承载见证着国家重大历
史时刻和改革开放的脚步。”中国民用机场协会秘
书长李小梅说。

机场，见证了大国外交的历史。
1972年2月21日，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等到首都

机场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手握
在一起，标志着中美关系一个新的开始。首都机场
见证了这次历史性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1978
年，萨马兰奇作为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首次访问
中国。临别之际，在首都机场贵宾厅，萨马兰奇
说：“我现在更加清楚中国被排除在国际奥委会之
外的历史真相，我一定全力促成中国早日回归。”

机场，见证了空中贸易的便利。
去年春节，在海口美兰机场飞往新加坡、马来

西亚等地的航班里，载满了金鲳、笋壳等。对中外
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 而言，以往鲜货
只能在广州、深圳转运，耗时长，鱼苗死亡率高。
海南直航东南亚航线增加后，货物到达美兰机场，
入库、报关，1个小时办结，运输时长减半，降低
了企业处置成本。

机场，见证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截 至 2018 年 底 ， 民 用 航 空 定 期 航 班 航 线

4945 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 28 倍，其中国内航
线 4096 条 ， 是 1950 年 的 412.1 倍 ； 预 计 到 2020
年，中国每年将有超过 1.5 亿人次游客到“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旅游。中国人游历世界
的足迹越来越广远。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预测，中国预计
将在 2022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民航市场。那时候，
人们抬头，还能看见中国自主研制的大飞机，在空
出画出美丽弧线。

国际航线 空中丝路 畅通贸易 远洋运输 港纳百川 船行天下

7 月 31 日 ，
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明亮洁净，静
待八方来客。

翁奇羽摄
（人民视觉）

汽 车 行 驶
在 湖 北 恩 施 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利

川市红（椿）沙（溪）二
级公路上。

杨顺丕摄
（人民视觉）

▼4 月 10 日，青岛北至北京南一站直达复
兴号动车组列车正式开通。图为列车员兴奋地
合影留念。 张进刚摄 （人民视觉）

▲4 月 18 日，河北邯郸国际陆港号中
欧班列准备开行。杨 扬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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