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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畅行  客货两旺

初冬时节，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勐腊县的磨憨铁路口岸，中老铁路
国际旅客列车往来飞驰，国际旅客联检大
厅内人流如织。

“以前带团从口岸入境，一个团员通
关需要 1 分多钟，现在不到 30 秒就可以完
成验放，外国游客的体验更好了。”11 月
12 日，在磨憨铁路口岸，一个来自泰国的
34 人旅行团快速通关，让做导游 10 多年的
陈云娅感到惊喜。

磨憨铁路口岸是中老铁路进入中国境
内后的首个国家级陆地口岸。记者从磨憨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 12 月 2 日，
磨憨铁路口岸 3 年来共查验出入境列车
1.68 万余列次，验放来自 108 个国家和地
区出入境旅客 34.6 万余人次。其中，外国
籍出入境旅客约 4.9 万余人次，占总人数
超 14%，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籍出入境
旅客人数排名前三。不少外籍旅客选择乘
坐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来华观光休
闲、探亲访友。

满载进出口好物，中老铁路跨境货物
列车一路畅行。

11 月 24 日，中老铁路 （万象—昆明—
北京·平谷） 国际冷链专列暨“京滇·澜
湄线”抵达北京，带来近 450 吨老挝香蕉。
借助国际冷链专列，这些香蕉从老挝万象
出发，最快仅需 7 天就能抵达北京，运费

成本节约约 6%。
更多东南亚的水果也正搭乘中老铁路

“抢鲜”入境。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
公司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底，中老铁路已
实现进口榴莲、山竹等热带水果运输 15 万
吨，出口葡萄、蔬菜等果蔬 8 万吨，进出
口果蔬运量占中老铁路进出口总量的 6%，
同比增加 14万吨。

近年来，随着中老铁路“沪滇澜湄
线”“粤滇澜湄线”“湘滇澜湄线”“京滇
澜湄线”等国际货运班列相继开行，中老
铁路“带货”能力持续增强，货物运输时
间和成本显著降低。

“中老铁路给我们的进口业务带来了
极大便利。现在，运输成本比以前节省了
近 1/3，通关速度也明显提高，客户与公
司合作的信心也更足了。”云南玉溪瑞力
鑫进出口贸易公司负责人马力说。

截至 11 月 3 日，中老铁路通车 3 年来
累计运输货物 4670 万吨，跨境货物量达到
1070 万吨。另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 10 个
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运量 399.6 万吨，
货值 152 亿元，创同期新高。目前，中老铁路
对外辐射老挝、泰国等 19 个国家，进出口商
品已从 500多种拓展到 3000 余种。

“铁路网络改变了老挝的游戏规则。”
新加坡“亚洲新闻网”近日报道称，中老
铁 路 已 成 为 中 国 与 东 盟 间 重 要 的 贸 易
门户。

“货运贸易往来不停，外国旅客也赞
不绝口。”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称，“在老
挝边境城市磨丁，流线型的现代化列车在

中老铁路上奔驰，这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
旅游和贸易联系日益紧密的一个缩影。”

铁路纵贯  互联互通

走进中老铁路重要的“旱码头”——
万象南站，换装场内作业繁忙。起重机将
装有中国商品的集装箱从标准轨列车上吊
起，再稳稳放置在米轨列车上。这批集装
箱将乘着米轨列车，发往泰国。

万象南站靠近老挝与泰国边境，是中
老铁路老挝段主要货运站。凭借地理位置
和区位优势，万象南站成为中老泰等国的
物流中转地。中老铁路开通后，众多关联
企业纷纷进驻万象、琅勃拉邦、纳堆、磨
丁等车站周边，各主要车站已成为商业与
人流聚集地。

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区域
国别研究院研究员罗圣荣对本报记者表
示，中老铁路通车后，已成为国际物流陆
路运输的重要通道。作为中国与老挝及东
南亚国家贸易的“新动脉”，中老铁路显
著提升了商品跨境流通的效率，促进了区
域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这条铁路还通
过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沿线制造业及物流
等多种相关产业发展，推动了沿线经济
发展。

“泰国、老挝和中国的企业家从区域
经济一体化中获益。”《万象时报》 报道援
引专家分析称，中老铁路在加快货物运
输，特别是老挝和泰国的货物运输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推动了区域贸易增长。

“硬联通”还在带动更多“心联通”。
在云南勐腊县高级职业中学，老挝学

生侬丽是这里的一名留学生。学校里共有
600多名老挝学生在此学习。

“我来自老挝的琅勃拉邦省，我和姐
姐一起来中国学中文。”侬丽说，过去，
姐姐来中国上学，路程漫漫，从琅勃拉邦
到云南的勐腊要倒 2 次车、花一整天时间。

“现在中老铁路开通了，路程只需要 4 小
时。”侬丽说，“等毕业了，我要回老挝当
一名中文老师，让更多人了解中国。”

老挝琅勃拉邦省副省长本棱·玛尼冯
表示，中老铁路的建设与发展不仅促进了
老挝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两国货物运
输和人员往来提供了便利，还加深了双方
在人文、旅游方面的往来。

“中老铁路给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带来
了极大益处。老挝人民为此感到自豪。”
老挝国家工商会副会长丰阿玛特·塔努
松说。

“中老铁路大大缩短了中老两国人民
的出行时间，两国民众往来更加频繁。这
不仅加深了两国民众间的友谊，也带动了
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密切交流。”

罗圣荣表示，从交通便利性角度看，中老
铁路与沿线城市交通系统也进行了有效衔
接。在铁路站点周边，有公交、出租车等
多种交通方式可供选择，方便民众前往沿
线 目 的 地 ， 提 升 了 区 域 整 体 的 交 通 可
达性。

国际联运  活力涌动

今年 9 月 24 日，首趟中老泰多式联运
“一单制”货运列车从昆明发车，一列满
载蔬菜的公铁货运专列从昆明鸣笛出发。
这趟专列全程一箱到底。经中老铁路前往
老挝、泰国。

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
性工程和中老两国互利合作的旗舰项目，
中老铁路畅行 3 年来，物流、贸易活力不
断释放。目前，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已
覆盖中国国内 30 余个省份的主要城市，强
化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在互联
互通方面，中老铁路使老挝真正成为“陆
联国”，使更多产品在中国、东盟方便快
捷运输。中老铁路也为东盟各国更好利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生效新优势、构建更紧密的区域产业链和
供应链提供了新机遇。

“中老铁路通车运行以来，迅速成为
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黄金线路’。”新加
坡 《联合早报》 网站报道称，目前，中老
铁路跨境货物运输已覆盖老挝、泰国、越
南、缅甸等 10 多个国家，日均开行列数也
从初期的两列发展到现在的 17 列。中国制
造的机电产品、农产品以及老挝、泰国的
天然橡胶、热带水果等通过中老铁路运输
到各地，有力促进了沿线经贸往来。

罗圣荣表示，中老铁路在铁路国际联
运方面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中老铁路与
沿线的物流园区、港口等实现了有效衔
接。在万象南站等站点，货物可方便地进
行装卸、仓储和转运，实现多种运输方式
联运，进一步优化了物流成本与效率。未
来，通过 “澜湄快线 + 跨境电商”“中
老铁路 + 中欧班列”“中老铁路 + 西部
陆海新通道班列” 等模式，中老铁路有
望在联运模式上不断创新，拓展业务领
域，增强辐射带动效应。

“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进
程，中老铁路将在促进区域贸易合作、推
动多边合作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
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和国际物流运输注入更
强动力。”罗圣荣说。

上图：8月5日，由老挝籍火车司机独
立驾驶的满载货物的列车驶出万象站，向
中国昆明进发 （无人机照片）。
                杨永全摄 （新华社发）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3周年，人气更旺，“带货”更强——

“黄金通道”不断书写互利共赢新故事
本报记者  林子涵

“发车！”
“发车！”
2021年12月3日，伴随两道发车指令，中国

客运列车C3次从昆明站1道、老挝客运列车C82次
从万象站1道同时发出。北起中国云南昆明，南至
老挝首都万象的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12月3日，中老铁路迎来开通运营3周年。3
年来，物畅其流，人享其行，“黄金通道”效益日
益显现，有力推动了地区互联互通、民众心心相
通、区域繁荣发展。

“铁路一通，昆明到万象从此山不再高、路不
再长。”随着中老铁路人气更旺，“带货”更强，更
多互利共赢的故事还在书写。

环 球 热 点

    “感谢中国派遣医疗队支援
萨摩亚国立医院，是神经外科医
生梁华新用精湛医术挽救了梅
莱西亚的生命……”中国驻萨
摩亚大使馆不久前收到这样一
封特殊来信，这封信由患者梅
莱西亚的妻子寄出，满含着对
第八批中国援萨摩亚医疗队的
感激之情。

去年 6 月，梅莱西亚突发剧
烈头痛，被送到位于首都阿皮
亚的萨摩亚国立医院，诊断为
双侧亚急性硬膜下血肿，病情
危重。紧急关头，院方建议请
中国医疗队会诊救治。梁华新
医生主刀，其余队员配合，克
服手术器械陈旧、医疗物资短
缺等困难完成手术，挽救了患
者生命。

这不是梁华新和援萨摩亚
医疗队第一次收到患者感谢信。
他告诉记者，今年新年伊始的
一条祝福短信令他倍感振奋：

“新年快乐！感谢梁医生给了我
第二次生命，让我能够健康快
乐地迈入 2024 年，感谢医疗队
让我重新站了起来……”

受地理位置限制，萨摩亚
医疗水平相对落后，专业人才
紧缺，医院辅助检查手段匮乏，
手术器械简陋，严重限制临床
工作的开展。第八批中国援萨
摩亚医疗队队长李清春说，在
艰苦条件下充分利用有限资源，
争取最大限度救治生命、减轻患
者痛苦，是每一名中国援萨医疗
队员都要面对的情况。队员们迎
难而上，在这个南太平洋岛国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首例”：首例急
性硬脑膜外血肿微创手术、首例动力系统开颅术、首
例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首例胫骨髓内针手术……

据介绍，第八批中国援萨摩亚医疗队的成员来
自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医疗队的 8 名成员在一年
内诊治门诊急诊患者近 13700 人次、住院患者 2768
人次，实施手术 2679 例，抢救危重患者 184人次。

在萨摩亚日均接诊超过 50 名患者的耳鼻喉专科
医生崔娜告诉记者：“在萨摩亚，每 20 个人中可能就
有 1 人来过我的诊室。他们或许不知道我的名字，但
会记得我白衣上鲜艳的五星红旗标志，记得诊治过
他们的医生来自中国。”

更重要的是，医疗队还通过临床带教、共同手
术、举办专题讲座和培训班等各种形式，向当地医
务人员传授医疗技术，助力当地人建设一支“带不
走的医疗队”。

国虽有界，医者无疆。吉林省自 2018 年起承担援
萨摩亚医疗任务，向该国派出首批医疗队。此后，在这
个遥远的岛国，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疗队用专业和仁心
赢得尊重，也收获了当地民众朴实真挚的友情。

来自吉林省人民医院的第九批医疗队已于今年 5
月抵达萨摩亚，继续书写中萨友谊的动人篇章。

               （据新华社电  记者郭鑫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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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两名在中国读书的阿根廷留学生，暑期乘坐中老铁路由中国出境到老挝
旅游。图为她们在磨憨铁路口岸与工作人员合影。

                                              黄远飞摄 （磨憨边检站供图）

中外学者共论人工智能

本报电 （林杨） 第七届“清华会讲”近日在北
京举行，海内外数十名专家学者会聚清华大学，围
绕“人工智能的发展、安全与治理——科学与人文
对话”主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

清华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会讲顾
问委员会主席顾秉林表示，在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发展
的重要驱动和新产业崛起的发展引擎背景下，如何及
时把握和紧紧跟上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
以及如何解决安全隐患与治理挑战等问题值得关注。

韩国 SK 集团首席副会长、清华会讲顾问委员会
主席崔再源表示，人工智能的触角已经深入到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改善了
人们的生活质量。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与问题也日
益凸显，安全、治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话与平
衡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

参与本届论坛的韩国统计厅前厅长、首尔大学经
济学教授柳根宽强调，“从韩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为了扩大韩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潜力，必定需要更大
的市场规模，而中国在这一角度是不可或缺的。”

多次参与该论坛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前事务总
长金在烈强调了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他表示，中
国高校和科技界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成果有目共睹，
中韩两国高校应该站在科技合作的最前沿。

本届会讲由清华大学主办。自 2018 年创办以来，
“清华会讲”已成功举办七届。

中法专家研讨应对老龄化挑战

本报电 （记者彭训文） 近日，2024 年中法人口
老龄化国际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江南学术
交流中心举行。会议由法国驻华大使馆、法国驻上
海总领事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索邦大学、蒙彼
利埃保罗—瓦莱里大学、凯致商学院共同举办。国
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学会和国家政策研究机
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携手应对老龄化进行深
入交流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在视频致辞中表
示，老龄化问题及其应对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希望
中法学者通过此次会议，着力深化沟通交流，为应
对人口老龄化这一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智慧。

本次会议聚焦“法国与欧洲的人口老龄化：人
文与社会”议题，共设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未来、
老年友好环境、老龄研究与公共政策、老龄社会的
语言和艺术、老年健康、银发经济与创新等 6 个专题
论坛，全面地介绍中法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
的研究成果、制度设计和实践经验。

    2019 年失火的法国巴黎圣
母院经过修复预计将于 2024 年
12月8日重新开放。
    右图：这张拼版照片显示
的是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
前 （上，2018 年 6 月 26 日摄）

和修复后 （下，2024 年 11 月 29
日摄） 的内部景象。
    下图：这是 11 月 29 日在法
国巴黎圣母院拍摄的修复后的
彩色玻璃花窗。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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