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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连线

重点推荐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花为媒花为媒

□ 姚 湜

日前，吉林省珲春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为来自瑞士、自驾环游亚欧

大陆的库尔特夫妇出具了吉林省首

张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近年来，

吉林省加强道路交通设施和航线建

设，优化通关服务，各类型口岸人

流、物流明显增多，老工业基地的开

放活力越来越强。

口岸城市增活力

库尔特和玛莉娅夫妇6月20日

下午抵达珲春口岸，计划经这里从

俄罗斯进入中国，并提出办理临时

入境机动车牌证和临时机动车驾驶

许可证。珲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与

上级部门沟通后确定办理流程和手

续，很快为库尔特夫妇办理好了证

件。“中国的办事效率高！”库尔特竖

起大拇指说。

近年来，珲春改造提升境内4个

对俄罗斯、朝鲜的公路铁路口岸，通关

能力达年过客230万人次、过货700

万吨。为优化通关效率，珲春口岸推

出了自助通道、智能验证台、出入境卡

片自助打印机等一系列措施，使中俄

珲春口岸出入境旅客流量从成立之初

的每年几万人次，发展到2018年的

40万人次。旺季的时候，每天都有数

千名俄罗斯游客在珲春购物、观光甚

至看牙医，一些知名品牌店铺内挤满

了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

优化通关效率不仅使口岸城市

人气旺了，外贸物流也大幅增长。

今年一季度，珲春市外贸进出口额

达1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

联动内陆挖潜力

随着通道建设不断完善，边境

口岸如今更便捷地连接了长春，

与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衔接，吉

林省内陆“口岸经济”越做越大。

3 月 5 日，吉林省国际联运通道

“长珲欧”（长春-珲春-欧洲）的

首批进境测试货物抵达长春兴隆

铁路口岸。

运行这一线路的长春国际陆

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玥介绍

说，稳定运行后，“长珲欧”班列从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抵达我国东北

预计只需 10天左右，将对中欧班

列东线形成有力补充。这是吉林

省继中欧班列“长满欧”（长春-满

洲里-欧洲）之后的第2条国际铁

路联运大通道。

经由“长满欧”线路，福耀集团

长春有限公司生产的前挡玻璃运往

德国的奥迪装配厂，从德国运来的

汽车零部件发往沃尔沃大庆工厂，

内陆老工业基地参与全球经济的程

度不断提高。“长满欧”自 2015 年

8月运行至今，承运货值超125亿元

人民币，对于日韩货物的国际转运

能力领跑全国中欧班列。

今年5月6日，长春兴隆铁路集

装箱场站整车进口口岸顺利通过国

家验收，成为东北内陆地区唯一整

车进口口岸。

优化服务成合力

吉林省内海关、商务部门大力

开展放管服改革，提升工作效率，为

老工业基地的开放助力。

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货运

司机王连强驾驶货车缓缓靠近关

口，拿着通关卡一刷，关口栏杆自

动抬起，几分钟后就顺利通关。“以

前得把车停外边，下车跑到楼里找

窗口盖章，现在真是太方便了！”

王连强说。

类似的变化还有很多：征免税

审核由10天变3天，互联网上传，

企业再不用跑腿；货车通关1小时

变为几分钟，智能卡口自主放行，

司机再不用下车盖章；现场查验

半天变半小时，智能终端实时提

交查验报告，企业无须再跟着“转

圈跑”……

“目前长春海关验核证件数量

从86种减至46种，78项群众和企

业办事事项实现只跑一次，整体通

关时间压缩了1/3。”长春海关副关

长苏英华说。

效率的提高带来效益的提升。

2018年，吉林省货物进出口总额实

现1362.8亿元人民币，增长8.6%。

按美元计算总额则为206.7亿美元，

增长11.5%，出口增速高于全国平均

值1.7个百分点。

□ 符晓波

曾经驼铃声声的古丝路，如今

汽笛长鸣。纵横通达的铁路，以及驰

骋在跨境铁轨上的“钢铁驼队”——

中欧班列，不仅成为我国与中亚、欧

洲各国贸易往来的新兴载体，也成为

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

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钢铁驼队”拓宽贸易

地处亚欧腹地的新疆与八国相

邻，先天区位优势造就天然商道和

口岸，长期以来与周边国家贸易往

来密切。如今，依托中欧班列，“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正在重

塑经济版图，贸易伙伴不断扩大。

从业6年的火车司机谢恒对此

有直观的体会，“我驾驶的中欧班列

最初目的地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

坦等周边国家，现在最远到达意大

利和德国。”他说，这几年明显感觉

中欧班列数量在直线上升。

截至目前，从国内各地始发的

中欧班列已开行逾万列，其中有7

成经由新疆出入境。2016年，为进

一步发挥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作用，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

中心投入运营。3年来，以乌鲁木

齐为始发站的西行班列累计开行逾

2400列。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

中心由最初的每周开行1列发展为

目前每天开行3列，其中本地产品

已占五成。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番茄酱生产

和出口基地。此前，其番茄酱需先

通过火车或汽车运输到东部沿海港

口，再通过轮船运抵欧洲腹地，物流

周期50天左右。现在搭乘中欧班列

只需15天左右便可运达哈萨克斯

坦、俄罗斯、意大利等国。

新疆新铁国际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南军说，中欧班列乌

鲁木齐集结中心目前可通达中亚

和欧洲18个国家的25个城市和地

区，跨境线路越来越丰富，中欧班

列机车也由内燃机升级为电力机

车，时速和效率不断提升，集结中

心立足新疆、服务全国的作用日益

凸显。

创新模式 解决“痛点”

新兴运输方式和跨境铁路布局

需要培育周期。南军回忆，乌鲁木

齐集结中心投运之初，企业普遍观

望，货源组织压力大，集货周期长，

运输效率难以体现。按照国际惯

例，一列中欧班列需集结41组以上

集装箱才能开行，由于初期货源不

足，集成一趟中欧班列需较长时间，

国际班列集装箱舱位中途无法更

换、空箱浪费也削弱了铁路运输市

场竞争力。

在海关总署、中国铁路总公司

支持下，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创新

开展“集拼集运”运输监管模式，

将中欧班列监管单元由“列”变为

“节”，允许班列由始发地加挂“内

贸箱”，在乌鲁木齐开展“内贸箱”

换“外贸箱”等补货作业操作后再

发运至中亚、欧洲，从而缩短集货

周期，降低物流成本，提升中欧班

列吸引力。

2017年12月，首趟蓉新欧集拼

集运测试班列开行，突破了此前中

欧班列全程直达的限制；次年2月，

首班中欧班列集拼集运返程班列从

荷兰蒂尔堡起运，列车到达乌鲁木

齐后，卸下目的地为新疆的外贸商

品，重新装载新疆至四川内贸货物

继续发往成都。

“‘集拼集运’改变了之前‘一站

到底’运输模式，释放了中欧班列运

能。”南军认为，和内地省市资源共

享、深度合作不仅破解了中欧班列

发展瓶颈，也使乌鲁木齐集结中心

吸引货源、集零为整，辐射带动当地

产业聚集的能力更加突出。

供职于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的周英最明显的感受

是，公司来自独联体国家的出口

订单大幅增长。“中欧班列畅行让

新疆本土企业搭上顺风车，降低

了走出去成本，提升了产品国际

竞争力。”她说，未来企业还将扩

大进口贸易，实现中欧班列物流

效益更大化。

智慧陆港 雏形初现

越来越多国内和世界各地货物

在乌鲁木齐集结，让新疆从过去的

内陆“口袋底”一跃成为我国向西开

放前沿，并依托商贸和物流形成了

产业集聚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新疆克明面业有限公司去年底

投产，主营业务是将由中欧返程班

列进口的哈萨克斯坦小麦加工成优

质挂面，再销往东中部。该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魏玉君说，在新疆建厂，

就是看中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

区优势。

近年来，按照“集货、建园、聚产

业”的发展思路，新疆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将陆港区打造成为“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标志性工程。乌鲁

木齐集结中心以火车西站为基础、

以办理跨境业务为主体、以服务中

欧班列集结为目标的国际陆港站初

具规模。

今年3月，全球首创的中欧班列

集拼集运智能场站平台系统在乌鲁

木齐国际陆港区上线测试。这是获

得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公司数据授权

的国际联运平台系统，新疆被确定

为试点省份。大屏幕上，全国不同

地始发的中欧班列运行数据一目了

然，用户可在线订舱、申报、追踪货

物。中欧班列数字化运营、智慧陆

港的雏形跃然眼前。

南军说，集结中心扩建工程正

在加紧建设中，完工后，中欧班列作

业线将从目前的2条扩充到15条，

编组效率是现在的3倍，届时将进一

步提高乌鲁木齐枢纽集结国际班

列、整合疆内外货源的能力。

健康丝绸之路 创新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国际医疗·健康

合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日前，来自全球中外各相关

卫生行政机构领导与行业领袖、医院管理

者、学术专家、健康产业代表近500人汇聚

海口市，出席2019“一带一路”国际医疗·

健康合作推进会。

据悉，本次会议以“健康丝绸之路 创

新合作共赢”为主题，就医疗卫生国际合

作相关政策背景、医疗机构间合作的经验

与未来、公共卫生与卫生政策研究合作、

健康产业合作等议题进行探讨。

大会安排了六个专题论坛，与会专家

学者围绕中国-中东欧国家、中国-以色列、

中国-东盟与上合组织的医院管理、临床专

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医学创新、康

复等领域的合作展开深入研讨。与会专家

学者分别以“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

倡议如何促成更健康、更安全的世界，全力

推进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加强卫生政

策研究合作、推进国家或地区卫生健康领

域交流与合作、中越卫生合作、医疗机构立

体化合作等为主题发表演讲。

海口至美兰段市郊列车试运行
实现了航空和铁路两种运输

方式无缝衔接

本报讯 据海南省海口市郊列车试

运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的消息称，海南环岛

高铁海口至美兰段市郊列车(以下简称海

口市郊列车)日前试运行，这是海口市首条

开通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也是国内

第一条利用高铁开行的城际列车。

海口市郊列车连接了海口美兰机场

和海口火车站两种主要对外交通枢纽，实

现了航空和铁路两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

接。同时，海口市郊列车联动空港、海港，

串连海口主城区、辐射文昌铺前，覆盖澄

迈老城区，对促进“海澄文”一体化、同城

化发展，实现“海澄文”地区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提供了强力支撑，是“海澄文”协同

发展的桥梁和动脉。

据了解，海口市郊列车试运行后，填

补了海口公共交通的空白，实现了航空和

铁路两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是连接城

市市区与郊区以及连接城市周围几十千

米甚至更大范围的卫星城镇或城市圈的

铁路，对疏散中心城市人口到周围卫星城

的作用十分明显。

据悉，市郊列车的车体为全国第一列独

立设计外观和内饰的列车组，7组列车外观

分别设计取名为木棉花号、蜂虎鸟号、水蕨

花号、水菜花号、三角梅号、椰子树号、鹈鹕

号，选取了代表海南特色的动、植物图案，展

示了海南特色风情和环境保护理念，将成为

海南新的名片。

（本组稿件均由周春燕、本报记者

周发源报道）

“口岸经济”为老工业基地添活力
近年来，吉林省优化通关服务，各类型口岸人流、物流明显增多，

老工业基地的开放活力越来越强

“钢铁驼队”让新疆“朋友圈”不断壮大
中欧班列不仅成为我国与中亚、欧洲各国贸易往来的新兴载体，也成为助力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首趟“京和号”
旅游专列北京开行

日前，2019年首趟“京和号”旅

游专列开行，500名旅客乘坐专列

从北京西站出发，踏上畅游大美新

疆、感受丝路文化、体验异域风情

之旅。图为“京和号”旅游专列准

备出发。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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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区块链产业
助力大湾区建设

香港区块链产业协会成立于 2016

年，主要向各产业推广区块链相关技术，

培育区块链技术创新，推动学研融合和

项目落地的应用。香港区块链产业协会

（HKBIA）会长王俊文认为，区块链对香

港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目前重要的是观

念突破，勇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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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现代农业
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安徽泗县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统揽，立足县域资源优势，实施农

业特色产业提升工程，推进资金、人才、

技术等资源要素集聚，重点建设花卉苗

木、高效果蔬、金丝绞瓜、特色山芋等六

大产业基地，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产业

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