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2月 7日 星期六6 地 方

中老铁路沿线开发渐入佳境
2021 年 12 月 3 日，中老铁路开通运营。

列车飞驰，动能澎湃！目前，中老铁路单

日旅客发送量由 2 万人次增至最高 10 万人次，

单日跨境货物列车从日均 2 列增至 20 列，出入

境人员来源地从最初的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增

至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货物品类从 10 多种增

至 3000 余种⋯⋯不断刷新的里程、交流、贸易

等数据，凸显着中老铁路国际大通道的重要带

动作用。

3 年来，云南省抢抓中老铁路机遇，以通

道能力提升、物流枢纽建设、沿线产业开发和

经营主体培育为重点，切实打造一条开放发展

的黄金道路。截至目前，中老铁路沿线开发重

点项目库共有项目 77 个，开工率达 98.7%，项

目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499.7 亿 元 ，投 资 完 成 率 超

66.7%，对促进中老铁路沿线开发发挥了重要

作用。

贸易更便利

近日，记者来到玉溪市通海县万合进出口

有限公司，只见两辆中铁货运冷链车停靠在仓

库前，工人们抓紧将西兰花、西红柿、白菜等蔬

菜打包、装箱、装车。

“公司出口 10 多个品种的蔬菜到泰国，每

月发货量 3000 吨，通过中老铁路冷链运输，时

效有保证，运费也比公路运输下降 10%。”该公

司总经理张胥胥介绍。

通海县自然气候条件优越，一年可种植四

五茬蔬菜，是云南省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目

前通海实有农业经营主体 8497 家，从事蔬菜

进出口贸易的企业有 37 家。通海县副县长王

华明介绍，铁路开通后，全县蔬菜出口企业潜

能得到进一步释放，并以此为契机拓展国内外

市场。目前全县蔬菜产品 70%销往广州、上

海、乌鲁木齐、哈尔滨等国内 130 多个大中城

市，30%出口到东南亚及中东等地区。

位于玉溪市峨山县化念镇的玉昆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矿产、焦化、炼铁炼钢、物

流等于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眼下，连接

钢厂和中老铁路化念站的大化产业园区铁路

专用线正抓紧建设。该公司副总经理陈丕锦

说，铁路专用线可直接将从老挝进口的铁矿石

运至厂区，生产的钢材产品也可直接运到南

亚、东南亚地区，物流成本明显节约。

为提升中老铁路大通道能力，3 年来，云

南不断持续推进沿线物流枢纽、配套路网和园

区专用线建设，积极将昆明打造成为中老班列

集结中心和货源组织中心。玉溪大化产业园

区铁路专用线等项目开工建设，中国老挝磨

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中方区域）围网主体工

程基本完工，万象南换装场等项目建成投用，

实现中老泰铁路常态化运营，通道功能不断完

善，运输能力显著提升。

随着“澜湄蓉渝欧”“沪滇·澜湄线”“粤

滇·澜湄线”“京滇·澜湄线”等系列国际货运

班列成功开行，中老铁路客货运输服务网已辐

射 19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主要城市，品牌

效应持续扩大。

产业再升级

铁路大通道为地区贸易往来提供了便捷

的运输支撑，为做好沿线产业统筹，云南省根

据各州（市）实际情况及发展定位，编制印发

《中老铁路沿线产业布局指引》，引导相关州市

合理布局适铁产业，推动中老铁路境内沿线形

成错位协同、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

在云南思茅产业园区宁洱片区，普洱珈钠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钠离子产业链项目正在

紧张施工中，该项目主要包括年产 7 万吨的钠

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生产线、年产 3 万吨的生物

质硬碳负极材料生产线及年产 2 吉瓦时的钠

离子电芯和储能（云南）制造中心。该公司副

总经理陆品璋介绍，公司利用云南化肥龙头企

业云天化的废料和普洱地区丰富的木材资源

生产产品，未来可通过铁路便利运输到各地。

在野鸭塘河谷咖啡庄园，不少游客在体验

打卡。“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爱到咖啡原产地

探索、体验，中老铁路开通后，到我们庄园非常

方便。”庄园负责人杨鸿简说。

普洱市不断扩大“普洱咖啡”品牌影响力

和知名度，推动“普洱精品咖啡”成长为亮丽的

产业名片和“可以喝的”城市名片，打造了一批

集观光、采摘、加工、品尝、鉴赏于一体的咖啡

庄园，全市初步建设 20 余家咖啡精品庄园。

紧邻普洱市的西双版纳州全力推进文旅

康养、橡胶、普洱茶、生物医药（傣医药）等重点

产业，2023 年实现综合产值（含口岸进出口贸

易额）2600 亿元，今年上半年综合产值达 1400

亿元，工业投资增长 118.8%，高质量发展的活

力和优势正在凸显。

国际化加速

中老铁路通车三周年之际，记者乘坐列车

来到磨憨，走出车站，只见新修建的城市道路

宽阔延伸，往来车辆穿梭繁忙，项目工地建设

正酣⋯⋯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磨憨镇地处云南省最

南端，是我国通往老挝的国家级陆路口岸。

2022 年 4 月，云南省决定由昆明市全面托管磨

憨镇。昆明市统筹推进园区规划编制、空间布

局、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等工作，以

再造一座新城的魄力推动磨憨国际口岸城市

建设。

12 月 3 日，磨憨南坡国际产业示范园开

园，崭新的标准化厂房拔地而起，不少项目建

设如火如荼。三连制衣有限公司是首个入驻

园区投产的项目，公司生产总监蒋高云表示，

企业看中磨憨的投资环境和发展机遇，计划建

设数字化、智能型、现代化服装制造基地，项目

全部建成后可达 72 条生产线，预计年产值 10

亿元。

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管委会副主

任赖昱辉介绍，南坡国际产业合作区将构建承

接东部产业转移以及吸引重点企业投资的产

业聚集示范区，现已有纺织服装、电子产品加

工制造、中药材加工等 12 个产业项目入驻，推

动磨憨从传统的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

本亚威（昆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是首家

入驻磨憨国际商贸服务区的老挝企业，公司董

事长本亚威·暖显西表示：“我们主要从事国际

贸易，磨憨利好的政策、便捷的交通吸引企业

到此投资，未来还将拓展中老跨境旅游业务。”

昆明推出了一系列新模式、新思路、新举

措，推动对口帮扶向产业协作转变，吸引中东

部地区产业向磨憨转移。昆明还深化央地合

作，引入资金实力雄厚、开发经验丰富的央企、

省属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磨憨开发建设。托

管以来，与中国中铁签署共建合作协议，增资

扩股组建云南磨憨开发投资集团公司，有效解

决开发初期缺人、缺钱、缺经验的问题，中国中

铁先后参与磨憨项目建设 24 个，合同金额近

40 亿元。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基础设施加快改善，

功能配套不断完善，承载能力持续提升，磨憨

国际口岸城市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由边疆

末梢向开放前沿跃升。据统计，2023 年，中国

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370%，自托管以来到今年年底累计投

资总额将突破 100 亿元。今年 1 月至 10 月，中

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新开工项目 33

个，占全年计划新开工项目 38 个的 86.8%；完

成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47.9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9.6%。2024 年将实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两个翻番”。

□ 本报记者 曹 松 打造多元魅力释放博物馆活力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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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山西临汾陶寺

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完

整 展 示 了 距 今 3900 年 至

4300 年 的 陶 寺 文 化 考 古

发掘与研究成果，揭示了

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是

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程

的重要支点。无独有偶，

今年新开的博物馆属实不

少，北京的中国科学家博

物馆、浙江衢州的中国清

水鱼博物馆、湖北荆门的

苏家垄遗址博物馆⋯⋯博

物馆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厚

重记忆，从历史的纵深走

来，却不能在岁月里固步

自封。

如何让“过去”更好地

拥抱未来，不断释放博物

馆活力？首先，“链接”大

众生活。远观“高冷”的博

物馆可以是“体验馆”，可

以是“寻梦游”，也可以是

网红“打卡地”。博物馆内

可 组 织 各 种 接 地 气 的 活

动 ，如 文 物 拼 图 、修 复 体

验，让观众动手实操，深入

了解文物魅力，化“静态参

观”为“动态参与”；博物馆

可携手社区，通过开展科

普讲座、流动展览、文物修

复体验工坊等把文化送上

门的方式，拓宽受众面，让

更多人感受文化洗礼；各

种链接古今的新奇文创产

品也是博物馆掀起文博热

潮的好帮手，含有藏品元

素的文具、饰品、生活用品

等让文物“跃入”日常。

其次，用好“科技”小助手。博物馆要与时俱进，拥

抱科技力量，比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等能打破展

柜与时空的限制，让观众“穿越”到文物诞生的时代，感

知过去；数字化存储、3D 建模让海量文物以高清姿态

呈现在网络平台，爱好者足不出户便能沉浸式“云游”

博物馆，拓展文化辐射范围。故宫博物院的数字展览，

借科技勾勒紫禁城四季流转、宫廷盛景，吸粉无数，便

是生动范例。

再次，培养专业人才。这是博物馆长远发展的基

石。讲解员不能仅靠背讲解词“照本宣科”，还需深挖文

物背后的故事、历史脉络，以生动演绎答疑解惑；文物修

复师、策展人更要与国际前沿理念与技艺接轨，用现代

视角重审馆藏、策划展览，让文物“活”出多元精彩。

未来的博物馆，应是科技、人文、生活交相辉映的

文化综合体。当文物借科技之翼跨越山海，当文化扎

根生活沁润人心，当专业人才接续传承、守正创新，博

物馆定能穿越历史风沙，在时代洪流里笃定前行，把珍

贵记忆永续传递，为后人铺就回溯文化根源、瞭望文明

前景的坚实道路，持续焕发生命力，奔赴熠熠未来。

﹃
量体裁衣

﹄
为企服务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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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广西聚焦民营和小

微企业，以精准金融服务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截

至 2024 年 10 月末，广西民营经济贷

款 余 额 1.17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65% ；个 体 工 商 户 贷 款 余 额

2174.15 亿元，同比增长 15.4%。

走进广西贺州市平桂区黄金珠

宝产业园内的广西旭立达黄金珠宝

有限公司，只见车间技术人员通过建

模软件操作 3D 打印机，在黄金首饰

上娴熟地“复制”出不同花样。随着

年轻群体对国潮文化接受度的提升，

黄金饰品消费市场日益壮大。面对

强劲的市场需求，公司计划购买设备

扩大生产，却缺少资金无法实现。

中国农业银行贺州分行工作人

员在走访对接中了解企业的融资需

求后，通过“量体裁衣”的金融服务

方案向企业提供了授信支持。“利用

农行贺州分行 500万元‘科技贷’，公

司今年新增一批数字化自动车床和

3D 打印机，产能从日处理黄金 30 公

斤提升到 40 公斤。”旭立达黄金珠宝

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光秦说。

为 解 决 小 微 企 业 融 资 难 题 ，

农行广西分行持续开展小微企业客户走访

对接活动，全面摸排客户融资需求，推动银

行信贷资金直达小微企业。截至今年 10 月

末 ，该 行 普 惠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536.32亿元。

广西忻城县玉蚕丝绸有限公

司 每 年 都 要 收 购 大 量 鲜 茧 ，流 动

资 金 却 不 足 。 在 获 知 企 业 困 难

后，来宾市税务部门上门走访，指

导 企 业 登 录“ 银 税 互 动 ”平 台 ，帮

助企业成功在桂林银行申请到信

用贷款。

“银税互动”实现了企业依法诚

信 纳 税 和 激 发 经 营 主 体 活 力“ 双

赢”。南宁市税务部门和银行机构

依托“云端”平台带来的税企沟通长

效机制，为“银税互动”搭建个性化

的数字化对接平台，精准服务有金

融信贷需求的科创企业。

“稳定的资金链为科创企业加

强技术研发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广西鑫之腾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经理梁雁翎说。

为了强化金融、政务、商业信

用 信 息 融 合 应 用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广 西 分 行 创 新“ 征 信 + 融 资 + 政

策”数字金融模式，开展基于数据

要 素 的“ 流 水 贷 ”数 字 金 融 创 新 ，

有效促进“信息—信用—信贷”转

化 ，提 升 企 业 融 资 可 得 性 。 自 2021 年 11 月

上线以来至今年 6 月末，平台累计服务 12.99

万家企业。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王子萱

引 来 洮 河 水 碧 波 润 陇 原
本报记者 赵 梅

今年，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的马铃薯又迎

来丰收季。定西市聚鑫牧草农民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李聚东告诉记者：“以前干旱，靠天吃饭，马

铃薯亩产只有 2000 多斤，引来洮河水后，产量翻

番，亩产能达到 5000 斤。”

引洮供水工程是甘肃“四横一纵”骨干水网

重大水利工程，也是该省迄今投资规模最大、引

水渠线最长、覆盖地区最广、受益群众最多的大

型跨区域调水工程。

引洮供水工程从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卓尼县藏巴哇镇的九甸峡水库引水，穿山越

岭，跨沟过峁，利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天然

落差，让水自流到陇中大地。从根本上解决兰

州、定西、白银、平凉、天水 5 市 14 个县（区）城乡

居民生产生活及农业灌溉、工业发展和生态建设

等水资源保障问题。工程建设总干渠 205 多公

里、干渠约 442 公里、城镇专用供水管线约 203 公

里。因途经的地方山多且地形复杂，工程需开凿

大量隧洞，架设诸多渡槽。仅总干渠就要开凿隧

洞 38 座 ，总 长 超 过 187 公 里 ，占 总 干 渠 全 长 的

91%。如此众多的隧洞还要经过西秦岭山地、兴

隆山—马衔山山地及陇西黄土高原三大区域，给

施工增添了很多困难。

甘肃水投集团公司安全质量环保部部长曹

利俊参与了引洮一期工程 7 号隧洞工程饱水疏

松砂岩洞段的施工，该隧洞长达 17 公里。“在这

种地质条件下打隧洞好比是在软豆腐上打一个

固定的隧洞，试了好几种方法都行不通。”曹利俊

说，7 号隧洞起初设计采用全断面岩石掘进机掘

进，但在施工过程中遇到饱水疏松砂岩，掘进机

被困住了，只能采取局部洞段人工开挖。

“饱水疏松砂岩含水量饱和，一挖就塌。我

们在高处建了冷冻站，把高浓度的盐水冷冻到零

下 30 摄氏度左右，通过压力管道输送到隧洞工

作面，通过盐水的循环流动，带走岩体的热量，温

度降低达到冻结的目的，岩体强度增加后再人工

开挖。”曹利俊说，采用冷冻法施工的隧洞分两

段，他参与施工的是比较长的 60 米路段，岩体冷

冻后，正常的风钻打不进去，也无法爆破，只能靠

人工用电风镐掘进。

曹利俊介绍：“隧洞在地下施工，温度低，斜

井坡度大，渣土运输困难，同时，排烟、排水都是

问题，但掌子面不能空，一直得有人作业。”他们

根据钻孔、出渣、支护等工序进行流水线作业，昼

夜不停。

引洮供水二期工程由 1 条长 95 公里的总干

渠、6 条总长 252 公里的干渠及 14 条总长 175 公里

的供水管线构成 522 公里输水网络。甘肃水投引

洮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王斌斌告诉

记者，二期工程总干渠有 20 座隧洞，占总干渠的

95%。干渠及分干渠开凿隧洞多达 168座，隧洞长

约 369公里，占干渠及分干渠总长的 71%。

“斜井陡、竖井深、涌水大、出现塌方⋯⋯总

干渠 22 号隧洞穿越华家林地质断裂带，Ⅴ类围

岩丰富，岩石破碎，极不稳定。”王斌斌介绍，他们

采取“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勤量测、快封闭”

的全断面掘进技术，并引进超前管棚、化学灌浆

等技术，贯通了隧洞。

四干渠礼辛供水管线，从通渭榜罗镇四干渠

末端取水，从山顶敷设管道到山脚下，穿过清溪

河河谷输水至礼辛镇；七干渠叶堡供水管线从七

干渠末端取水，多次穿越秦安葫芦河⋯⋯引洮总

干渠、干渠、供水管线在黄土峁梁中穿行延伸，建

设者们逢山开洞，遇沟架槽，保障了建设进度。

截至目前，引洮供水骨干工程投入 123 亿

元，建成总干渠、干渠、供水管线总长 850 公里。

一期工程 2014 年底建成试通水；二期工程 2021

年 9 月建成试通水，同时实施配套城乡供水工程

和天水市城区供水、庄浪县应急供水等项目，累

计投入达到 192 亿元。

目前，引洮供水工程受益人口近 600 万人，

自 2014 年 试 运 行 至 目 前 ，累 计 向 受 益 区 供 水

10.13 亿立方米，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水资源支撑，引洮供水工

程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正日益显现。

12 月 5 日 ，江 苏 省

昆 山 市“ 碳 12 坊 ”长 三

角国际低碳产业创新园

区建设现场。

该 园 区 瞄 准 新 能

源、节能环保、低碳服务

三个方向，将为绿色低

碳领域新产品、新技术、

新业态、新服务的发布

提供平台。

袁新宇摄

（中经视觉）

正在建设的大化产业园区铁路专用正在建设的大化产业园区铁路专用

线线，，建成后将接轨中老铁路化念站建成后将接轨中老铁路化念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曹曹 松松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