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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2023全国两会 特刊

2 月 28 日，
JSQ型中欧班列
满载 250 台“江
苏 制 造 ”商 品
车，从南京货运
中心尧化门铁
路货场鸣笛驶
出，开往哈萨克
斯 坦 阿 拉 木
图。这是中欧
班列（江苏号）
开 出 的 首 趟

“江苏制造”商
品车专列。

一条条延伸向远方的铁轨，浸润着发展的强劲
脉动，见证着江苏高水平对外开放奋力奔跑的身影。

2020—2022年，江苏分别开行中欧班列 1395列、
1800列、1973列，开行规模逐年递增。今年 1—2月，
全省班列已开行366列，同比增长11.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发
挥好中欧班列作用，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将中欧班列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共建“一带一
路”战略、加强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抓手予以
推进，积极打造中欧班列黄金物流运输通道，全力保
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吴永宏
介绍，目前，全省稳定开行至欧洲、中亚、东南亚等地
区的线路共 23条，覆盖欧洲 17国 20多个城市、中亚 5
国近 50个城市、东南亚 6个城市，近 80个国际站点，
形成了“连新亚”“苏满欧”等一批具有较强全国影响
力的品牌线路。

承载合作梦想、开启共赢篇章的中欧班列，见证
了江苏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担当和作为，跑
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聚焦“通达”，优化通道线路布局。按照“大
力培育南向通道，做优做强西向通道，全力稳定东中通道”思路，进一步
完善通道和线路布局。积极拓展南向通道方面，将东盟线路作为江苏
国际班列发展的重点和突破口，2021年 4月开通东部地区首条南向通道
（海安至越南河内），同年 12月开通长三角地区中老铁路货运列车（南京
至老挝万象），2022年东盟方向开行 60列，同比增长 64.3%；中老线路全
年累计开行 23列，开行规模和市场影响在全国仅次于云南。巩固提升
西向通道方面，着力提升连云港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示范和标杆作用，
积极承接日韩等国家转移的过境货源，成功开行哈萨克斯坦铅锭等回
程过境专列，成为中亚地区最便捷出海通道之一。2022年，全省中亚方
向开行 795列，同比增长 19%，开行情况稳居全国第一方阵。稳定运行
东、中通道方面，重点提高往俄罗斯、蒙古及欧洲等线路服务品质，拓展
二连浩特口岸开行量。2022年中俄方向开行 906列，同比增长 20.6%；
中蒙方向开行81列，同比增长119%。

——聚焦“融合”，促进运贸一体化发展。围绕稳外贸稳外资目标，
努力为该省对外贸易和产业发展提供高效物流服务，全力服务和保障
地方经济发展。2022 年全省班列进出口货值 281.8 亿元，同比增长
10.3%。助力本土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方面，抓住RCEP协定正式生效契
机，加强与外贸企业沟通合作，推动跨境电商专列、邮政快递专列等特
色班列开行，有力支撑企业“走出去”。苏州稳定运行跨境电商班列，通
过与苏州高新区跨境电商服务平台紧密合作，服务跨境电商企业 20家，
近两年货值达到 3444.41万美元。积极带动相关产业集聚落地方面，坚
持“以物流推动贸易、以贸易推动产业拓展”发展思路，积极打造区域产
业发展新格局。通过徐州班列进口的木材，服务了徐州及周边地区
相关产业的发展，有效吸引企业集聚，形成木材相关国际贸易产业
园，2022 年通过徐州综合保税区落地贸易额 6234 万美元。主动服务
重点企业运输需求方面，班列公司主动与外贸企业进行对接，协调解决
国际物流供应链的痛点难点问题，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稳产满
产。主动对接苏美达等轻纺企业，针对疫情期间面辅料出运、成衣加
工、产品交付等困难，精心定制全过程物流服务方案，确保了订单按时
交付。

——聚焦“高效”，提升运营服务质效。发挥创新发展第一动力，赋
能班列提升效能。完善管理体制机制。2020年省委省政府组建成立省
国际货运班列公司，完成南京、徐州、苏州、连云港 4市班列资源整合，实
现全省中欧班列统一规划线路、统一申报计划、统一制定运价、统一补
贴办法、统一对外协调“五统一”。加快海外仓建设布局。2022年江苏
—北布拉邦“前展后仓”海外仓项目在荷兰蒂尔堡正式启动，是全国首
个依托中欧班列平台打造的双向贸易促进项目，成为融合展览、电商、
仓储、物流、配送等多功能的综合服务平台。加强回程货源组织。与瑞
士铁路物流等 7家境外物流企业加强协作，共享使用德、荷、意等国家配
送网点，强化回程货源组织。班列去回比从 2021年的 1.8:1提升至 2022
年的1.641，去回比例进一步均衡。创新运营模式。全面应用铁路“快速
通关”模式，单趟班列缩短整体运行时间 2—3天，企业申报成本降低约
20%。连云港在自贸区首创过境集装箱“车船直取”零等待模式，发
运时间压缩到 1 天以内、中转作业时间减少 75%，获得国家认可，并向
全国口岸推广。在无锡等地创新开行接续班列，不断提升江苏中欧班
列辐射范围。

吴永宏表示，下一步，该省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特别
是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的最新指示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
要任务，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不断优化班列发展环境，进一步巩固
班列发展基础，稳定班列发展态势，在深化协调联动、完善线路布
局、提升运行质效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我省中欧（亚）班列整

体竞争力，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走
在前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作出

更多交通贡献。

为
对
外
贸
易
发
展
提
供
国
际
物
流
支
撑

新
华
日
报
记
者

梅
剑
飞

王
梦
然

千年前，丝路
驼铃叮当清脆。

千年后，列车
汽笛呜呜悠长。

当经济全球
化深入推进，当世
界早已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开放，
是参与经济全球
化的必然选择。

以开放纾发
展之困、以开放汇
合作之力、以开放
聚创新之势、以开

放谋共享之福。但不沿边、不靠海，地处内陆地区的宁
夏，以什么推动开放？靠什么连通世界？

“近年来，宁夏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下好
对外开放‘先手棋’，集中发力拓展开放通道，畅通对
外贸易渠道，加快推进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
切实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李郁华告诉记者。

（一）

在欧洲，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和“宁夏制造”出
现在当地百姓的家中。

这得益于国际货运班列的开通。
去年 5月 26日，由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和中国外运华中有限公司、宁夏商务厅联合打造的
“宁夏—欧洲（布达佩斯）中欧国际货运班列”从银川鸣
笛启程，驶向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该班列标志着宁夏与欧洲内陆地区点对点班列实
现了零的突破。

事实上，这几年，突破在不断发生。
今年 2月 12日，一列满载着 58车 1500吨亚麻籽集

装箱班列顺利运抵银川铁路南站货场。该批俄罗斯亚
麻籽是宁夏首次实现以铁海联运“一箱到底”、保税物流模式进口货
物，标志着宁夏铁海联运“一箱到底”国际货运进口通道正式开通。

去年 6月，宁夏（银川）至伊朗（安扎利）“跨里海”国际货运班列
由银川南站始发，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经哈萨克斯坦跨越
里海到达伊朗安扎利港。该次班列的开行，首次打通了宁夏“跨
里海”进入西亚国家的国际物流新通道。

时间再往前延伸。
2016年1月，宁夏—中亚国际货运班列的开通，标志着宁夏陆上丝

绸之路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十三五”期间，宁夏开通运营西向至中亚、北向至俄罗斯国际货

运班列，累计发运265列12741车。
借助国家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东风，宁夏试开了至伊朗、至匈牙

利和老挝、越南等国家货运班列，银川综合保税区开行了通达中亚、
欧洲的国际卡车班列，稳定运营东向至天津的铁海联运班列。

“至此，宁夏基本形成了西向、北向出境，东向、南向出海，四个方
向开放通道新格局。”李郁华说。

（二）

人便于行达天下，货畅其流天地宽。
驰而不息的国际列车，为宁夏对外经贸往来注入活力。
2022 年，宁夏西向至中亚国际货运班列发运 4 列 335 车，南向

陆海新通道班列发运 3 列 332 车，东向铁海联运班列发运 956 列
4.7 万车。

聚氯乙烯、双氰胺、蛋氨酸、硅锰合金、枸杞等宁夏产品，借此通达
全球，铁矿、锰矿、木材、亚麻籽等宁夏需要的大宗产品，由此源源不断
进入。

此外，银川综保区发运国际卡车班列 2400 辆，实现贸易额 34 亿
元，实现羊绒直接进口、新能源汽车通过综保区出口。

因为开放通道的不断拓宽，宁夏对外贸易更加活跃、持续增长，跨
境电商产业蓬勃发展。

2022年，宁夏外贸进出口总额 257.4亿元，增长 23.7%，高于全国
16个百分点；银川跨境电商交易额 12.1亿元，在全国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考核中位列第二档。

“下一步，宁夏将按照全国两会部署要求，坚持国内合作和国际开
放同向发力，在开放通道、开放平台、开放经济、开放合作和开放环境

方面取得新突破，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建设开放型省区。”李
郁华介绍，宁夏将进一步激发开放通道新活力，稳定运营国
际货运、陆海新通道和铁海联运班列，提升航线运营品

质和网络通达能力，扩展跨境电商业务辐射范围，发
展通道经济和枢纽经济；进一步增强开放平台新

动能，办好第六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
和第三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
旅游博览会；进一步培育开放经济新优
势，实施“外资三年外贸五年倍增计
划”，推动清洁能源、枸杞、葡萄酒等优势
特色产业开放发展；进一步拓展开放合
作新空间，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
贸合作和技术交流，与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沿黄省区在产业承接、商贸

流通、经济交流、园区共建等领域务实合
作；提升开放发展新能力，建设应用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宁夏版，持续提升企业全链条服务

能力和水平，创新开展
对外开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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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
分工和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2023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新华日报联合宁夏
日报、新疆日报推出联动报道，透过本地出席2023全国两会代表之眼，聚焦各省区用好“中欧班列”这一开放桥梁推动
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的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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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汽笛嘹亮一路向前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
交通运输厅厅长吴永宏。

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
发展和改革委主任李郁华。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欧班列是新疆对外
开放的重要桥梁，新疆应该充分发挥中欧班列的优势，深化区域间产业链
供应链的合作，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州长巴音克西说。

新疆与周边 8个国家接壤，边境线漫长，口岸众多，跨境互联互通网络
密集分布，形成亚欧大陆重要的通道、枢纽，区位优势明显。

新疆充分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优势，深度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经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境的班列逐年增多，2022年，阿
拉山口口岸通行班列 8506列；霍尔果斯口岸通行中欧班列 7000列，创历史
新高。

“钢铁驼队”往来呼啸，成为新疆对外开放的重要桥梁，为新疆积极创
新开放型经济体制、加快产业聚集增添强劲动能。

巴音克西说，去年，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占全疆通行量的
47%，连续 12年保持增长。“便捷的物流优势成为吸引企业入驻的重要原因
之一，去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新入驻企业 144家，总数达到 639家，口岸
经济发展后劲十足。”

今后，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新疆如何利用中欧班列这一开放桥梁，推
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成效？

“首先要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巴音克西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欧
班列经新疆进出境，新疆铁路运能、口岸场站规模水平等需要继续提升。
去年，兰新铁路精河至阿拉山口段增建二线工程启动，并同步对精河、蘑菇
滩、博乐东、阿拉山口站 4座既有车站进行改扩建，同时新建阿拉山口站综
合查验场，并改造该站集装箱换装场，以进一步提高新亚欧大陆桥通道运
输能力。

“硬件”水平提升，“软件”水平也要跟上。新疆要多措并举提升中欧班
列通关效率，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及通关流
程，加强与海关、边检等部门的协调合作，推进中哈信用交接、无纸化转关
等举措，促进中欧班列开行质量稳步提升，让新疆在保障物流畅通、稳定国
际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发挥更多作用。”巴音克西说。

巴音克西建议，新疆要加快建设“八大产业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为对外开放提供稳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就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而言，就
是围绕“博乐—阿拉山口—精河”新型工业金三角和“博乐—温泉—赛
里木湖”文旅康养金三角两翼齐飞、联动发展，深度挖掘资源禀赋，建立
重大产业项目综合协调推进机制，统筹推进各县市园区产业发展，突出
抓好粮油、畜产品、现代物流、进出口落地加工等九大产业，着力打造具有
本地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巴音克西说，新疆应围绕“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经济带”规划布
局，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平台。对外开放平台是新疆外向型产业的聚集平
台，应充分发挥诸多开放平台作用，形成一个中枢、两个支点、若干口岸连
线成带的对外开放格局，稳步推进“五大中心”建设，不断完善产业链、供应
链、物流链，筑牢新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础。

发挥中欧班列优势

推动新疆高水平对外开放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逯风暴

全国政协委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州长巴音克西。

宁夏-欧洲（布达佩斯）中欧国际货运班列。（资料图片）本报记者 杨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