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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满大通道

31 岁的老挝青年闻鹏宇目前正
在云南大学读博士。去年 12月 3日，
他登上从昆明出发的中老铁路首发
列车，见证了通车。“在中国的留学经
历是就业的‘加分项’。”闻鹏宇说，希
望毕业后能依托中老铁路，从事跨境
贸易相关工作。

今年 7月，闻鹏宇的妹妹万丽莎
第一次乘坐中老铁路列车，她在社交
媒体上写道：车内环境整洁、乘务员
服务周到、出行方便快捷。

“中老铁路让我和许多中国朋友
相聚，我们分享中国菜和老挝菜，一
起度过了中国春节和老挝宋干节。”
万象站老挝籍客运值班员陈诗雨说，
朝夕相处让万象站的老中两国铁路
工作者成为相互扶持的好伙伴。

运营方积极搭建境外人才培养
平台，编制出版汉老双语培训教材，开
展中文语言教学、一对一业务培训、师
带徒实作演练，全面提升老挝籍员工
的岗位技术水平，目前已有590名老挝
籍员工上岗作业……这些共赢实践，
擦亮了以“丝路通途、美美与共”为主
题的中老铁路文化品牌，在这条新丝
路上不断谱写友谊的故事。

老挝姑娘希达在老中铁路有限
公司从事机车维修工作。她说：“希望
自己多学知识、提高能力，在老师回国
之前把学的东西在实践中用起来。”

“铁轨的‘硬联通’密切了中老两
国人民的‘心联通’。”云南省社科院
东南亚研究所所长马勇说，两国地缘
相近，民心相亲，中老铁路堪称友谊
新丝路。

“老中铁路只是起点，不是终
点。这条钢铁巨龙承载了两国人民
的友谊、希望和梦想，周而复始，生生
不息。”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

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中老
铁路为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为
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提供了示范。在新的征程上，
中国正携手各国推动地区互联互通和
协调发展，迈向共同繁荣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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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黄金线路
——中老铁路实现客货运输量质齐升

中老铁路北起昆明，南到老挝首都万
象，设计时速 160 公里，全长 1000 多公里。
列车奔驰不息，已融入铁路沿线中老两国
民众的日常生活。

“有了火车后到哪里都很舒服、很方
便！”32岁的老挝琅勃拉邦居民京乔告诉记
者，她上月底带孩子到万象看病，检查完就
能返回，“以前到万象要从早坐到晚，现在
两个小时就到了”。

截至 12 月 2 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
客 850万人次。其中，中国段单日最高开行
65列、发送旅客 5万人次；老挝段单日最高
开行 10列、发送旅客近 8200人次。广大旅
客搭乘快车跨越山河，不仅感受到“舒适”，
还感受到“精准”。这离不开铁路职工为保
证安全、准点运行的坚守。

23岁的老挝人维拉赛在万象火车站工
作，从中国师傅那里学到了严谨与细致，也对
中老铁路发车时间的精准度印象深刻。“列车
必须准点发车，从万象到万荣、再到琅勃拉
邦，每一项都提前制定了详细计划。”他说。

元江大峡谷，一座红色大桥飞跨两
岸。元江双线特大桥是中老铁路的控制性
工程，大桥桥墩最高 154米，相当于 50多层
楼的高度。为确保旅客平安出行，中国铁
路昆明局普洱基础设施段有一群“诊疗
师”，每月至少两次在高空检修大桥。

铁路部门充分运用卫星地图、无人机
等科技手段，使用中国自主生产的捣固机、
精调机等设备，加强线路巡查、隐患整治和
设备养护，保障了中老铁路运输安全稳定。

“中老铁路列车平顺性和舒适性非常
好。”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耕捷说，“坚持最精细的养护
模式，用心用情运营好这条国际大通道，打
造跨国运营标杆。”

以基础设施“硬联通”为基础、以规
则标准“软联通”为支撑、以两国人民“心
联通”为愿景，中老铁路供给体系对市场
需求的适配性不断提升，推动构建跨境产
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这条黄金线路，成为
加速中老两国沿线地区发展的快车道。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关累镇傣族村寨
城子村毗邻中老铁路。“村民抓住铁路带
来的机遇，将自家小院打造成农家乐，吸
引游客过来。”城子村村民小组小组长岩
罕捧说，铁路是村子发展的底气。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结束了云南普
洱、西双版纳不通铁路的历史。像城子
村一样，中老铁路沿线一批名不见经传
的小村落，陆续出现在“旅游目的地”清
单上。

一年来，中老铁路老挝段办理客运
业务的车站增至 10个，新购置“澜沧号”
动车组和普速旅客列车，实现动车组与
普速列车共线运行，满足了老挝民众求
学、探亲、就医、旅游、商贸等各方面需
求，促进列车游客数量大幅增长，中老铁
路甚至成为邻国游客的“打卡”目标。

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数据显示，中
老铁路开通运营后，从万象至琅勃拉邦
的旅客运送量最高日达 2700余人次，旅
游人群普遍热衷于铁路出行。2022年前
10个月，33.6万游客中，85.27%选择乘坐
火车从万象前往琅勃拉邦。

“现在去哪个城市都方便，节省很多
时间。老挝旅游业的发展有目共睹。”维
拉赛说，“从周边国家来旅游的人很多，
特别是泰国，让老挝城市的经济都好起
来了。”

“中老铁路投入使用后，泰国人很喜
欢来体验，还想将来坐中老铁路去中国
旅游！”经常带本国游客跑琅勃拉邦旅游
线路的泰国导游探雅叻告诉记者。

中老铁路在中国和东盟间构建起一
条便捷物流通道，为沿线发展按下“加速
键”。中国国内 25个省区市开行跨境货
运列车，货物品类由 10余种扩至 1200余
种，货物种类不断丰富，折射出中国与
老、泰等周边国家的合作不断深化。

负责老挝段运营的老中铁路有限公
司数据显示，今年 1月至 10月，连接中老
两国铁路的老挝磨丁口岸出口贸易额已
达 10.24 亿美元，是 2021 年全年的 1.8
倍。一年来，中老铁路发送跨境货物超
190万吨，货运量一直呈上升趋势。

激活沿线旅游经济，推动资源开发流
动，促进产业扩能升级……中老铁路给两
国沿线城市带来实打实的发展契机。

“中老铁路是融入和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推进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重
要基础设施。”西双版纳州州委书记朱家
伟说，西双版纳正积极抢抓中老铁路开
通的历史机遇，着力构建以中老铁路为
轴的立体化开发新格局。

“开通运营以来，中老铁路实现客货
运输量质齐升，切实打造了黄金线路，造
福了两国民众，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
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王耕捷说。

“中老铁路的客货两旺局面，正对东
南亚国家产生影响。周边国家会推动中
老铁路不断向南修，中泰铁路也会加速
推进。”老中铁路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杜志
刚告诉记者。

一列满载水果的列
车日前驶离老挝磨丁口岸，穿

过中老铁路友谊隧道，进入中国磨憨
铁路口岸。中老铁路开通后，磨憨铁路口

岸综合性指定监管场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
两国货物实现一站通关，铁路服务能力进一步
增强。老挝段 8个货运站全部投入使用，单月货
运量屡创新高。

发送旅客 850 万人次，运输货物 1120 万吨，
跨境货物运输覆盖 10余个国家和地区……这是
中老铁路交出的“成绩单”。一年来，这条跨越
山河、连接中国和老挝的黄金线路，人畅其

行、货畅其流，沿线经贸合作更密切，成
为加速地区互联互通、推动共同发

展的“钢铁丝路”。

一辆“复兴号”列车行驶在中老铁路昆明市晋宁区内（2022年 12月 2日摄，无人机照片）。

黄金连接线

友谊新丝路

“复兴号”列车通过中老铁路元江特大桥（2022年 11月 23日摄，无人机照片）。

旅客在昆明站准备乘坐中老铁路列车
（2022年 11月 23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