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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话语

开放看西部

成都青白江区：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文/郑 玮

仲夏时节的成都国际铁路港，钢铁驼
队昼夜不息——

6月12日，满载泰国金枕榴莲、椰青的
“澜湄蓉”鲜果专列，依托“一箱到底”全冷
链模式 72 小时直达成都；6 月 30 日，满载
川味食品的国际班列鸣笛启程，计划经西
班牙巴塞罗那港后转海运抵达摩洛哥丹
吉尔港，标志着“蓉欧非”铁海联运第三条
通道正式启航。

在繁忙的班列往来间，成都市青白江
区正以铁轨为笔书写开放长卷：2024年外
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 500 亿元大关；
2025年 1至 4月，实现外贸进出口额 184.7
亿元，同比增长 25.2%。当东南亚的鲜果
与川味美食在成都国际铁路港高效流转，
这片内陆腹地正用钢铁驼队的轰鸣，奏响
对接全球市场的开放强音。

钢铁驼队织起全球贸易网

“成都国际班列是亚欧大陆桥上运行
最稳定的‘钢铁驼队’之一。”前不久，在青
白江举行的 2025“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
会外资外贸国际合作交流会上，成都市口
岸物流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13年首趟
中欧班列发车以来，成都国际班列累计开
行超3.4万列，连接境外122个城市。

2025年，这张网络正以更密集的频率
升级迭代。成都—中亚图定班列常态化
运行、五金产品专线直通印度尼西亚、“蓉
深港图定班列”联动大湾区……随着新线
路不断延展，青白江“买全球、卖全球”的
蓝图逐渐清晰。

作为成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青白
江区先后获批自贸区、国家级经开区、综

保区等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以及陆港型
国家物流枢纽、成都铁路口岸等“国字号”
金字招牌。

多重开放平台的叠加赋能，让这里成
为产业集聚的磁场：国内外企业携超千亿
元重大项目落户青白江，形成整车、冷链
等五大临港贸易产业链。2025年一季度，
五大临港贸易产业链实现外贸进出口额
58.9亿元，同比增长 65.9%；临港制造业实
现 外 贸 进 出 口 额 14.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8.8%。青白江区探索出一条通道带物
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路径。

制度试验田解锁开放新维度

传统的拼箱通关模式曾让企业头疼：
一旦遇到查验就会出现掏箱难、找货难、
重新装运难、“整柜甩货”等问题。

2024年12月，成都国际铁路港落地西
南首个“先查验后装运”监管创新模式：出

口小商品以散货方式进入铁路港专设的
“拼箱区”，“查验”与“放行”可并联作业。

“关键流程时间缩减 2天至 3天，成本
支出减少 20%以上，极大减轻了企业的资
金周转压力。”成都新一带供应链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余霞道出受益企业心声。
目前，该模式已惠及众多出口企业。

青白江同步推进多维度创新：“AI 自
动识别单证”等应用场景使场站作业效率
提升 40%左右；西南地区首单跨境电商

“1210”出 口 整 车 业 务 实 现“ 入 区 即 退
税”……中国（四川）自贸试验区青白江铁
路港片区挂牌八年来，累计形成 144项改
革成果，其中 49 项获国家部委或省级推
广，成为内陆开放的“政策试验田”。

制度创新的土壤催生临港产业生态
的枝繁叶茂。成都国际铁路港经开区以

“大园区”发展思路形成“一区三园”发展
新格局，千亿级临港产业生态加速成形。
TCL光电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依托“成都
—波兰罗兹”精品班列10至12天直达欧洲

的时效，年产值和进出口贸易额双双突破
20亿元，跻身成都市制造业百强企业和外
贸龙头企业。

全链条服务滋养产业森林

外贸航船行稳致远，离不开全链条服
务生态的托举。今年以来，青白江区大力
开展“蓉品出海”专项行动，组织企业参加
经贸会展活动12场（次）、开展海外投资项
目4个，促成意向订单约2000万元，促成合
作意向金额约2亿元。

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为企业注入生
长动能。2025 年初，在青白江区商务局

“牵线”下，成都中保信安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收到了一笔 600万元的“惠蓉贷”，有效
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今年一季度，中保信
安实现对外出口二手车 1105 辆、同比增
长 124.14%。“像这种银政合作的信贷产
品，由政银企共同抵御风险，能很大程度
上促进企业业务发展。”企业相关负责人
感慨。

“乐业在港、宜居在青”的人才发展生
态，则是长远发展的根基。青白江设立 2
亿元产业人才发展资金，赋予链主企业自
主荐才权限；应届毕业生可享最长 1年租
房补贴，初来求职者入住陆港青年人才驿
站可获29天免费住宿；450名持“陆港人才
绿卡”的骨干人才，可享受子女就学、便捷
医疗等27项服务。

夜幕中的成都国际铁路港，又一列中
欧班列鸣笛启程，集装箱上的“蓉品出海”
标识在灯光下闪烁。从 2013 年首趟中欧
班列开行，到 2024 年 505.4 亿元外贸进出
口总额的历史性突破，青白江用十年磨一
剑的韧性让世界看见：不靠海不沿边，内
陆腹地亦可成为开放前沿。

■文/王泽宇 张 瑜 高 晗

23岁的卡力别克·叶尔波森来自哈萨
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一次偶然的针灸体验
让他对中医产生了兴趣：“医生在我的虎口
下针时，有一种酥麻的感觉，太奇妙了！”

这份好奇促使卡力别克产生了学习中
医的念头。他联系了在中国学医的哈萨克
斯坦学长，他们向卡力别克推荐了新疆医

科大学。修读完语言预科课程后，卡力别
克最终如愿，成为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专
业的本科插班生，和中国学生同堂学习。

像卡力别克一样，越来越多中亚青年
选择来中国求学，将新疆作为了解中国的
第一站。目前，新疆医科大学在册留学生
共计695人，来自中亚五国的留学生有199
人；获得各类奖学金资助的留学生共计
262人，其中中亚五国留学生占比75.57%。

阿塔扎诺夫·萨达尔别克来自土库曼
斯坦，是新疆医科大学口腔颌面外科专业
的硕士生。“来中国之前，我不知道中国发
展得如此好，来中国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决
定完全正确。”阿塔扎诺夫说。

新疆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艾
恒·托哈依介绍，新疆医科大学留学生的就
业匹配度较高，除继续深造精进医术外，不
少留学生回国后或就职于当地公立医院，

根据专业进入相应科室，或自主创业、开设
私人门诊，更有部分留学生进入卫生部门
等机构，推动当地医疗改革。

不仅持续为中亚国家培养各类高层次
人才，新疆多所大学还与中亚国家高校开
展多领域深度合作。

新疆医科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知名医
学类高校合作开设“中医培训课程”，累计培
训当地师生5000余人次，并与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国立医科大学合作建立“中医药临床
实训基地”，招收第一批中医学专业硕士留学
生14人。新疆师范大学发挥国际中文教育
学科优势，打造面向中亚国家的人才培养基

地，为中亚国家培训本土教师1100余人。
国际教育交流架起新疆与中亚民心相

通之桥。乌兹别克斯坦女孩奥迪娜·鲁斯
塔莫娃今年18岁，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上
国际预科班，尽管在新疆还不到一年时间，
但她已经有了不少中国好友。“我喜欢汉
语，我喜欢和这里的同学一起学习，假期我
们会一起去附近的红山公园玩耍。”

近年来在中国中亚教育合作中，新疆
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今年，首届中
国－中亚教育部长会议在新疆首府乌鲁木
齐市召开，会议宣布将在新疆设立中国－
中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

7 月 9 日，习近平主席
同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互
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40
周年。建交 40 年来，中玻
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
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
势头，政治互信日益稳固，
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推
进，给双方人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好处。

2024 年 11 月，习近平
主席同阿尔塞总统在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里约热
内卢峰会期间举行了富
有成果的会晤，为中玻关
系 未 来 发 展 指 明 方 向 。
中国和玻利维亚是好朋
友、好兄弟，始终守望同
心、砥砺同行，在两国关
系史上留下一个个值得
铭记的时刻：2011 年玻利
维亚第一所孔子学院成
立，2013 年中国帮助玻方
研制的首颗通信卫星“图
帕克·卡塔里”成功发射，
2018 年中玻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并签署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文件，2023 年中国成为玻
利维亚最大贸易伙伴……玻利维亚
各界高度评价双方关系取得的丰硕
成果，一致认为深化对华合作将给玻
利维亚带来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

真诚相待、互帮互助，铺就中玻关
系稳步前行的重要基石。两国虽然相
距遥远，在国家体量、民情、制度等方
面不尽相同，但始终互尊互信，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
相互支持，并不断密切人文交流、文明
互鉴，增进相互理解和民心相通。中
方支持玻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
道路。玻方珍视同中国兄弟般的友好
情谊，真诚希望巩固和密切玻中关系。

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助力中玻实
现共同发展繁荣。中国经济长期稳定
增长、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齐备、科
技创新应用广泛、政策开放包容；玻利
维亚地理条件多样、自然资源丰富，拥
有较大内生增长和发展潜力，两国务
实合作互利共赢、潜力巨大。双边贸
易额已由 1985 年的 88 万美元增至
2024年的27亿多美元。当前，中玻双
方面临实现现代化的共同任务，双方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前景广
阔。中方欢迎玻方用好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等平台，推介更多优质特色产
品，愿同玻方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拓展
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高原农业、绿色
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团结协作、携手担当，中玻不断深
化战略合作的凝聚力。两国同为拥有
灿烂文明的多民族国家，都有过反抗
殖民压迫的经历。面对百年变局加速
演进，中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在联合
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保持密切沟
通配合，共同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
公平正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单边霸
凌，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方
向发展。中方支持拉美地区一体化建
设，愿同玻方一道加强中拉论坛机制
建设，共同实施好中拉命运共同体建
设“五大工程”，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团
结自强和共同发展。

中玻建交40周年恰逢玻利维亚独
立200周年。中玻两国都有一句格言：

“团结就是力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中方愿同玻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
首重要共识，赓续传统友谊，深化战略
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玻战略伙
伴关系再上新台阶，助力各自国家现
代化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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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日蹚出发展新路：
“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

发展、可持续发展”

煤炭，大自然赋予山西的特色资源。
凿开混沌得乌金，煤炭的炉火点亮山西近
代工业的曙光。

然而，长期以来，山西兴于煤、困于
煤，一煤独大导致产业单一。

实现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形成
产业多元支撑的结构格局，是山西经济发
展需要深入思考和突破的重大课题。综
合配套改革，正是破题之举、关键一招。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
考察，勉励山西“用好这一机遇，真正走出
一条产业优、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的发
展新路”。

2019年5月，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的意见》，支持山西通过综合改革试点，争
当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

2020年5月再来山西，总书记又叮嘱：
“山西要有紧迫感，更要有长远战略谋划，
正确的就要坚持下去，久久为功，不要反
复、不要折腾，争取早日蹚出一条转型发
展的新路子。”

改革进展成效如何？这次考察，总书
记详细了解山西产业转型升级情况。

“你们这里有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氢
能、煤层气等能源优势。”“钢铁、焦化、有
色、化工、建材等产业也是基本盘。”“建成
黄河、长城、太行三条旅游公路，硬件配套
上来了。”……

总书记对山西的情况十分了解，每

听一项汇报，都会给予回应、详细询问、
作出指导。这些言语之中，关切的无不
是破解“一煤独大”难题、实现转型发展
的多元路径。

8 日上午，在听取山西省委和省政府
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国
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是党中央交给山西的一项战略任务，目的
是希望山西能够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
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经过多年努力，山西转型发展有了
比较清晰的思路，取得一些成效，但任务
仍然艰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咬定
青山不放松，坚定有序向前推进。”

如何向前推进？总书记强调了“坚
定”和“有序”两个关键词，既明晰方向，也
给出方法——

“坚定，就是要认准前进方向，坚定
不移走下去。要保持定力，经得起阵痛，
克服迟疑观望和患得患失心态，跳出煤
炭行情好时不愿转、煤炭行情差时转不
动的怪圈。”

“有序，就是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转型发展涉及面广、改革任务重、触及利
益比较多，要把握好发挥固有优势和转型
发展的平衡，注重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和
衔接，以新化旧、循序渐进，不要一哄而
上，‘金娃娃’还没抱上就先把吃饭的家伙
扔了。”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叮嘱：“要树牢正
确政绩观，发扬钉钉子精神，不能急功近
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理念一变天地宽。改革，关键是思维
的转变。把煤这篇文章做活，把能源这一
块抓好，整个转型发展这盘棋就活了。

“能源转型，不是简单把煤炭产量、消
费量减下来，而是要在扛牢国家电煤保供

责任前提下，推动煤炭清洁低碳发展、多
元化利用、综合储运，加快绿色低碳技术
攻关，推动煤炭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煤炭
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

多 元 发 展 ，也 要 因 地 制 宜 ，做 到
“适度”。

总书记强调，一方面，“山西非煤矿
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资源比较丰
富，加上绿电等要素低成本优势突出，具
备一定的多元发展条件”。同时，“多元发
展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出精品上下
功夫，切忌‘捡进篮子都是菜’，不能走重
数量轻质量的老路”。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做一个堂堂正正、光荣自

豪的中国人”

山西，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
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渡
黄河，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这里领导
发动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著名战
役，铸就了伟大的太行精神、吕梁精神。

地处太行山的阳泉，是百团大战第一
阶段主战场。市区最高峰狮脑山，形如雄
狮之首，俯瞰着今日的大好河山。

7 月 7 日，正值全民族抗战爆发 88 周
年。当天下午，一场大雨湿透了这一带。

雨后初霁，大雾弥漫。习近平总书记
一行驱车，沿着山路来到狮脑山峰顶的百
团大战纪念碑广场。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
花。”历史硝烟已散去，英雄之气尚凛然。
百团大战纪念碑形如一把锋利的刺刀直
插云霄，两侧“烽火台”高高耸立，砖石垒
砌的“长城”蜿蜒起伏，象征着血肉筑成的
钢铁长城。

两名礼兵将花篮敬献于纪念碑前。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沿 着 台 阶 ，缓 步 上

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向八路军烈士
三鞠躬。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百团大战
纪念馆展陈。

“号角吹响”“战略布阵”“百团出击”
“乘胜追击”“反敌‘扫荡’”……一张张历
史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全景再现了抗
战“面临空前困难”之际，中国共产党毅然
高举抗战到底的旗帜，团结人民群众，对
日寇掀起的一场犹如“暴烈的霹雳”般的
大规模反击。

八路军总部向三大主力部队发出的
《战役行动命令》电文，百团大战作战示意
图，娘子关战斗、关家垴战斗的历史照片，
正太铁路破袭战的再现场景……习近平
总书记不时驻足察看和沉思。

纪念馆大厅内，习近平总书记同前来
参观的青少年学生和纪念馆工作人员亲
切交流。他说：“今天来这里有特殊意
义。88年前的今天发生的‘七七事变’，是
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起点。”

迎着一张张天真的面孔，总书记语
重心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孩子们
要争做民族的脊梁，一定要把我们国家
建得更加强盛。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未来是属于你们的。希望你们好好努
力、奋发图强，做一个堂堂正正、光荣自
豪的中国人。”

离开纪念馆的路上，金色的阳光洒向
巍巍太行。

这块黄河边的黄土地，积淀着厚重的
文明，传承着不朽的精神，也正孕育着变
革和创新的力量。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
报记者 杜尚泽 胡泽曦）

架 起 丝 路 连 心 桥
——新疆扩大中亚教育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蓉欧非蓉欧非””铁海联运第三条通道正式启航铁海联运第三条通道正式启航。（。（青白江区委宣传部青白江区委宣传部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