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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庆担当

中国与白俄罗斯签署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
本报讯 日前，在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强和白俄罗斯总理戈洛夫琴科的共
同见证下，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
白俄罗斯经济部部长切博塔里分别代
表本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服务贸易和

投资协定》。该协定在服务贸易、投
资、商务人员入境等领域实现了中白
双方高水平相互开放，将进一步挖掘
两国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潜力，推动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中白全
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吴 明）

丝路话语

■文/陈国军 赵宇飞 李晓婷 吴燕霞

广袤的世界版图上，一条全新的国际
物流大通道正加速延伸，从地处中国西南
的重庆起始，跨越山海，通达全球120余个
国家和地区。

这是“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西部
陆海新通道，它以重庆为运营中心、各西部
省区市为关键节点，利用铁路、海运、公路
等运输方式，向南经广西、云南等沿海沿边
口岸通达世界各地。

平均5天拓展一个新站点！《西部陆海
新通道总体规划》印发5年以来，通道建设
跑出“加速度”：目的地已从71个国家和地
区的166个港口，拓展到124个国家和地区
的523个港口；班列开行总量超3万列，货
物品类从80余种增加至1150余种……

作为连接“一带”和“一路”、支撑西部
地区高水平开放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通
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日益成为加快内畅外
联的开放通道、发展通道、战略通道。在推
进这一重大工程建设的进程中，重庆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创新合作共建机制，
凝聚沿线合力，拓展通道网络，壮大通道经
济，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日益成为一条具
有澎湃动能的国际经济走廊。

合作范围从4省区市到“13+N”

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大数据中心，
大屏幕上的一串串数字24小时不停跳动。

在这里，管理者可实时查询沿线各地铁
路、港口等信息，对沿线省区市的货源、车
板、船期等进行调配，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其背后，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合作共建
机制。

2017 年 9 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前
身——渝黔桂新“南向通道”班列在重庆首
发；2019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西部
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标志着通道建设从
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赋予重庆通
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的重要职责。

对于重庆来说，西部陆海新通道涉及
省份众多，只有携手兄弟省区共建共享，推
动通道沿线形成“一盘棋”，才能凝聚建设
的强劲合力。

早在渝黔桂新“南向通道”班列开通运
营之前，重庆就会同广西、贵州、甘肃建立

“渝桂黔陇”省际合作机制。随后，青海、新
疆、云南、宁夏等西部省区陆续加入。

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5年
来，合作共建机制建设全面提速，西部陆海
新通道的参与者越来越多。

2019年10月，西部12省区市、海南省
及广东省湛江市在渝签署《合作共建西部
陆海新通道框架协议》，形成“13+1”合作
共建机制；

2022 年 7 月，湖南省怀化市正式成为
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建成员之一，标志着通
道形成“13+2”合作共建机制；

2023年11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际协
商合作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审议《高水平
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13+N”省际协同推
动实施方案》，合作共建机制进一步拓展。

事实证明，以“一盘棋”思路创新合作
共建机制，牵住了跨区域合作的“牛鼻子”。

同质化竞争基本杜绝。以“13+N”机

制为基础，重庆与广西合作牵头，会同沿线
建立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并成立重
庆、贵州、甘肃、宁夏、新疆、湖南等区域子
公司，按照“统一品牌、统一规则、统一运
作”原则推进通道建设。

跨区域合作更加顺畅。重庆巴南区与
四川天府新区联手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跨
境公路班车成渝运输平台，合力开行多条
新跨境线路，到达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
共享品牌、车辆、服务网络以及境内外的分
拨集散点。今年 1-7 月，成渝联合开行
2949车次，货值64.07亿元。

通道运营质量持续提升。沿线合作开
展政策创新，通道运营成本、效率不断优
化，比如新疆首笔“一单制”数字提单质押
融资业务成功落地，有效提升企业资金使
用率，降低企业综合成本；重庆推出“西部
陆海新通道海铁多式联运境内铁路运费扣
减”政策，并复制推广到沿线省区市，为企
业节约物流成本……

通达港口从166个到523个

7月9日，西部陆海新通道又添一条新
线路。

由重庆集结装载的 700 吨精己二酸、
汽油发动机等货物，经铁路抵达广西钦州
港后，换装海船通过新加坡国际中转港转
运至目的地，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
联运国际中转航线网络进一步拓展。

5 年来，西部陆海新通道“朋友圈”不
断扩大，物流网络加快向全球拓展。

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
数据显示，5 年来，通道已有铁海联运班
列、国际铁路联运班列、跨境公路班车3种
物流组织方式，目的地从71个国家和地区
的166个港口，拓展到124个国家和地区的
523个港口，平均约5天拓展一个新站点。

其中，重庆仅近两年就已拓展出100余
条物流新线路，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新晋目的地——

2019 年 4 月，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至
印度尼西亚专列、印度专列先后首发；2021
年12月，中老铁路（成渝-老挝万象）班列
首发；2022 年 4 月，中缅印国际联运班列
（重庆-仰光-印度洋）首发，西部陆海新通
道首次开辟直通印度洋新线路；今年6月，
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泰马跨境铁路班列双
向首发……

以老挝为例，以前老挝的产品大多要
先运抵泰国、越南等国港口，后经海运抵达

东部沿海地区，再经长江运至重庆，耗时过
长、成本过高。中老铁路开通后，重庆开行
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班列，物流时间
缩短20多天，成本也大幅降低。

如今，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老挝的大
米、啤酒、咖啡、木炭以更快捷的方式进入
中国市场；中国的汽车、摩托车等产品也借
这趟班列远销东南亚。

以此为契机，重庆与老挝的交流更加
紧密。2022年7月，老挝组织代表团来渝，
开展了一系列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重点的
活动，包括举办中国（重庆）-老挝经贸合作
交流会，为中国进出口商品集散分拨中心、
陆海新通道老挝有限公司等项目揭牌等。

2023年6月19日，老挝人民革命党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率老挝代表团到
重庆考察调研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希望
更好发挥老中铁路作用，在物流、贸易、产
业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

连点成线，织线成网。在重庆和沿线
地区的携手推动下，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发
展成为一张密集的互联互通网络，并借着

“一带一路”的“东风”，向全球不断延伸。

货物品类从80余种到1150余种

7月22日，28吨重庆潼南柠檬搭乘西
部陆海新通道中老泰冷链班列从重庆启
程，10 天后抵达泰国曼谷，为破解重庆等
西部地区生鲜农产品出口运输周期过长的
难题探索出一条新路。

作为世界三大柠檬产地之一，重庆潼
南区柠檬种植面积达 32 万亩。依托西部
陆海新通道，潼南柠檬鲜果及柠檬产品远
销俄罗斯、新加坡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西部陆海新通道不仅是一条大通道，
更是一条具有澎湃动能的国际经济走廊，
是重庆乃至中西部产品、产业走向东盟、走
向全球的重要支撑，也是集聚高端要素资

源的新空间。
依托这条新通道，重庆正在着力壮大

通道经济，大力培育市场主体，提高通道产
业能级，深度融入国际产业分工，推进外贸
转型发展。如今，在重庆的牵头推动下，西
部陆海新通道有效破解西部地区物流难
题，也让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合作共赢。

西部陆海新通道，正释放出西部地区
开放发展新动能——

赛力斯集团在印度尼西亚开设的整车
工厂，一度因零部件物流周期过长而难以
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在西部陆海新通道
的支持下，难题迎刃而解。

集团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利颖说：
“如今，集团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出口零部
件，物流时间节约10余天，印度尼西亚工
厂已成功实现本地化生产，产品赢得东南
亚市场青睐，最大年产能5万辆。”

沿着这条新通道，更多要素资源有效
流动，带动更多新产业拔节生长。

陕西、新疆煤炭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
至重庆等地，保障当地能源安全；青海纯碱
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至广西支持玻璃产
业；广西玻璃又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至川
渝支持汽车产业……

在新通道带动下，宁夏枸杞原浆和红
酒、重庆血橙、贵州茶叶等西部地区特色产
品正在成为当地外贸新增长点；比亚迪电
池、南南铝业、潮力等一批企业进驻广西，
部分化工企业形成“东盟炼油—广西炼化”

“双基地”模式；康宁玻璃、海尔等龙头企业
产能向重庆转移……

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创造出“一带一
路”合作共赢新机遇——

泰国金枕榴莲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班
列，10天之内即可摆上重庆等西部城市商
超货架，物流成本大幅减少使得价格从每
公斤近百元降至每公斤最低40元左右。

与泰国榴莲类似，柬埔寨香蕉、越南巴
沙鱼、印尼猫屎咖啡、老挝糯米和啤酒等特
色产品，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更快捷地进
入中国，共享市场红利。

在老挝，中老两国依托西部陆海新通
道合作打造的万象市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正加快推进中。同时，我国还与柬埔寨合
作探索“中柬香蕉产业园”项目，与东南亚
国家合作推动中国—东盟（钦州）水果交易
中心建设，推动长安汽车泰国制造基地加
快建设……

在重庆和沿线省份的携手推动下，
这条开放型新通道正助推我国西部大开
发形成新格局，也让沿线各国人民共享
新机遇。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
动诠释，印证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
高瞻远瞩。

2024 年中非合作论
坛峰会开幕在即，中方愿
同非方一道不断擦亮中
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的金字招牌，推动中
非互联互通合作加速驶
入快车道。

基础设施建设是非
洲发展的重要基础，实现
互联互通是非洲国家的
普遍期待。多年来，在中
非合作论坛和共建“一带
一路”框架下，中国始终
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
确义利观，坚定支持非洲
国家提升基础设施和互
联互通水平，实现可持续
发展。

“要想富，先修路。”
多年来，中非合作新建
和 升 级 公 路 近 10 万 公
里，铁路超 1 万公里，桥
梁 近 千 座 ，港 口 近 百
个。蒙内铁路、亚吉铁
路、本格拉铁路等相继
竣工，大幅提升沿海与
腹地之间的运输效率。
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迎
送万吨级大型船舶为内
陆国家带来发展机遇，
埃塞俄比亚博莱国际机
场改扩建工程助力打造
东非最大航空枢纽。赞
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
摩洛哥努奥光热电站、
肯尼亚加里萨光伏发电
站 极 大 缓 解 当 地 用 电
荒。中企帮助非洲建设
一半以上的无线站点和
高速移动宽带网络，服
务超过9亿非洲人民。

目前，52 个非洲国家以及非盟
委员会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致力于破解自身发展
瓶颈。

非洲国家的积极参与是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的一道亮丽风景。

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开幕
在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是本
次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中方愿同
非方一道，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
道路上继续结伴前行，将“一带一路”
倡议同非盟《2063 年议程》及非洲各
国发展战略有机对接，不断擦亮中非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金字招牌，
推动中非互联互通合作加速驶入快
车道。

首批从马来西亚采购的鲜食榴莲陆续抵达
本报讯 我国商家从马来西亚采购

的首批鲜食榴莲正陆续抵达。8 月 25
日，约20吨鲜食榴莲在郑州新郑国际机
场完成通关；26 日凌晨，又有约将运抵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中马两国官方日前在吉隆坡国际
机场举行了马来西亚鲜食榴莲出口中
国的首航仪式。此前，中马两国签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马来西亚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关于马来西亚鲜食
榴莲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

和南私人有限公司创始人、有马来

西亚“榴莲女王”美誉的张丽珠表示，鲜
食马来西亚榴莲是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希望把最好的品质带去中国。

据介绍，马来西亚鲜食榴莲遵循
“瓜熟蒂落”的自然法则进行采摘，不进
行任何人工催熟处理，这使得榴莲果肉
更加饱满，口感更为醇厚香甜。

曾经作为小众水果的榴莲，目前热
销中国市场，消费量逐年增长。仅去年
一年，东南亚对华出口榴莲总额就高达
数十亿美元。

（王 丰）

（上接1版）
加强网络空间思想引领——全国各级

各类学校积极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
堂、网络云课堂紧密结合，积极探索网络育
人新路径等。

加强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各地各部
门广泛开展劳动模范、时代楷模、道德模
范、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等模范人物和先进
事迹网络宣传，深入实施网络公益工程，健
全网络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崇德向善、见贤
思齐的网络文明环境逐渐形成。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占据网上主

流思想舆论阵地。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
更高昂，全社会共建共享网上美好精神家
园的氛围日渐浓厚。

管得住是硬道理

随着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亿万中国
网民在网络空间记录生活、展示技艺、分享
经验。海量的信息内容、丰富的文化生态，
在满足不同年龄段网民多元多样精神文化
需求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
念、道德素养、心理认知和行为规范。

网络文明越来越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
度的重要标尺，以及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上思想活跃、
观念碰撞，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媒介日新月
异，我们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创新内容
和载体，改进方式和方法，使精神文明建设
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对于加强网络安全管理，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制定网
络安全标准，明确保护对象、保护层级、保

护措施。哪些方面要重兵把守、严防死守，
哪些方面由地方政府保障、适度防范，哪些
方面由市场力量防护，都要有本清清楚楚
的账。”“要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
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面对一些网上乱象，各部门合力铸就
“铁拳”。国家网信办先后开展40余项专
项行动，围绕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等持续发力；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相关
规定，大力整治“霸王条款”、明令禁止“自
动续费陷阱”等违法行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
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
系”是重要内容之一。

8月1日，《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正
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针对网络暴力信
息治理的专门规章。《规定》的出台对于净
化网络空间、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

坚持诚信、尊法、理性，政府、企业、网
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网络空间正成为
有价值认同、有人文关怀、有情感归属的美
好精神家园。

用得好是真本事

互联网具有强虚拟性、强技术性、强交
互性、强渗透性、强覆盖性等特点，治理得
好，能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增添
强大引擎；治理不好，网络空间就可能沦为
舆论漩涡，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负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互联网这一关必须要过。”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
给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新机遇、新动能，增
添了新活力。

近年来，我国大力加强网络空间文化
培育——一批唱响时代主旋律、展示中华
文化审美内涵的优秀文艺作品，通过网络
的二次传播，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有效提振
民族精气神；云逛博物馆、云音乐会、云展
览、云旅游、云观影等线上文化消费新场
景、新模式不断丰富，数字文化产业规模持
续壮大；一场场对传统戏曲的新颖编排等
在网上“出圈”，激活中华文化的“一池春
水”，让网民在交互体验中感悟网络正能量
的底色与力量。

《中国网络文明发展报告2023》显示，
我国网络空间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网络文
化精品持续涌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绽放
异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精神文化
需求。

此外，对于“用好”互联网来说，重要的
是充分利用互联网传播速度快、触达范围
广、互动性强的特点，不断增强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的感染力。

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涵盖互联网领
导管理、正能量传播、社会协同治理、网络
法治、技术治网等方面的网络综合治理体
系，推动实现互联网由“管”到“治”的根本
转变。

新时代以来，网络文明建设被摆在前
所未有的重要高度。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指引下，我国网络文
明建设顶层设计逐步完善，网络空间文化
培育创新开展、道德建设蔚然成风、行为规
范更加完善、生态治理有力有效……网络
文明犹如缕缕春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为
同心共筑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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