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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铁路：肩挑两洋连接三亚
国家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主任习近平在3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要
围绕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发挥共
建“一带一路”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快
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
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
发展水平。

“发挥共建‘一带一路’的引领带动
作用，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
纽。”这样的提法，简直就像对云南综合
交通发展规划量身定做般的呼应。云南
地理位置独特，往东可进入太平洋，往
西可进入印度洋；云南还是陆上连接南
亚、东南亚、东亚的一个重要结合部。
云南的五网建设，最重要的就是路网。
在云南，修铁路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
设。铁路关系着“一带一路” 的五通建
设，铁路关系着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
心的功能发挥。没有云南铁路的大发

展，就不可能有云南的跨越式发展。
云南十八怪中有一怪：火车没有汽

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说的是百年前
的云南，复杂崎岖的地形制约云南的铁
路交通，省内的第一条铁路不通向国
内，而与越南相通；一百年过去了，云
南还有七个州市没通铁路，这七个州市
从北到南依次为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和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除了迪庆外，其余均与缅
甸接壤，西双版纳还与老挝接壤，普洱
还与老挝、越南接壤。可以说这一大片
区域旅游资源和生物资源丰富，在面向
东南亚、南亚开放中，地理位置优越，
可在现实中，因为交通物流普遍落后，
区位优势还没有真正变为发展优势。当
地人去昆明，七成以上选择乘坐大巴，
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坐飞机花费多、变
数大。所以，从普惠性上讲，火车远胜
飞机，特别是高铁，中短途的优势是飞

机无法比拟的，事实上对国内游游客也
是如此。清晨，他们站在生机盎然的坝
子上，遥望着另一边的山麓，盼望着铁
路修到他们的家乡，对于他们，铁路是
机会的天路；对于游客，铁路是诗和远
方的天路；对于小城市，铁路是进一步
发展的天路。再过两三年，这些难于上
青天的“滇道”就会被摆平，当铁路铺
过来时，火车也就来了。丽香铁路、大
临铁路和玉磨铁路，会在未来三年内陆
续开通，而最难修的大瑞铁路，预计在
2022年完工，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就会看到火车朝他们家乡开过来了！

在云南修铁路真的很难，云南首条
铁路是与越南相通的滇越铁路全长约
859km，越南段394km修了三年，而云
南段465km修了近7年，云南段比越南
段的艰巨程度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两端为隧道、下方为万丈深涧的桥梁比
比皆是；南昆铁路，70年代规划，90年
代才动工，全线前后修建了7年，平均

每 年 才 修 100km； 即 使 在 当 今 ， 大
（理）瑞（丽）铁路，工期从5年延长到
13年，就是卡在了一条隧道上。七个州
市中，六个已经在修铁路了：普洱、西
双版纳方向是玉磨铁路，是泛亚铁路中
线，也是中老铁路的一部分，要穿越哀
牢山、无量山，跨越元江、把边江和澜
沧江；保山、德宏方向是大瑞铁路，是
泛亚铁路西线，要穿越苍山和怒山，跨
越澜沧江和怒江；临沧方向是大临铁
路，也位于断裂带上，跨越澜沧江；迪
庆方向是丽香铁路，跨越金沙江，地质
条件更为恶劣，修建难度或许和青藏铁
路差不多。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国家大
力支持及云南省多年努力，云南铁路特
别是高铁建设飞速发展，近年来，国家
相继出台了《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2017- 2030
年）》等一系列重大交通规划及实施意
见，事关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批重
大项目纳入其中。

＞大通道

高空俯瞰绿色丛林中的橄榄坝特大桥。李军涛 摄

中老铁路国内段第一长桥开始铺架
昆明至万象可望夕发朝至

3月23日10时18分，一片长32米，重134吨的T梁稳
稳架设到玉（溪）磨（憨）铁路橄榄坝特大桥桥墩顶，标志
着中老铁路国内段第一长桥铺架拉开序幕，这是中老铁路国
内段首次桥梁铺架，为全线铺架奠定了基础。橄榄坝特大桥
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全长3.5公里，共有桥墩
108个。预计今年6月底完成。

据悉，中老铁路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首条以中方为
主投资建设、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
铁路网直接联通的国际铁路。线路全长1000多公里，建成通
车后，昆明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仅需3小时左右，至
老挝万象有望夕发朝至。

昆明至香格里拉高铁明年通车！全程4小时！
3月27日，历经1424个工作日的拼搏，丽香铁路香格

里拉段架梁通道控制工程——宗思隧道顺利贯通，这是全线
第一座贯通的大变形隧道，为丽香铁路的开通奠定了坚实基
础。丽香铁路是滇藏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铁路穿过玉龙
雪山、哈巴雪山、虎跳峡等著名景区，被誉为“最美天
路”。丽香铁路将于明年年底通车,那就意味着昆明到香格里
拉最快只要4个小时！建成通车后，游客就可以早上在丽江
古城喝茶、中午在独克宗古城漫步啦。还可以走进香格里
拉、去梅里雪山看日出、在普达措赏杜鹃。

中缅国际铁路大瑞铁路段2022年建成
大理到德宏仅需3小时！

截至3月10日，大瑞铁路德宏段累计完成投资37.3亿
元。芒市至腾冲猴桥铁路和芒市至临沧铁路已列入国家中
长期铁路网规划并已纳入2019年的重点前期项目，前期工
作稳步推进；中缅铁路主通道瑞丽至木姐至曼德勒铁路建
设也在积极推进中。大瑞铁路预计2022年建成大瑞铁路东
起云南省大理市，向西经保山、芒市至中缅边境口岸瑞
丽，是泛亚铁路西线中缅国际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长约330公里，预计将于2022年左右建成，届时由大理
去往瑞丽车程将由现在的公路七八个小时缩短至铁路三个小
时左右。

滇越铁路首开洲际海铁联运新通道
进口澳大利亚铁矿石入境

3月4号上午，装载着澳洲进口铁矿石中亚米轨
货运班列缓缓通过中越河口口岸铁路大桥，在河口北
站顺利换装准轨货物列车。这是滇越铁路首次运输来
自大洋洲的跨洲际海铁联运货物，标志着继中越跨境
货物列车班列化开行一年后，以滇越铁路为运输途径
的国际货运通道正式开辟洲际、海铁联运新通道。

按照计划，澳洲进口铁矿石项目将在1个月内完成
8.2万吨协议运量，每天按5至8趟、3000吨组织开行货
运班列。 相对于以前从防城港过来，通过这条线路运
输，节省运距500多公里，大大提升营运的效率。

国际班列助云品走出去
阳春三月，一列中欧班列从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

缓缓驶出。列车上装载着云南生产的金属脚手架，26
天后，这批货将到达比利时的工厂。记者从云南洲际
班列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获悉，2018年，该公司累计完
成国际班列货运量37810.79吨，同比增长89.56%。

2015年，云南洲际班列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并成
功开通运营中欧班列。中欧班列贯穿了丝绸之路经济
带，开启了云南直通欧洲的铁路运输模式，为中国西南
地区物资出口欧洲开辟了一条新的国际物流通道，也为
南亚东南亚国家的物资转运到欧洲国家提供了便利。

该公司积极开拓云南通往南亚、东南亚的国际货
运班列运输渠道，开始尝试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铁
路联运、公铁联运、跨境公路运输、海铁联运等方
式。到达及发送货物包括欧洲食品、饮料、奶粉、酒
水、泥煤、脚手架及配件、金属制品、模具、水泥生
产设备等。在短短3年时间里，中欧班列、中越班
列、中新班列（南向通道项目）先后开运、实现跨境
多式联运。根据市场需求，还先后开通了昆明-泰国
曼谷、澳大利亚-昆明、昆明-日本等往返线路。

目前，国际班列的全球货运网点布局已延伸至荷
兰、波兰、德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
印尼、新加坡、越南等十余个国家。深度发挥了昆明向
西北连接欧洲，向南对接东南亚、南亚和国内珠三角地
区的优势。 本版集纳（泛亚铁路图片仅供参考）

3 月 30 日至 4 月 22 日，欢乐大世界第三届云南抚仙湖樱花节在抚仙湖环湖东路世家
村举行。婀娜多姿的云南樱花、日本樱花、台湾樱花、加拿大红叶樱花等 58 个品种 5 万株
樱花、10 万株鲜花在美丽的抚仙湖畔盛放 500 亩，形成 2.5 公里樱花海岸线，堪称世界一
绝。多年来，澄江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施抚仙湖退田还湖工程，抚
仙湖稳定保持Ⅰ类水质，入选第三批云南省生态文明县。 熊明摄影报道

粉紫色球形花苞的“迷雾泡
泡”，火红的“卡马拉”，披着阳光般
金色的“狂欢泡泡”……这些中国鲜
花市场上的新品种，均出自荷兰鲜花
育种商迪瑞特之手。作为世界上历史
最悠久的玫瑰育种公司之一，迪瑞特
已有百年历史，目前主要从事盆花玫
瑰种苗、切花玫瑰种苗、玫瑰鲜切花
等生产。来云南玉溪六七年，迪瑞特
在中国鲜花行业推广了50个玫瑰新
品种，占市场上玫瑰新品种的六成。
迪瑞特连年保持高利润率，生产规模
也在不断扩大，投资1亿元人民币、
占地240亩的新基地即将落成，“新

基地的设施，赶得上荷兰的一流水
平。2012年我们来到玉溪时，仅引
进了几十个新品种测试。到 2018
年，我们引进了两三百个！近3年我
们的营业额增长都在60%以上，从中
可以看出新品种火了，知识产权保护
严了。” 由荷兰多家种苗公司合并而
成的橙色多盟集团亚洲区总裁朴延珠
介绍，截至2018年年底，来滇投资
花卉产业的外商企业达30余家，外
商投资总额4.6亿元人民币。当地的
外国育种公司也从迪瑞特一家增长到
10多家。

徐元锋 《人民日报》

“洋玫瑰”扮靓中国花卉的“春天”
——外国育种公司扎堆云南花卉产业

用软尺精准测量顾客的趾围、跗围和兜
跟围，在30多层纯白棉布上引2100多针纳
出千层鞋底，再经过切、包、圈、纳、锤等90
多道手工工序后，一双崭新的手工千层底布
鞋才算完成。这是《中华老字号》纪录片里
属于老字号内联陞的影像。

杏花村、全聚德、同仁堂、六味斋、王致
和、云南白药、玉林药业、宣威火腿……提到
老字号，不少人会如报菜名般地脱口而出许
多名字。历史悠久、世代传承、工艺可靠是老
字号身上的标签。中华老字号大多具有百年
及以上的历史，一般而言，成立时间不晚于
1956年。2006年和2011年，商务部分批次认
定了部分中华老字号企业，至今共有1128家
传统商号企业获得认证，涉及餐饮业、工艺
品制造业、纺织制造业等22个行业。

2019年1月1日，由山西、河北、湖北、吉
林、云南五省联播的电影纪录片《传奇老字
号》同步播出。28天后，另一档关于老字号
的纪录片节目——《中华老字号》第一季也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推出，并
在视频网站同步播出。

许多老字号至今仍没有形成工业化流

水生产的规模。一双内联陞的手工布鞋，制
鞋师傅需要5天左右才能完成；戴月轩的湖
笔，要由制笔师傅在灯光下一根一根地将没
有峰颖、细若毫毛的毛料一一挑出；瑞蚨祥
店内精美的京绣旗袍，由绣娘一针一线制
作，需要1年左右。在商品生产经营方式发
生深刻变革的今天，这些老字号仍然坚守当
年的传统，秉承着“己成，则物成”的初心，打
造老字号的“金字招牌”。

2017年初，中华老字号的保护发展被列
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老字
号自身也在不断做出努力。积极入驻电商
平台，发起线上线下的各种营销活动。
2019年 1月28日，“中华老字号故宫过大
年”展正式开幕，近150家老字号品牌首
次走进故宫卖年货。稻香村也与故宫合作
推出糕点礼盒，因其精美的外观和别具心裁
的文案，甫一上线就变成了“网红爆款”。上
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老字号都经历过
企业改革的艰辛，其中有一些消失了，但
是大部分老字号都凭借一股‘闯劲’和创新
精神活了下来。

何欣禹《人民日报海外版》

老字号擦亮金招牌
3月28日，一则“用美国方式生吃

云南市场上所有蘑菇”的短视频，上了
微博热搜。视频中，一个老外生吃了
十多种菌子，让不少云南观众替他捏
了一把汗。到4月1日该则视频的观
看次数已超过300万次。

这个外国人叫郭杰瑞，原名
Jerry Kowal，是美国人。因向往中国
文化，从2017年7月起，开始拍摄中
文视频并上传到网络平台，至今已经
更新了300多则视频。视频内容主要
是试吃中国菜、对比中美生活方式差
异等。在吃菌子的这则视频中，郭杰
瑞向网友介绍，在美国，有很多人喜
欢吃生蘑菇。他要用“美国方式”来
吃“中国蘑菇”。于是，拿着70元
钱，来到昆明篆新农贸市场。

在云南方言里，管“蘑菇”叫作
“菌子”。看了郭杰瑞买的那些菌子，
让人不禁为他松了一口气——原来，
都是人工菌，并非野生菌。有银耳、
金针菇、鸡油菌、白参菌、黑皮鸡公
式菌、羊肚菌，还有松茸等。

记者问他：你为什么会想到生吃

菌子？不害怕中毒吗？
郭杰瑞回答：我从来没有觉得

蘑菇是有毒的，因为在美国，我们
一般都是生吃蘑菇，我们还有生蘑
菇沙拉。听说云南松露特别多，但
是你们都不爱吃，我要带着猪去山
上找松露。可惜这个猪，我借了好
久都没借到。

李荣 马雯 摄影报道

郭杰瑞：用美国方式吃中国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