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的最后两
天，云南临沧迎来
了交通发展的历
史性时刻——
12 月 30 日，
大（ 大 理 ）
临（ 临 沧 ）
铁 路 建 成 通
车。

大临铁路
的通车，标志着
临沧结束了不通铁
路的历史，古老的佤
乡大地上第一次开进火车 ,
悠悠鸣笛响彻崇山峻岭，唤醒着这
片绿水青山。

大临铁路北起大理白族自治
州大理市，经大理、巍山、南涧，
跨越澜沧江后，经云县至临沧市
临翔区，全长 201 公里，设计时
速 160 公里 / 小时。开通运营后，
乘坐火车从临沧至大理仅需 1 小时
37 分，至昆明仅需 3 小时 37 分钟。  

临沧因依傍澜沧江而得名，
与缅甸山水相连，有 3 个县与缅甸
接壤，拥有 3 个国家级口岸，沿边
开放优势明显，是中国国家级边境
经济合作区和国家级重点对外开放
地区，也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
射中心的前沿门户。然而，长期以
来，受制于历史、地理、经济、社

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临沧沿边优
势明显与基础设施滞后形成鲜明反
差，出行难、运输难是长期以来临
沧发展的最大短板。

大临铁路建成通车，标志着
制约临沧发展的交通瓶颈将彻底解
除，制约临沧工业发展的物流成本
将大幅降低，临沧引入优质工业投
资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将极大释放，
临沧绿色食品精深加工迎来发展良
机。 

旅途的缩短也将为铁路沿线

地区旅游业发展带来机遇。在大临
铁路通车之际，临沧市推出了以体
验佤族文化为重点的佤山风情自驾
之旅，以体验临沧特有的边地民俗
文化和中缅跨境异国风情为重点的
边关秘境自驾之旅，以体验昔归、
冰岛古茶文化为重点的冰岛昔归寻
茶之旅，以体验悠久茶马古文化为
重点的滇红茗茶寻根之旅，以康养、
乡村旅游为重点的乡村休闲康体之
旅等精品旅游路线。 

在 2020 年 12 月 30 日昆明开

往临沧的首趟列车上，有三分之二
的乘客是前往临沧游客。“售票系
统一开通，我们就订票了，打算在
临沧深度游览一番。”从昆明前往

临沧的王女士说。
  此外，大临铁路开通

将使临沧区位优势得到进
一步释放，将极大促进
临沧边境口岸与中国其
他地方的联系，加快实
现云南与东盟的互联互

通。“我们的客户主要
在昆明，每次至少需要运

输 500 吨货物，以前通过汽
车运输到昆明，运输时间为 24

小时。铁路对于企业来说是便捷且
急需的交通设施，期待在不久的将
来，铁路可以修到清水河口岸。”
听说大临铁路通车的消息，缅甸滚
弄—户板—清水河边境贸易商会会
长杜伦伦玛对铁路带来的机遇充满
了期待。

据报道，作为云南“十三五”
期间（2016-2020）交通扶贫重点
项目，大临铁路于 2015 年 12 月 6
日开工建设。5 年来，中国近万名
铁路建设者为大临铁路如期建成贡
献了自己的力量。这条铁路也因建
设难度之大、工程之艰巨、施工之
复杂，开创了数项“中国铁路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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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离缅甸更近了
大临铁路建成通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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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南亚东南亚语种
翻译发展论坛举办智库多交流 友谊共增进

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雷著宁：

12 月 24 日，2020 首 届 昆 明
南亚东南亚语种翻译发展论坛在
昆明举办。

本次论坛以南亚东南亚语种
翻译国际合作、南亚东南亚语种
翻译发展、南亚东南亚语种人工
智能翻译发展为主题，通过专业
论坛、沙龙讨论、闭门会等多种
形式进行研讨，目标是建立合作
与交流机制，将昆明打造成面向
南亚东南亚的翻译发展基地。

参加论坛的有缅甸、泰国、
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斯里兰
卡驻华大使馆外交官，北京外国
语大学以及云南大学、云南师范
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众多高校
的专家学者以及翻译科技企业的
代表。                        记者 张雁群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因工
作第一次去缅甸，这个国家给我留
下了深刻印象。”云南省社会科学
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
院缅甸研究所（下称缅甸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雷著宁回忆，当时，
他在原云南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
工作，公司与缅甸开展了许多合作。

“那时起，我和缅甸就结下了
不解的情缘。”雷著宁说，2006 年，
他来到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
所工作，主要以研究缅甸为主，他
去缅甸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我
很珍惜和缅甸智库专家的友谊，他
们也很珍惜与我们的交流机会。”
雷著宁认为，只有彼此真诚，才能
在交流中增进互信和友谊。

“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
所成员吴温伦已经 80 多岁高龄，

得知我喜欢缅甸的茶叶和咖啡，他
每次到中国出差，都会提前备好最
好的茶叶，不远千里为我捎来；我
在学习缅甸语的过程中，遇到了困
难，缅甸调查研究所副总裁与高级
执行顾问桑吞昂博士知道后，建议
我跟着电视剧学习缅语，为我刻录
了许多缅语配音的中缅电视剧光
碟……”这些生动感人的故事都牢
记在雷著宁心中。

2016 年，缅甸研究所正式成
立。从那时起，雷著宁与所里的其
他同事一起，为不断拓宽中缅交流
渠道、创建中缅智库交流平台而努
力。“现在，我们所和缅甸外交部
下属的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
所，以及缅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缅甸调查研究机构、仰光大学、曼
德勒大学等机构和高校开展了广泛

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雷著宁介绍。

2017 年，作为主要承办机构

之一，缅甸研究所在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参与举办了“首届中缅智

库高端论坛”。雷著宁认为：“论

坛为中缅智库机构开展双边对话与

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

现在，中缅智库高端论坛成功

举办了三届。让雷著宁最开心的是，

缅方专家对论坛越来越重视，参与

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去年，论坛首次在缅甸举行。

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席吴

纽貌盛阁下希望论坛为促进缅中民

心相通和缅中友好交流合作发挥积

极作用。” 雷著宁说，这也是他

的心声。

记者  张莹琳

资讯胞波情深

　　12 月 30 日上午 10 点整，伴随一声长鸣的汽笛，满载着 690 多名旅
客的 D8128 次 “和谐号”动车组缓缓驶出临沧站，一路驰骋奔向昆明。
10 点 06 分， D8127 次动车组从昆明发车，驶向临沧。至此，大理至临
沧铁路正式开通。                                                             记者 李秋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