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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飞

从2019年8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
划》发布之日算起，今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过
的第4个“年”了。中国年味儿，沿着这条大
通道向东南亚等地蔓延开来。

大年初一，新春首趟西部陆海新通道铁
海联运班列满载着“重庆造”新能源汽车等年
货，从位于沙坪坝区的团结村中心站驶出，迎
着兔年第一缕阳光前往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等国家。

春节期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开行量
同比增幅创历年新高，重庆发车18列，货运
标箱量同比增长50.5%；接车30余列，货运标
箱量同比翻倍。

“重庆造”“新疆产”等中国年货，与越南、
泰国等地的特色产品“双向奔赴”，不仅为沿
线千家万户增添中国年味儿，更为沿线国家
和地区带来新机遇，绽放勃勃生机。

一

春节，最不能少的就是一口年味儿。特
色美食，不仅满足味蕾、抚慰乡愁，更带来无
限商机。数据显示，海外关于“中国年货”的
搜索量比平日增长了23倍。年货，成为各地
恢复提振消费的“爆款”。

今年春节，火锅底料、麻花、柑橘、梁平张
鸭子、江津米花糖、忠县腐乳等重庆特产，新
疆哈密瓜和坚果、宁夏枸杞原浆和红酒、广西
螺蛳粉、贵州茶叶、西藏牛肉干等越来越多的
西部特色产品，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飘香海
外，成为当地新的外贸增长点。

“新年换新，家进斗金。”新年换新，寄托
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带动下，越来越多的
汽车、摩托车、手机等“重庆造”新鲜出炉，在国
内外市场广受青睐。以汽车为例，2022年长
安汽车海外销量达 24.9 万辆，同比增长
57.3%；今年以来，“重庆造”新能源汽车首次经
由中老铁路出口，赛力斯新能源车型亮相欧洲
斩获订单、睿蓝汽车新能源车销往南美洲……

“重庆造”汽车在海外市场路子越走越宽。
目前，重庆口岸和重点枢纽周边集聚汽

车制造、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企业超过
8000家，每年实现工业增加值超过2000亿
元，市场交易额超过7000亿元，为扩大内需、
融入双循环注入新的动能。

可以预见，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
速跑”，不仅在春节这种时间节点，在更大的
时空、更广的领域，内外贸版图将进一步“翻
新”。

二

在最新发布的“重庆年货市场资讯”中，
有一项数据引人关注：车厘子、草莓、榴莲等
进口水果，稳居“年货热销榜”前列。

对此，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贡献越来越
大。拿今年春节期间的“爆款”年货榴莲来
说，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开通前，泰国榴莲难以
深度开发中国西部市场。那时候，榴莲进口
需要先经海运抵达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再转
运到西部，过长的物流时间影响果品新鲜度，
高昂的物流成本制约市场竞争力。

如今，西部陆海新通道将泰国榴莲到中
国西部地区物流时间缩短约6天，每集装箱
节约成本约2000元，榴莲品质更有保障，价
格也更加亲民，成为市民购物车的常客。

除此之外，印尼起酥油、越南香蕉干、泰
国榴莲、老挝糯米、越南巴沙鱼、柬埔寨香蕉
等东南亚特色产品，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更
为快捷地进入中国市场，成为中国年货经济
的新宠。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是我国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重大战略。如今，其受益者不仅是重
庆、广西等中国西部省份，东南亚、南亚等沿
线国家和地区也对这条大通道越来越受重
视。

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中国与老挝合
作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与柬埔寨合作
探索“中柬香蕉产业园”项目；依托马来西亚
棕榈油、橡胶、石油等资源，推动形成陆海新
通道马来西亚供应链资源中心等。

数据显示，去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
与东盟国家运输5.3万标箱，货值135亿元，
带动重庆与东盟进出口贸易额从2017年的
794.2亿元达到2022年的1266亿元。

好的势头在延续。从大势来看，随着
RCEP的推动和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
西部陆海新通道将持续做大做强“通道经
济”，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更多更好
地共享中国市场红利。

从陆海新通道的年味儿，看内外贸“翻新”

□本报记者 赵迎昭

1月29日，歌乐山红梅飘香、春风和煦。
位于山麓的渣滓洞景区，热度颇高，游客在门
前排起了长龙。

重庆日报记者走进景区院坝时，讲解员
王灿正在讲解：“红岩英烈牺牲时，多在30岁
左右，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们为何要献
出年轻的生命？何敬平烈士的《把牢底坐穿》
给了我们答案：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

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成都游客李建带着3个孩子，紧跟着王

灿，一会环顾昔日的监狱，一会望着游客敬献
菊花，眼中满是沉思。“前辈们很伟大，用鲜血
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他感慨道。

讲解20多分钟后，王灿收回游客的无线
耳机，快步走向紧邻旧址大门的办公室。狭
小的办公室内，除了朴素的桌椅，再也没有其
他陈设。办公桌上，一盒红烧鸭还未开封，旁
边的米饭却有匆忙扒拉两口的痕迹。

“忙得连轴转，这不，饭菜都凉了。”王灿
搓搓手，笑着对记者说。

这是春节假期以来，红岩革命历史博物
馆讲解员的工作常态。春节假期，红岩文化

景区揽客22万人次，同比增长70.3%，其中最
热门的就是渣滓洞景区。

假期已过，渣滓洞景区依旧红火。1月
28日、29日，景区分别接待游客17876人次、
16350人次。通往景区的山路上，车辆缓慢
行驶，多是外地牌照；景区里，游客静静观看
展板上的英烈事迹，不时举起手机，记录烈士
遗物和诗歌。

今年是王灿在红岩工作的第12个年头，
几乎年年春节都要值班。但今年春节，他感
觉稍有不同。“我觉得游客对革命文化的需求
越来越大。”王灿说，参观渣滓洞的游客走马
观花的少了，希望聆听讲解、感悟红岩精神的
多了。

王灿在大年三十至初三值班，共讲解46
场。初七当天，渣滓洞景区5位讲解员共讲
解59场，其中王灿讲解11场。

“游客太多，我们只好轮流吃饭。”王灿介
绍，为保障游客聆听讲解的需求，其他景区向
渣滓洞景区支援了近300个无线耳机。讲解
员讲解完后，不仅要收集好耳机，还要注意给
耳机充电，保障下一批游客的正常使用。

“这么多游客来到烈士牺牲和战斗的地
方，说明他们没有忘记红岩英烈。观众迫切
希望了解红岩英烈事迹，这让我觉得累些也
值得。”说完，王灿向记者挥了挥手，匆匆吃起
了饭。他知道，还有游客在等待着他，等待着
走近红岩……

春节假期，红岩文化景区揽客22万人次
讲解员：希望聆听讲解、感悟红岩精神的游客多了

□本报记者 龙丹梅

1月29日，本报《“消失”的麻风村》见报后，引起不
少读者对皮肤病防治院（以下简称“皮防院”）医生如何开
展麻风病防治工作的关注。为此，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
万州区皮防院院长谭红军。

谭红军介绍，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麻风病不再是不
可治愈的绝症。对麻风病人早发现、早治疗，可有效减少
畸残、控制传播。自从被指定为重庆市麻风病收治定点
医院，承担渝东北片区10个区县麻风病收治工作后，万
州区皮防院一直在对院外治疗的麻风治愈存活者进行监
测复查，并对新发病人周边进行流调，这也成了他们重要
的工作内容。

时至今日，麻风病仍未被社会完全接纳，被确诊的
病人更是灰心丧气，对生活失去希望。但在经过系统
治疗后，不少治愈后的麻风病人结婚生子，过上了正常
人的生活。谭红军讲述了一例2019年的新发病例。患
者是一名大学生，毕业后在外打工，感染麻风杆菌后不
自知，双脚出现马蹄足的迹象。他瞒着家人来到万州
区皮防院求医时，两眼无神地对谭红军说：“我这辈子
已经毁了。”“只要你配合治疗，我们有信心让你恢复正
常生活。”谭红军告诉他，接着对他进行规范用药治疗。
患者体内的麻风杆菌得到抑制后，谭红军又联系医疗
机构为其进行了矫形手术。目前，这名大学生已经治
愈并结婚生子。

“麻风病有5到10年的潜伏期，由于人们掌握的医
疗知识有限，往往无法早诊断、早治疗，延误了就会致残
致畸。”谭红军说，他们通过麻风病样病例筛查、相关麻风
易感人群的早期监测、以及到新发现病例区域流调等方
式，主动寻找和发现病人。但皮防院的医生进行流调时，
往往要隐藏身份，或与当地卫生院的医生一起上门，称前
来检查皮肤病，才不会引起恐慌。

谭红军说，只要麻风病人早期确诊并治疗，完全可以
不留任何后遗症，“我们及时发现一例，就能避免一例畸
残。”

《“消失”的麻风村》后续报道

救治一线
他们与麻风杆菌“赛跑”

□本报记者 李珩

麻风病会遗传给下一代？麻风病无法治愈？1月29
日是第70届“世界防治麻风病日”暨第36届“中国麻风
节”，市疾控中心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主
任医师周爽表示，只要麻风病人早期确诊并治疗，完全可
以治愈，不留任何后遗症。

麻风病与结核病、梅毒一起被称为三大慢性传染
病。它是由麻风杆菌侵犯人类的皮肤和周围神经系统，
从而引起皮肤损害和肢体畸残的疾病。

周爽说，对于麻风病，人们往往存在以下五个误区：

误区一：麻风病传染性很强

在麻风病高流行区，普通人群感染麻风杆菌的现象
比较普遍，但对麻风杆菌都有一定的抵抗力，绝大多数人
不会发病。有资料显示，在夫妇双方有一人是麻风病的
情况下，另一方感染麻风杆菌后发病的概率不到5%。
因此，麻风病的传染性与其他一些严重的传染病相比还
是很小的。

误区二：麻风病无法预防

住房宽敞，空气流通，光线充足的居住条件可减少
麻风病的发病率，通过避免接触含菌飞沫、避免与麻风
病人密切接触可预防传染。在麻风病高流行区，劳动
中避免手足皮肤外伤，也可预防麻风病。当然，给予早
期发现的麻风病人及时治疗，消除其传染性是最好的
预防措施。

误区三：麻风病会遗传给下一代

麻风病不是遗传性疾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

误区四：麻风病难以早期诊断

目前，麻风病可以做到较早期诊断。麻风病早期症
状是浅色或红色皮肤斑片，边界模糊，常伴感觉丧失。怀
疑患麻风病时，应当尽早就诊。

误区五：麻风病无法治愈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家发现了许多有效的抗麻风
杆菌药物。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用利福
平、氨苯砜和氯苯吩嗪三种药物组成的联合化疗方案治疗
麻风病，疗效显著。目前，这一方案已经治愈了全世界
1300万病人。只要麻风病人早期确诊并治疗，完全可以治
愈，不留任何后遗症。

别怕！麻风病可防可治

【【关注世界防治麻风病日关注世界防治麻风病日】】

□本报记者 黄乔

日前，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站楼管理部
收到了一份“新年礼物”——旅客张先生寄来
的一面锦旗。

张先生在锦旗上留下八个大字——“乐
于助人 温暖人心”。他说，这代表他对重庆
江北国际机场航站楼流动问讯工作人员温
暖、贴心、优质服务的感激之情。

到底是什么事，让这位旅客千里寄锦旗？
今年元旦后，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乘坐

飞机的旅客发现，以往只在询问台接受咨询
的工作人员走出柜台，主动为旅客提供帮助。

“他们是流动问讯特色服务岗的工作人
员。这是为保障春运，我们全新推出的一项
服务举措，春运后还将持续为旅客提供流动
问讯服务。”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介

绍，流动问讯工作人员会穿梭在T3A航站楼
4楼出发层3号门和5号门之间，在出港高峰
时期与流程关键节点快速为旅客提供乘机指
引，及时帮扶首乘、老、弱、病、残、孕特殊旅客
顺利办理乘机手续。

钟婧就是流动问讯工作人员之一。前不
久，她看见T3A航站楼3号门附近有3位旅
客一直驻足，脸上满是焦虑。见此，她主动来
到旅客面前，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

“我们行李超重太多，托运费用高，又邮
寄不了，不晓得咋办了！”旅客张先生叹了一
口气说。

原来，3人从迪拜出发经重庆中转前往江
苏南京，共携带8个大行李箱，重达200多斤。

逾重行李收费较高，最好的方式就是将
超重部分的行李快递邮寄。“机场的快递柜台
我们咨询了，目前无法邮寄。”张先生说，现在

刚刚回国，大家也没有国内电话卡，打电话或
网上求助都行不通。

“不要着急，我来帮你们处理。”钟婧一边
安抚旅客情绪，一边掏出手机联系附近的快
递公司，但几家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均表示
不能到机场航站楼收取快递。

得知这一结果，3位旅客愁容又深了一
层，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走，他们不取件，我就带你们去！”钟婧
说着，就去附近找行李推车，决定用自己的私
家车载乘客到快递公司直接邮寄。

别看钟婧个子瘦小，她却娴熟地将8件
沉重的行李箱运送上了手推车，带领旅客一
路小跑前往停车场，赶去最近的快递点。

行李又大又多，她的车却不大，钟婧就开
着车“往返跑”。最终，在3个多小时后，她成
功帮助3位旅客邮寄好行李，并让他们顺利

赶上航班。
“真没想到刚回国就遇到这样的麻烦，

更没想到可以在重庆机场得到这么暖心的
帮助！太感谢了！”离开前，3位旅客特意来到
旅客服务中心，借来纸笔，写下两页多的感谢
信。

一面锦旗、一份感谢，承载了旅客对重庆
机场服务工作的赞誉和肯定。据了解，流动
问讯从1月1日启动至今，共帮扶旅客一万六
千余人次，获得表扬信5封、锦旗1面。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机
场还将持续深化问讯服务提升，开展旅客满
意度调研，在打造旅客无忧旅程上推出各项
更具特色的配套服务措施，为首乘旅客、无陪
儿童、老年旅客等特殊旅客，提供多层次、差
异化、个性化的“1+N”服务，让旅客感受到重
庆机场超越预期的“零距离”品质服务。

她驾车“往返跑”3小时 帮旅客邮寄超重行李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交通
开投轨道集团了解到，1月30日起，单轨2号线工作日8
编组列车最大上线数将由8列增加到10列。

8编组列车数量调整后，2号线高峰计划小时断面能
力增加962人次/小时，增幅达4.8%。其中，核心区段高
峰计划断面能力提升至2.09万人次/小时；全天运能由
目前的405734人次增加到415086人次，增加超9000
人次。

“2号线8编组列车工作日上线10列，双休日上线6
列，运行区段为较场口-天堂堡段。”重庆轨道集团相关
负责人称，这样精准的投放，能够有效提升2号线超高峰
时段、核心区段运输能力，降低列车满载率，缓解部分车
站客流大、上车难等问题，让上班族们的通勤之途更加舒
适、便捷。

据了解，此次新上线的2列 8编组列车为2号线
“2022款”新车，列车采用鼓型车体与流线型车头、车身
设计，与以前的6编组相比，视觉上更长、更灵动。一列
列车最大载客量1802人，较6编组多460人。车门上方
新增43.1寸动态地图显示屏，车厢连接处上方新增到站
显示器，硬件设施也更加人性化。

单轨2号线
8编组列车上新了

▲1月29日，渝北区中央公园，小朋友在草坪上嬉戏。
见习记者 刘旖旎 摄/视觉重庆

沐浴“春光”
1 月 29日，重庆多地暖阳相伴，不少地方气温都超过了

15℃，犹如“初春”。午后，公园里、广场上，不少市民在散步、锻
炼，尽情享受这惬意的时光。

◀1月29日，嘉陵江沙坪坝
区石井坡段江滩，市民在此迎着
阳光拍照留影。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1月29日，南岸雅巴洞江
滩公园，市民们正沐浴在暖融融
的“春光”里休闲玩耍。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