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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开放高地

“三不沿”贵州，何以冲破大山外联世界？

——西部陆海新通道大型融媒体联动报道·贵州篇

数说陆海新通道

■2023年，贵阳国际陆港开行西部陆海新

通道铁海联运班列 193列9741标箱

■自运营以来，陆海新通道运营贵州有限

公司累计组织开行 365 列，到发集装箱超

20000余标箱，货值近35亿元；共开通了陆海

新通道、黔粤通道、跨境铁路等27条班列线路，

主要服务贵州 5大产业，涵盖特色农产品、建

材、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和基础材料等

■2023年，乌江集装箱运输实现首航

■2023年12月，贵阳—加尔各答国际货运

航线正式开通

■贵州、重庆两省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

《渝黔深化合作推动乌江航运高质量发展建设

实施方案（2023—2027年）》，计划用五年时间

共建29个重大水运项目，总投资约383亿元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冯倩 整理）

“企业大部分产品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向南，经陆路运至
广西的出海港口，再经海运抵达东南亚国家，出海时间大幅缩
短。”遵义七味茗香茶业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喻能红说，“借
助西部陆海新通道，我们已和东南亚多家茶企建立了长期合
作关系。”

放眼全球，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创新落子，已重塑贵州开放
空间，贵州制造已从“卖向全球”逐步向“扎根全球”转变。

一个小小打火机，从贵州一个小县城漂洋过海到俄罗斯、
东南亚、非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量约6亿只，是如何
做到的？

因紧邻广西钦州港出海口，又要解决当地人口就业问题，
2017年，黔南州罗甸县引进了贵州中焰环兴实业有限公司，
作为一家从事打火机研发、制造和出口为一体的综合性民营
企业，目前，公司拥有42条生产线，拥有砂轮机、防风机、LED
照明打火机等9个系列打火机产品，日产120万只，年产值
8000万元。

为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罗甸县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打通钦州港打火机出口通道，在钦州港外设置打火机临
时查验场地，并在钦州港开展打火机出口作业。去年4月，还
建成罗甸（边阳）工业园区打火机检测室，为打火机出口检测
提供便利。

同样受益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还有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以下简称贵阳飞力达）。

“我们目前计划开展冷链水果进口业务，将泰国的榴莲、
山竹采用冷藏箱运到老挝后，搭乘中老班列运到贵阳。”春节
刚过，该公司总经理陈伟就开始谋划今年公司的新业务，拓展
新市场。

作为一家综合物流服务企业，贵阳飞力达与贵州省多式
联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运营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项目，在
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与北港物流的合作，大力发展陆海新通
道进出口铁海联运项目。

“我们希望能够建设一个完整高效的供应链协同生态平
台，为贵州本地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企业提供门到门、
端到端的优质物流供应链服务。”陈伟表示，下一步，贵阳飞力
达将继续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层次挖掘贵州本土
有进出口意向的货源及商机，助力本土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

贵州将东南亚市场定为扩大对外开放的主攻目标，既有
良好合作基础，也有明显区位优势。此前，流动的国际班列
上，酱香白酒、贵州茶叶、正安吉他、电子元器件等贵州外贸产
品畅销东南亚。

如今，借力陆海新通道，贵州正从数字贸易、生态文明、人
文教育、旅游市场等方面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
扩大对外合作“朋友圈”，在积极融入国家战略中赢得贵州发
展，作出贵州贡献。

通道产业发展转变优势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冯倩

2月6日，载有铝矾土的铁海联运班列，从贵阳国际陆港出发，沿铁路南下，经广西
钦州港东站销往东南亚等地。数据显示，2023年，贵阳国际陆港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
铁海联运班列193列9741标箱。

2021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强调，要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加快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相隔一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提出巩固

提升贵州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地位。
贵州的潜力在开放，后劲也在开放。赋能开放发展，辐射西部地区，一座内陆城市

正沿着一条国际物流大通道加速向世界延伸。
开建新项目、运行新线路、创造新平台，贵州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加入西部陆海新通

道“13+2”省际协商合作机制，不断拓展西部陆海新通道覆盖面和影响力，对内助推西
部省市开放发展，对外衔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在优化开放布局、加快要素流
动、创新开放制度、强化平台建设等方面下足功夫，将独特区位优势更好转化为开放发
展优势，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三不沿”（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的贵州，如何
置身开放前沿？答案是加入陆海新通道建设省区市，
相继与兄弟省区市签署合作共建“陆海新通道”协议，
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向纵深发展。

时间追溯至2017年，贵州与广西、甘肃、重庆签署
了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陆海新通道前身）的框
架协议。2019年，贵州又与重庆、广西、甘肃、青海、新
疆、云南、宁夏在渝签署共建“陆海新通道”框架协议。

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发布，标志
着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身处“一纵两横
三角”黄金点战略区位优势的贵州，自贵南高铁全线投
入运营以来，南北向的渝贵铁路—贵南高铁，西北东南
向的成贵高铁—贵广高铁，东西向的沪昆高铁，三个重
要铁路通道在贵阳汇合。以贵阳为中心的贵州高铁

“十”字形主骨架更加稳固，让该省“北通、南达、东进、
西联”更为便捷，进一步巩固贵州西南陆路交通枢纽的
地位。

按照“统一品牌、统一规则、统一运作”原则，2019
年，遵义与重庆组建了首个陆海新通道区域平台贵州
陆海新通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现称陆海新通道运
营贵州有限公司），这也是贵州与重庆加强两地协作、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成果。

数据显示，自运营以来，陆海新通道运营贵州有限
公司累计组织开行365列，到发集装箱超20000余标
箱，货值近35亿元；开通陆海新通道、黔粤通道、跨境
铁路等27条班列线路，主要服务贵州5大产业，涵盖
特色农产品、建材、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和基础材
料等。

合作仍在继续。去年，贵州铁投集团子公司贵州
省多式联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正式加入陆海新通道运
营贵州有限公司，共同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
班列品牌。

加强省际协商合作，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条“路”被
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一直以来，重庆、贵州两省市形
成了集快速铁路、高速公路、内河航运于一体的综合交
通网络，在旅游、能源、贸易等方面紧密合作，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区域协调发展之
路，为西部地区开放发展注入新动能。

黔渝合作早已渐入佳境。2018年4月，黔渝两地
签署《重庆贵州合作框架协议》；2019年3月，渝黔共
同编制完成的《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正
式对外公布；2020年，重庆、贵阳两地相继出台推进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实施方案，贵阳提出从产业、信息、
贸易等8个方面建设通道经济走廊，推动沿线城市联
合试点设立多式联运一单制集成创新协同试验区。

遵义市委副书记、市长黄伟表示，作为西部陆海新
通道的重要节点城市，过去一年，遵义加快建设瓮马铁
路北延伸线、贵州黔北现代物流新城专用铁路，完成兰
海高速重遵扩容工程，德余高速建成通车，贵州乌江集
装箱航线（余庆—重庆）正式开航，黔粤通道“遵义号”
陆海联运班列常态化运营，新舟、茅台“双机场”开放能
级不断提升，全市大综合交通体系不断健全，西部陆海
新通道战略支点作用愈发凸显。

合作共建融入国家战略

将区位优势转为开放发展优势，冲破大山、外联世界，贵州
不断拓宽“通道”之路。

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主通道建设为主，目前贵阳已经逐
步形成了“中有都拉营、东有龙里、南有改貌、西有湖潮”的铁路
物流环形枢纽。在贵阳，顺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可以北接渝新欧
班列、南连广西北部湾港口，形成南下出海、北上川渝乃至出国
的物流通道节点，贵阳铁路沿线从“通道经济”逐步向“枢纽经
济”转变。

区位优势愈加明显的情况下，为破解贵州对外开放中存
在的口岸功能缺失、物流通道不畅、资源整合不足难题，2022
年，利用都拉营铁路物流港和贵阳综保区毗邻特点，贵州以中
欧班列开行为契机，按照“都拉营铁路物流港+贵阳综保区+海
关监管作业场所”联动的发展思路，打造了全国首个综保型国
际陆港——贵阳国际陆港。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贵阳国际陆港的发展只经历了短短
两年的时间。”贵阳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斌介绍，贵阳
国际陆港是国家重点培育的物流园区中的大型货运场站，在充
分利用贵阳综保区通关便利化及保税、免税等政策功能优势的
基础上，贵阳国际陆港依托场站优势，与沿海多个港口组成“陆
港联盟”，形成“多港联动、多式联运”的陆海联运体系，已成功吸
纳包括广西北部湾港在内的7个沿海港口相继入驻、挂牌运营。

借助贵阳及其周边市县布局的无水港和四通八达的铁路网
络，贵阳、遵义等地先后开通“广西钦州港—贵阳改貌—客户商
家”“遵义阁老坝—广西钦州港”“湛江港—都拉物流港”等班列，
形成了黔桂铁路通道、黔粤铁路物流通道；加上中欧班列、中老
班列、中亚班列等国际班列的开通，贵州成为在国内辐射西南、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在国际上连接“一带一路”、RCEP有关国
家的货物集散中心。

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除了铁路，贵州在航空、水运、公路上
也奋起直追，大力构建立体交通网络，进一步丰富贵州外贸货物
出山出海大通道。

水运方面，2021年，乌江黄金水道被唤醒，实现全线复航。
2022年，思南港邵家桥港区建成，这是乌江复航后全省首个投
入运营的“港口园区化”项目。2023年，乌江集装箱运输实现首
航，为黔货出山开辟新的战略通道；同年11月，2200立方米非
洲进口“红木”历经百天“江海联运”“干支联运”的大宗物资国际
货运航程，首次运抵贵州码头，乌江航运开启进出口国际货运新
通道。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贵州、重庆两省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
发《渝黔深化合作推动乌江航运高质量发展建设实施方案
（2023—2027年）》，计划用五年时间共建29个重大水运项目，
总投资约383亿元。

航空方面，去年12月，贵阳—加尔各答国际货运航线正式
开通，这也是贵州“一局四中心”（国际邮件互换局、国际货运
中心、国际快件中心、海关监管中心、保税物流中心B型）的第
一条国际货运航线。贵州“一局四中心”是贵阳作为西部陆海
新通道重要节点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可弥补贵
州空港口岸功能不全短板，为贵州国际航空枢纽
扩大辐射效应、推动“客货并举”发展提供重要支
撑，增强全球要素资源集聚运筹能力，全面提升
贵州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节点地位和枢纽
功能。

发展多式联运顺畅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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