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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丝路”贯通全球
郑州枢纽建设速度飞快

——专访卢森堡货航CEO理查德·福森
郑报全媒体特派记者 聂春洁 武建玲 马健 段天博许婷婷 安璐 发自卢森堡

从这里，中欧班列走向世界
——探访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

郑报全媒体记者 黄永东 左丽慧 郭仕杰 发自乌鲁木齐

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2014年 6
月 27日正式开通，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
自此在全球范围内正式启动了双枢纽战略，
全力将郑州机场打造成为其在卢森堡本土机
场之外的另一个关键枢纽。得知郑报全媒体

“空中丝路采访团”抵达卢森堡，卢森堡货航
CEO 理查德·福森（Richard Forson）特意在
公司总部接受了“空中丝路采访团”的专访。

6月的卢森堡阳光明媚，在卢森堡货航总
部大楼里，记者一行受到了热情接待。理查
德·福森首先向记者介绍了卢森堡货航的基本
情况。他说，卢森堡货航成立于1970年，是欧
洲最大的全货运公司，目前拥有 28架货运飞
机，直飞全球 55个站点，间接站点还有 30个，
在欧洲有着完善的陆路运输网络。卢森堡货
航在全世界拥有 2100名员工，在卢森堡国内
也是一个重要雇主，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为
卢森堡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3年卢森堡货航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战
略投资人，经过和多个潜在资方沟通洽谈，最
终选择了河南航投作为合作伙伴。“当时我们
公司希望进一步扩大在中国市场的销售，而郑

州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交通、物流枢纽，符合
我们的发展需求。”理查德·福森表示，卢森堡
货航发展需要中国这样的广阔市场，借助卢森
堡、郑州双枢纽战略，卢森堡货航能够建立一
个真正全球化的航线网络，在亚太地区实现广
泛的业务覆盖。

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开通 5年
来，双方的合作在不断深化。2014年卢森堡
货航在郑州机场货物承运量仅为 1.5 万吨，
2018年增加至12.9万吨，年均增幅达71%；在
郑州机场的市场份额由 4.1%提升至 25%，位
居在郑运营货运航空公司首位；已开通 4条全
货机航线，周计划航班量 18班，通航城市 15
个，为郑州—卢森堡“双枢纽”建设和“空中丝
绸之路”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这 5年的合作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河
南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所展现的远见和决心，
以及在行动中展现的强大执行力，所有大胆
的想法都一步步变成了现实，非常令人钦
佩。”理查德·福森说，他个人经常去郑州，
郑州完善的基础设施令人印象深刻，最让他
感到惊讶的是郑州机场基础设施的建设速

度，说是日新月异都不为过，“每次去郑州我
都会看到新变化，一路上时刻都能感受到这
座城市的发展活力，让人对这里的发展充满
信心。”

理查德·福森同时表示，5年来双方互动
频繁，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合作领域也在不
断拓展。比如在中国民航局的支持下，卢森
堡货航在郑州机场率先获得第五航权，增加
了以郑州机场为中间点至美国、欧洲通航点
和航权配额，以及至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航
权额度，卢森堡货航也得以进一步完善中欧、
中美之间的航空国际货运网络，“对此我们深
表感激”。在金融服务方面，中国银行为卢森
堡货航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双方建
立了值得信赖的合作关系。此外，双方这种
日渐深入的合作，在卢森堡民众生活中也开
始有所体现，现在卢森堡大学开始提供中文
课程，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开始学习中文；来卢
森堡留学、旅游的中国人逐渐增多，两国民众
之间的交流得以加强，加深了对对方文化的
理解和认同。去年卢森堡货航为河南博物院
把一批珍贵的中国文物运送到卢森堡展出，

引起很大轰动，让卢森堡民众对中国文化有
了更深的认识。

“我希望未来几年公司在郑州机场货运量
继续快速增加，郑州机场的枢纽地位得到加
强。”理查德·福森说，他也真心希望卢中两国
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双方之间的合作继续向
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

发自郑州的中欧班列已经扬名中原大地，这些
班列一路经过陕西、甘肃，并从新疆口岸出境，奔赴
万里之遥的中亚和欧洲，货物集散地覆盖24个国家
130多个城市。6月 25日下午，“陆上丝路采访团”
来到中欧班列经过地点之一乌鲁木齐市，探访位于
乌鲁木齐城区西部、紧邻乌西站铁路编组站的乌鲁
木齐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亲身体验丝绸大动脉上铁
路货运的有力勃动。

据了解，乌鲁木齐集结中心2016年成立，由中
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所属的新铁国际物流
公司负责运营。投运三年多来，从乌鲁木齐发出的
中欧班列开行规模由每周 1列快速发展为每天 3
列。截至目前，由这里始发的西行国际货运班列线
路已达到21条，通达中亚和欧洲19个国家的26个
城市。全国越来越多的西行货品选择在乌鲁木齐
集结中心集结出发，班列货物品类也由最初的日用
百货、服装产品拓展至机械设备、水暖建材、电子配
件等200多个品类。

记者一行乘坐网约车前往乌鲁木齐集结中
心，早前就有工作人员告知，可在导航软件上搜索
头屯河区人民检察院作为导航目的地，集结中心
的西门就在检察院斜对面不远处。到达目的地，
一个蓝底白字的大牌子十分醒目，上书“中欧（中
亚）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

新铁国际物流公司副总经理陈宏伟热情地介
绍，乌鲁木齐集结中心成立第一年，开行 135 列，
2017年开行 710列，2018年开行 1002列，今年计
划开行1100列。

陈宏伟祖籍河南南阳，上世纪50年代父母来到
新疆支边。1962年，陈宏伟出生在新疆，大学期间
学习的俄语，1996年部队转业后进入乌鲁木齐铁路
部门，一直从事与国际联运相关的工作，对新疆国际
铁路货运发展历程十分熟悉。

陈宏伟介绍，在乌鲁木齐开行的班列主要有
三种模式。第一种是集装箱班列。货物在乌鲁木
齐货场整列编组，直接发往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或

者欧洲。第二种是集结班列。因为所有西行列车
都经过乌鲁木齐，来自全国各地的零散货物，如果
赶不上所在地班列，可以两到三节挂车运输，到达
乌鲁木齐后，在集结中心集结编组，再整列发出。
第三种是阶梯式班列。新疆地域辽阔，沿铁路线
有不少本地产品。如果一列货车开行时达不到四
十节，可以先开出，从南疆或东疆到乌鲁木齐，再
到口岸沿途，在不同的车站进行阶梯式编组，逐渐
增加，最终到达口岸时形成完整的班列。这种灵
活的编组方式令记者感到十分新奇。

新疆口岸铁路货运的今昔对比也让人感慨。
据介绍，上世纪 90年代，从新疆铁路口岸出境的
只有韩国、日本从连云港港口装载上岸的零星货
物，贯穿中国东西的铁路大动脉只是“为他人作嫁
衣”。时移世异，曾经吞吐量只有 20万吨的新疆
口岸，如今每年吞吐量已接近 2000 万吨，大部分
是中国直接与中亚欧洲贸易的货物。最初，中国
运出国门的都只是低端原料、生活产品，如今已经
大部分是工业成品、高端产品，货物附加值逐年在
提高。

记者了解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为有效发挥乌鲁木齐物流节点作用，打造丝绸之路
经济带极具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和开放型产业
高质量、规模化发展战略基地，按照“集货、建园、聚
产业”总体发展思路，组建了新疆国际陆港集团，由
该集团与新铁国际物流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乌鲁木
齐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启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中欧
班列集结中心扩建工程”，并于 2018年 9月开工。
这个占地960多亩的新货场，有5条作业线，未来可
同时进行5趟中欧班列的整车作业，乌鲁木齐的铁
路货运吸纳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放眼望去，一列列满载货物的列车从这里
奔向遥远的他乡，2000 多年前古丝绸之路上的
骆队被迅捷的火车取代，绘就了一幅繁忙的当
代丝路发展美景，并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和期待。

纵横阔道连遥陌，千年绮梦富千家。在广西凭祥西南
关隘，一座清灰色的城楼式建筑耸立山间，巍峨壮观、气势
磅礴，这里曾经是如雷贯耳的“镇南关”，如今是对外开放的
重要关口“友谊关”。国内第一条通往东盟的高速公路就在
友谊关与越南 1号公路相接，这公路恰如一条巧夺天工的
彩带，连接着祖国大陆和东盟。

六月榴红正是灿烂的季节，也是品尝各类水果的好时
节。在我国，几乎每两个进口热带水果中，就有一个是从凭
祥“走”出去的。

“一带一路”，阡陌交通，就这样将广西凭祥和中原郑州
连在了一起。从崇左出发，驱车一小时后，我们到达凭祥。
甫一进入凭祥市区，“祖国南大门”“一带一路，共建繁荣”等
标语随处可见。公路两侧有山，并不高，却郁郁葱葱，有着
南方特有的清秀。

凭祥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市西南面与越南接
壤，边境线长 97公里。凭祥是一个口岸城市，与越南的谅
山接壤，是中国最靠近东盟国家的国际化城市。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凭祥与越南自古通商，关隘战
时为军事要塞，和平时期即为商贸口岸。自宋代以来，凭祥
一直是中越边境贸易的集散地，更是我国南方“丝绸之路”
的必经之地。

陪同我们采访的左江日报深度报道部副主任罗承品
也是平日里负责凭祥报道的记者，他说，根据相关部门提
供的数据，2018 年 1~12 月凭祥市口岸货物进出口为
271.59万吨。

凭祥海关办公室也给记者提供了最新的数据：2019年
1~5月，凭祥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478.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60.2%。

而因“一带一路”，中原郑州也和西南的凭祥结下良
缘。凭祥铁路口岸升级改造一期工程已于2018年 11月竣
工使用，郑州—凭祥—越南河内班列实现首发，全国各省经
凭祥铁路口岸通达越南的跨境铁路班列运输线增加至 9
条，凭祥作为广西乃至中国面向东盟的国际物流枢纽作用
日益凸显。

坐落在崇左凭祥的九大名关之一——友谊关，也就是
昔日的镇南关。陪同记者采访的凭祥市委宣传部融媒体中
心副主任黄冠华介绍说，友谊关始建于汉朝，初名雍鸣关，
后改名为鸡陵关、界首关、大南关，到了明代又改为镇南
关。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改名睦南
关，1965年为了表示中越两国人民“同志加兄弟”的深厚友
情，经国务院批准改名为友谊关。

我国 322国道贯穿市区向南延伸至友谊关与越南 1号
公路连接，中越国际铁路联运干线经过市区直通越南同登、
谅山、河内等地。

“每天从这里出关入关的各类商品，小到水果、电子元
器件，大到整车装备、重型工程车辆，来自东盟各国和中国
东部及东南沿海的各类商品，源源不断地在这里聚集，再从
这里扩散，通过发达的水陆通道运往世界各地。”正在忙碌
的友谊关的“报关员”黄波介绍说。

友谊关不仅大名鼎鼎，是凭祥的地标，每年有不少游人
前来游览，这里也有真实力。据介绍，在获得水果、种苗、粮
食、进口冰鲜水产品指定口岸的基础上，友谊关又获批开展
签证业务，成为广西口岸功能最完备的国际口岸。

友谊关口岸经济区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友
谊关口岸已发展成为中国进出口总值增长最快的边境陆路
口岸、进出口总值最高的边境公路口岸、我国装备制造业整
车出口东盟地区的主要陆路口岸、中越电子产品物流供应链
的关键节点以及广西高附加值产品进出口的主要口岸。

走在凭祥街头，各种水果摊贩随处可见，琳琅满目的各
种水果让空气中都洋溢着甜蜜的味道，而更为甜蜜的，是凭
祥市中国—东盟进出口水果商会办公室主任廖全山的那句

“凭祥是中国东盟水果第一城，全国进口水果一半以上来自
这里，也就是说，咱中国人每吃俩进口热带水果，就有一个
是我们这里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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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新郑市梨河镇
双洎河畔有一处蔬菜种植温
室，一块屏幕显示着空气温湿
度、二氧化碳含量以及土壤水
分含量等一系列数字。农民称
为“科技眼”，数据通过网络传
输到技术控制室，农技人员随
时分析处理。

乡村振兴离不开科技，近
年来，我市农业部门用好大数
据这一技术助推器，让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农业农村
发展深度融合，加快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

在我市“十二五”及“十三
五”期间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精
准农业物联网建设是重点，目
前已完成中牟、新郑、荥阳、惠
济等县区 50 多个农业物联网
示范基地建设。农业技术人员
依托部署在农业生产现场的各
种传感器节点，将环境温湿度、
土壤水分、视频图像等数据通
过网络实时检测、采集、分析作
物生长的温度、湿度、光照度、
土壤养分等检测参数，完成农
业生产环境的智能感知、智能
预警、智能决策、智能分析和专
家在线指导。

前不久，新郑市辛店镇史
庄村电商服务点，将附近群众
种的大杏放在网上销售，没想
到一下子打开了市场，几千斤
几天就卖光了。目前，在省会
农村，共建成各类村级电商公
共服务点 1300多个，县、乡、村
三级电商服务网络达到全覆
盖，实现了“网货下乡”和“农产
品进城”双向流通。

同时，为探索整合农业信
息资源，实现部门行业信息资
源共享，2014年开发建设郑州市都市生态农业地
理信息综合管理系统，系统包含农业资源动态监
测、农业空间地理、农业统计分析、精准农业监控
4大子系统。并对郑州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
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现代农业示范
区、休闲观光农业、新型农村社区等最新的信息
数据进行录入，并在地图坐标上显示，目前该系
统可实现农业信息采集、监测、展现、发布，辅助
决策等功能。

为全面推进郑州市信息进村入户示范工程、
加快“互联网﹢”的现代农业发展，郑州市农委制
定了《郑州市互联网+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实施方
案》。目前，按照“有场所、有人员、有设备、有宽
带、有网页、有持续运营能力”的“六有”标准，建设
益农信息社1604个、遴选信息员1600多人，已初
步形成“市、县有信息服务中心，区域、乡镇有信息
服务站，合作社和村组有信息服务点（员）”的农业
信息服务体系，并逐步延伸到龙头企业、农村中介
组织、农民经纪人、农业生产经营大户。

为确保食品安全，目前我市农产品网络监控
检测点在批发、农贸、超市、基地的覆盖率已到
90%，网络监控监管功能已日趋完善。据统计，
网络监控点已建和在建共 140个，其中农贸市场
47 个，批发市场 9 个，超市 63 个，县区、基地 14
个，乡镇7个。

眼下，我市正着手建设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体系，实现我市蔬菜集中种植区域内47个
乡（镇、办）255个行政村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现已完成 190个追溯网点专线架设工作，占总数
的75%，全市蔬菜质量安全可追溯达到80%以上。

此外，为发展休闲观光农业，郑州市农委打
造了“郑州休闲农业”手机APP平台，全方位推介
休闲农庄（园区）、美丽乡村、农家乐等，实现了休
闲农业智能定位、导游和活动信息推送等功能，
目前已入驻 200多家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包含了
5条精品旅游线路和数十家园区的电子地图导览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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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民生实事幼儿园
项目开工率已超六成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2019 年上半年就要
过去了，河南民生实事幼儿园项目建设咋样
了？省教育厅日前通报进展情况，截至 6 月 10
日，全省新建、改扩建项目开工 617 所，开工率
61.58%；全省新建、改扩建项目竣工 75所，竣工
率 7.49%。

据悉，幼儿园建设项目是今年我省教育领域
唯一列入省委省政府重点民生实事的项目，为督
促各地加快项目建设，确保顺利实现年度目标任
务，我省对各地项目进展情况进行通报：截至6月
10日，全省新建、改扩建项目开工 617所，开工率
61.58%；开工率前五位的省辖市分别是洛阳市
100%、南阳市 98.97%、平顶山市95.83%、开封市
76.92%、濮阳市 75.76%；开工率前三位的省直管
县分别是长垣县 100%、邓州市 100%、新蔡县
100%。

项目竣工情况通报显示，截至 6月 10日，全
省新建、改扩建项目竣工75所，竣工率 7.49%；竣
工率前五位的省辖市分别是洛阳市40%、濮阳市
30.3%、平顶山市 29.17%、济源市 25%、郑州市
23.33%；各地竣工率普遍偏低，无竣工项目的省
辖市有安阳市、鹤壁市、三门峡市、南阳市、商丘
市、信阳市；无竣工项目的省直管县有巩义市、兰
考县、滑县、长垣县、邓州市、永城市、固始县、鹿
邑县、新蔡县。

省教育厅明确，纳入民生实事的幼儿园建设
项目，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目前，项
目实施时间已过半，各地、各有关人员要认真查
找项目滞后原因，创新改进工作措施，简化审批
工作流程，倒排工期，卡紧节点，充分利用第三季
度工程建设的黄金时期，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在
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确保年底前全面完成建设任
务。按照既定考核办法，省教育厅近期将对领导
不力、进展缓慢、履职不到位的市、县进行约谈；
省政府也将在组织开展联合督查的基础上进行
年中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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