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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陆路口岸城市满洲里北

接俄罗斯、西邻蒙古国，是中国向

北开放的桥头堡。近年来，满洲里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切实增强推动向

北开放和对外开放的思想自觉、行

动自觉，充分发挥满洲里口岸在泛

口岸经济发展和向北开放中的龙

头作用，全力构筑沿边开放新高

地。

打造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从商品贸易到物流产业，从国

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到综

合保税区试运营，满洲里正全力建

设向北开放“桥头堡”，全面打开草

原丝绸之路的“北大门”。

“十三五”期间，口岸过货量

累计完成 7895 万吨；中欧班列线

路增至 57 条，累计开行 10445 列；

外贸进出口总额累计完成 559 亿

元；中俄蒙青年创业大会；中国

（满洲里）北方国际科技博览会；

冰雪旅游节……一个个数字，一场

场大型活动，点燃了满洲里人谋求

更大发展的热情与梦想。

全力推进国家级重点开发开

放试验区建设，加速融入“丝绸之

路经济带”，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成

为满洲里增强实力、扩大影响的必

然选择。

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出

访中亚四国时，提出了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作为“欧亚大陆桥”

的桥头堡，满洲里抢抓机遇，积极

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

当年10月3日，首列“苏满欧”

铁路集装箱专列抵达满洲里市，该

市口岸联检联运部门密切协作，仅

用 3 小时便完成所有通关手续，顺

利出境。经过14天的旅程，首列“苏

满欧”班列顺利抵达目的地波兰华

沙。

“苏满欧”班列的开通，搭建起

满洲里承接“长三角”地区加工贸

易产业转移的桥梁，这对于丰富满

洲里口岸进出口商品种类、增加进

出境贸易值等都具有重要作用。

“苏满欧”班列的独特优势，赢

得了外贸企业的青睐，开行密度不

断增加，从最初的每周 1 列增至目

前的每周 3 列，并率先实现了双向

稳定开行。

在“苏满欧”班列的带动下，

满洲里加强口岸区域合作，积极

与内地相关口岸合作对接，大力

推进“湘满欧”“鄂满欧”“渝满欧”

等中欧班列开行。2020 年，满洲里

口岸中欧班列线路达到了 57 条。

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口岸进出

境的中欧班列达 2215 列，发送货

物 182516 标箱，同比增长 34.2%和

40.9%。班列数量居全国沿边口岸

之首。

近两年，随着满洲里口岸中欧

班列线路、开行量的大幅增长，辐

射范围更加广阔，国内30多个城市

和国外 20 多个城市因中欧班列紧

紧联系在一起，这也进一步拉近了

口岸满洲里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距离。

从“通道经济”迈向“落地经

济”

“出油了！出油了！”2014 年 2

月，首批进口俄罗斯油菜籽从满洲

里口岸顺利入境。4 月 15 日，在众

人期盼的目光中，第一桶由俄罗斯

油菜籽压榨而成的菜籽油自榨油

设备中缓缓流出。

满洲里市进口俄罗斯油菜籽

加工项目试车成功，标志着该市进

口资源加工业翻开了新的一页，对

增加满洲里的货运量、优化满洲里

的进出口货物品种、推动“通道经

济”向“落地经济”转变有着积极促

进作用。

近年来，满洲里加快推动“通

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变，产业

发展后劲显著增强。“十三五”期

间，满洲里地区生产总值累计完成

590 亿元，进口木材落地交付 2374

万立方米，进口农产品加工36.3万

吨。作为国家首批边境旅游试验

区、全域旅游示范区，满洲里开发

培育了万里茶道、和平之旅、中俄

蒙三国自驾游等旅游品牌；获批油

菜籽、亚麻籽、荞麦、燕麦进口口

岸，引进培育了更多本地进口粮油

加工企业。

满洲里市得益于良好的口岸

资源和区位优势，在进境粮食加工

生产链条中扮演着原料源头的重

要角色。随着国内市场消费需求持

续变化，满洲里进境粮食加工企业

主动求变，坚持打造“内外贸易联

动、线上线下结合”的专业市场集

合，开始由“原料中转集散地”发展

为“原料进口-落地加工-渠道销

售一体化”的良性经营模式，不断

为口岸“落地经济”发展增添新活

力。今年上半年，口岸进口粮食达6

万吨，其中落地加工 4 万吨，落地

加工率达66.6%。

多元素展现特有城市魅力

满洲里虽地处草原腹地，但其

浓郁的现代城市气息与周边草原

风貌形成强烈对比，处处散发着独

特的魅力。

在满洲里的大街小巷，俄式建

筑随处可见，尖顶的楼房顶部大多

为红色或蓝色，商店招牌印有中、

俄、蒙三种文字。

套娃在俄罗斯是一种民间木

制玩具，而在满洲里却变成一种

建筑形式。坐落在套娃广场上的

一家酒店，拥有套娃造型的外观

形象、欧式风格的建筑底座、中心

通透的内部结构，外观萌态十足，

内饰精美别致。套娃广场上还有

200 个描绘世界名人和代表不同

国家形象的小套娃，以及 30 个表

达友谊、关爱和祝愿的俄罗斯复

活节彩蛋。

套娃广场西侧蔚蓝色外墙的

艺术博物馆，馆内不同年代的油

画、雕塑、水晶制品琳琅满目；城市

东部的小山丘上，则坐落着名为婚

礼宫的哥特式建筑。站在这里眺

望，城市一览无余。

随着中俄民间交流的深入，一

些本地人从俄罗斯饮食文化中吸

取营养，在大街小巷开设了很多俄

式西餐厅，啤酒、红肠、俄式面包等

也常见于本地人的餐桌。疫情发生

前，满洲里定期举办中俄蒙国际旅

游节、冰雪节暨美丽使者大赛、国

际文化艺术节等节庆会展活动，为

中俄蒙三国互贸通商、文化交流搭

建平台，让海内外客商和游客流连

忘返。

“十三五”期间，满洲里市累计

接待旅游人数2329.4万人次，旅游

总收入 366.8 亿元。俄籍入境旅游

人数居中俄沿边口岸之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满洲里自

2009 年荣获第二届全国文明城市

以来，全市上下倍加珍惜来之不

易的荣誉，始终坚持以创建利民、

靠民、为民为宗旨，统筹推进常态

化疫情防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和干部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

文明城创建工作已经成为保持北

疆明珠满洲里辉煌荣誉的关键助

力。

今日的满洲里，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16.9平方米，空气质量优良

率达到 96%以上。“绿净亮美特”工

程不但塑造了满洲里中西文化交

融、精致典雅的城市风格，更是充

分彰显了其“处处是景、城景一体”

的口岸魅力形象。

古丝绸之路上的点点驿站，已

进化为“一带一路”上的条条通道；

悠扬清脆的声声驼铃，已变换为中

欧班列的阵阵汽笛。满洲里，正用

实际行动传唱千年的丝路之歌，续

写更为动听悦耳的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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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桥头堡”展现向北开放新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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