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原丝路上的国际能源大通道
□本报记者 韩继旺

初冬的乌拉特草原寒气逼人，
然而巴彦淖尔市甘其毛都口岸依然
是一派热气腾腾、车水马龙的景象。

在口岸原煤专用通道前，上千
辆跨境运煤的重型车辆摆成“一字
长蛇阵”缓缓驶入；在店铺林立的商
贸市场里，讲着不同语言的顾客正
在和店主讨价还价⋯⋯

巴彦淖尔市商务局副调研员薛
飞介绍说：“今年 1-10 月，甘其毛都
口 岸 累 计 进 出 口 总 量 1705.83 万
吨，同比增长 7.46％，贸易额 198.02
亿元，同比增长 28.89%。其中进口
煤炭 1517.9 万吨，铜精粉 65.97 万
吨。”

甘其毛都口岸历史上就是中原
地区通往塞外的交通要道和商贸通
道，开放合作历史悠久。

1989 年，这里开辟为中蒙临时
过货点，双方各搭建一座蒙古包开
启了甘其毛都口岸经贸合作历程。
1992 年，正式辟为国家一类季节性
双边口岸。2004 年 5 月蒙古国原
煤开始进口，2009 年 8 月实现常年
开放。

对于当时临时过货点的简陋条
件，甘其毛都边检站第一任站长达
木林依然记忆犹新：“当时整个口岸
基础设施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站里
配备了一辆吉普车，只有几名干警，
每次从旗政府所在地海流图镇开车
130 公里到达甘其毛都口岸进行检
查，晚上再驱车赶回去，特别辛苦。
贸易主要是易货，出口的是米面和
白糖，还有一些日用品，进口的是
毛、皮等畜产品。”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抢抓
“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机遇，致力于发展口岸物流，拓展口
岸功能，有力推动了口岸经济快速
发展。累计投入资金 184 亿元，建
成了口岸煤炭专用通道、联检大楼、
神华甘泉铁路、国铁西金铁路、物流
园区等基础设施，年通关能力 3000
万吨，仓储能力达 2000 万吨。境内
公路、铁路与全国路网贯通，口岸机
场通航，已形成立体交通网。

积极推动与蒙古国互联互通，
建成跨境供电项目，将风电、光伏清
洁能源打捆输送到蒙古国南部地
区，跨境供电项目运行稳定，累计出
口电力 52 亿度，占蒙古国进口电力
的 76%。

“一站式”服务、简化程序、电子
口岸建设等一系列便捷化通关措
施，给口岸边贸发展注入了活力，使
口岸通关程序越来越完善。

中铝公司甘其毛都口岸业务部
经理于晓强说：“由原来的‘二进二
出’通道变成到现在的‘五进五出’
智能通道，整体的通关能力大大提

高，给我们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性。”

通关环境的不断优化，使得来
自蒙古国的煤炭、铜精粉等矿产源
源不断地走进了国门，形成了独具
特色和优势的口岸经济。

口岸开放 26 年来，累计完成货
物吞吐量 1 亿多吨，贸易总额突破
1000 亿元，为国家创海关税收近
200 亿元。煤铜进口量分别占蒙古
国出口量的 50%和 60%，口岸货运
量和贸易额均占自治区对蒙贸易的
三分之一。

巍巍国门，见证着甘其毛都的
发展历程；漫漫雄关，记载着边检官
兵的忠诚奉献。

由于口岸地区属荒漠草原气
候，全年 100 余天为大风扬沙天气，
冬季室外气温低至零下 35 摄氏度，
夏季地表温度高达 60 摄氏度，边检
官兵执勤中不仅要忍受高温对双脚
的“煎烤”，更要忍受漫天煤灰与车
辆尾气的“入侵”，人们常常戏说甘
其毛都有三宝，“春秋的沙暴、脚上
的血泡和嘴上的口罩”。

正在执勤的甘其毛都边检站执
勤业务二科科长那仁满达笑着说
道：“检查工作一天下来，边检官兵
从上到下全身都是灰，口罩里面也
都是，晚上下勤以后，只能从他的走
步状态认出来这是谁。”

如今的甘其毛都口岸日新月
异，学校、医院、饭店、宾馆、商铺等
城镇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口岸城镇
服务功能日臻完善，形成了口岸通
关、互市贸易、专业市场、生活居住、
集中商务等功能区。

大通道带动商贸大发展，物流
大进大出，人流纷至沓来，激活了交
通运输、旅游观光、商品零售、餐饮
服务等一系列产业，为地方经济注
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桂龙便民超市店主邢崇孝是
2007 年 从 农 村 来 到 口 岸 开 超 市
的。刚开始，超市营业面积只有 70
多平米，只售卖一些简单的日用品，
一天营业额最高也就是 300 多块
钱。随着甘其毛都口岸的发展壮
大，出入境的客人越来越多，生意越

做越红火，超市里的商品从单一的
日用品到五金、小百货、服装等一应
俱全，每天人来人往，十分热闹。旺
季的时候，每天的营业额都在 4000
元以上，收入足足翻了十几倍。

邢崇孝感慨地说：“我以前是种
地的，当年带了不到 3 万块钱来这
儿开超市，当时来往的顾客不多，现
在人气旺了，买卖也越来越好做了，
营业面积扩大到 200 多平米，下一
步还想继续扩大规模，发展连锁经
营呢。”

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也离不
开双边合作机制的深化和双边的友
好交流。连续 5 年举办中蒙文化交
流周活动；组织医疗团队赴蒙开展
义诊超过 1 万人次；援建蒙古国南
戈壁省政府和联检单位基础设施项
目。双边官方和民间的频繁交流，
为推动双方政策沟通、文化交融和
民心相通起到积极作用。

为推动入境资源落地加工、转
化增值，巴彦淖尔市积极引进有实
力的企业，重点发展煤化工和金属
冶炼产业，将“原字号”的货物变成
高附加值的产品。规划建设了 50
平方公里的自治区级循环经济试验
示范区，承接进口资源落地加工。
目前，神华、中铝等大型国有企业相
继入驻加工园区，规模以上企业达
到 33 户，形成了新型煤化工、清洁
能源输出、有色黑色金属采选冶炼
等特色产业集群。

巴彦淖尔市商务局副局长、口
岸办主任李磊说：“今后我们要全面
推进甘其毛都口岸功能区、口岸加
工园区等口岸经济区的联动发展、
交汇融通，大力发展泛口岸经济，培
育形成集边境互市贸易、矿产品精
深加工、跨境文化旅游、保税物流为
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全市布局、
多区联动的开发开放新格局。”

从只有两顶蒙古包的临时过货
点，到商贾云集的常年开放口岸；从
季节性开放口岸到全国过货量最大
的公路口岸，借着改革开放的浩浩东
风，甘其毛都口岸物畅其流、繁荣兴
旺，已成为草原丝路上活力无限的边
贸新城和“乌金”国际能源大通道。

□本报记者 胡日查
见习记者 高敏娜 实习生 梁建

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有这样一
个家庭，改革开放 40 年，他们一家人
亲历了从蒸汽机车到高铁动车的转
变，见证了兴安盟铁路变迁的时代进
程，也享受到了铁路改革发展带来的
福利。

1987 年出生的吴伟，成长在一
个铁路世家，爷爷吴国路曾是明水河
车站站长，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新中国
铁路的成长和发展历程。

1984 年，吴伟的父亲吴宝珍继
承了爷爷的衣钵，成为乌兰浩特火车
站的一名客运员，在火车上坚守了 38
年，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

听着火车汽笛声长大的吴伟，在
2012 年也成为乌兰浩特站一名客运
值班员，父辈的言传身教，让她在工
作中更加有责任和担当。

改革开放 40 年，是激荡，也是巨
变；是腾飞，更是跨越。谈起 40 年铁
路的变迁，三代人对这个“变”字的体
会尤为深刻。

第一变，是效率之变。如今，机
械智能自动化，高效优质传佳话。“改
革初期，采用的是肩挑背扛的人海战
术，环境条件异常艰苦，修通一条铁
路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回想起
刚参加工作时的情节，1959 年参加
铁路工作的吴国路不禁感叹时光飞
逝。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线路老
化，运力有限，乌兰浩特地区年发送
旅客不足 30 万。改革开放以来，乌
兰浩特火车站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
道，车站相继开行乌兰浩特站至长
春、沈阳、大连、北京、天津、呼和浩特
和哈尔滨等站的旅客列车 9.5 对。

2017 年，乌兰浩特火车站年发
送旅客达到 120 余万人，开行列车已
达 16.5 对。乌阿铁路扩能改造等 4
个铁路项目加快建设，铁路网布局不
断完善。

40 年来，铁路设备飞速更新换
代，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工程机械自
动化、智能化水平逐步提高，一线施

工也越来越简单高效。同时，随着国
家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的投入力度
持续加大，铁路网的建设也在如火如
荼进行。

“中国铁路了不起！这些年，我们
一家亲眼目睹了中国铁路突飞猛进的
发展，我知道铁路的发展最大的受益
者是我们广大老百姓。”始终关注着铁
路发展的吴国路还激动地告诉记者，
根据相关规划，到 2020 年，我国铁路
网营业里程将达到15万公里左右。

第二变，是速度之变。“近 40 年
来，我经历了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
力机车和高铁动车组时代，亲历了铁
路的 6 次大提速。”说起与兴安盟铁
路有关的故事，今年刚刚退休的吴宝
珍感慨万千。

从 1997 年到 2007 年，兴安盟铁
路进行了 6 次铁路大提速。“以前蒸
汽机车牵引列车时速是 60 公里，现
在电力机车牵引列车时速达到 160
公里，动车组列车又将时速提到 250
公里。”吴宝珍回忆说。

2017 年 7 月 22 日上午，伴随着
一声笛鸣，由乌兰浩特站始发开往白
城站的一列试运行“和谐号”动车缓
缓驶出站台。乌兰浩特至白城快速
铁路正式通车，标志着兴安盟正式迈
入了动车时代，为兴安盟连通东三
省、对接京津冀、融入环渤海架起了
快速便捷的铁路“大动脉”。

如今，乌兰浩特与长春之间 400
多公里的距离，乘坐城际列车最短只
需 3 个多小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乌兰浩特到长春最快的一趟火车也
要 5 个多小时。”吴宝珍骄傲地说，这
与现在两地间开行最慢的列车耗时
相当。

乌兰浩特市民单有海对此也感
触颇深，他说：“过去坐火车到长春市
看病，来回就得 2 天。长白乌动车通
车之后，当天就能来回，不仅时间缩
短了，还省下了住宿吃饭的费用。”

第三变，是服务之变。40 年来，
铁路也在飞速发展中创新服务理念
和服务方式，推出一系列科学化、人
性化的服务措施。吴伟已经在乌兰
浩特火车站做了 6 年客运值班员，她
告诉记者，乌兰浩特火车站建成启用

至今，历经大小数十次改建、装修、扩
建，直到 2007 年才形成现在的规模，
车站环境焕然一新。如今，乌兰浩特
火车西站子站房即将投入使用，届时
年发送旅客能力将达到 200 万人次，
旅客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站候车，提
升了乌兰浩特市客运货运能力，极大
地方便了旅客出行。此外，车站内洗
手间、乘车座椅的升级，也让旅客们
越来越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硬件投入的同时，乌兰浩特火
车站还组建了“山丹花”爱心服务队，
针对农牧民旅客居住分散以及电话
网络订票难、民族语言沟通难、交通
不便出行难等难题，推出蒙汉双语服
务、上门代订车票、站车爱心接力等
特色服务，赢得了兴安盟地区群众的
赞誉。

随着互联网购票和自助购票方
式的普及，旅客们出行购票也变得更
加舒适便捷。据了解，2018 年上半
年，兴安盟 75 万人选择坐火车出行，
其中 36 万人选择自助购票。“便捷的
自动化服务背后，不仅有现代化、智
能化设备的支撑，也凝结着各个岗位
工作人员用心服务、便利群众的劳动
成果。”吴伟如是说。

40 年来，兴安盟铁路里程已从
1978 年的 306 公里增加到了 2017 年
底 的 769 公 里 。 在 实 现 从“ 内 燃 时
代”“普速时代”向“电气化时代”“高
铁时代”跨越的同时，各族群众便捷
出行，有了全新的生活模式，充分地
享受着铁路大发展的红利。

今年，兴安盟计划完成投资 11
亿元，推进长春至突泉至西巴彦花铁
路建设和乌兰浩特至阿尔山至海拉
尔高铁前期工作，乌兰浩特至长春快
铁时速提高到 200 公里、至阿尔山行
车时间缩短到 3 小时以内。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铁路网的
建设从未停下过脚步，吴伟一家三代
铁路人见证了兴安盟铁路飞速发展
的 40 年，他们还将继续陪伴列车一
路向前飞驰，跑出新时代的幸福感。

三代铁路人“飞驰”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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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乌兰浩特火车站。 （资料图）

动车组乘务员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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