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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深学争优深学争优 敢为争先敢为争先 实干争效实干争效

一辆辆无人驾驶的蓝色自动导航运
载车没有车头，有序运行；全自动轨道吊
上没有驾驶舱，精准吊起或装载集装
箱……位于厦门港的远海码头是我
国第一个“魔鬼码头”，采用全自动化

作业，所有环节、所有操作并行推进，作
业区看不到一个人。

“可以想象，空中有无数复杂的信号
指令在密集传递，才能呈现出眼前码头
运作的‘魔鬼速度’。”现场有媒体记者赞
叹道。

高度信息化、全自动化的码头，是厦

门港口高质量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乘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我市积极开辟
“丝路海运”航线。丝路海运国际联盟秘书
长、福建丝路海运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南表示，自2018年12月开行以来，共命
名100条“丝路海运”航线，通达43个国
家的117座港口。

据厦门港口管理局自贸办介绍，从
2013年至今年4月底，厦门港“一带一
路”航线累计完成箱量超1200万标箱，厦
门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港口的海上
货运往来日益紧密。

融入“一带一路”产业持续迸发活力
2023年“央媒话厦门·‘一带一路’厦门行”集中采访活动聚焦物流贸易产业发展新动能

在厦门远海自
动化码头，现
场体验“魔鬼

码头”的“魔鬼速度”；在
厦门自贸片区海沧园
区，深入了解中欧班列、
国际贸易重点项目；在
海丝中央法务区，聚焦
厦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的积极探索……昨
日，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2023 年“央媒话厦门·

‘一带一路’厦门行”集
中采访活动持续开展，
媒体记者们聚焦厦门融
入“一带一路”发展过程
中，现代物流产业迸发
出的充沛活力，展现厦
门产业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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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列回程
中欧（厦门）班列抵厦

昨日，今年首列回程中
欧（厦门）班列顺利抵达厦门
东孚站。这趟班列搭载着 62
个 40 尺大柜的货物，从俄罗
斯索利卡姆斯克站出发，经
二连浩特口岸入境，历经 20
天抵达我市。这次班列的开
行标志着时隔两年厦门联通
俄罗斯回程通道重启。

此趟回程班列的成功开
行，可以更有效满足福建地
区外资外贸企业的物流需
求，增强班列国际货运体系
的综合运输效能，在助推厦
门口岸物流网络辐射能力提
升和打造区域性供应链物流
枢纽的同时，稳步提升厦门
自贸片区的贸易便利化水
平，切实拓展中俄贸易合作
的广度和深度。

自 2015 年 8 月以来，中
欧（厦门）班列在欧亚大陆纵
横交错的铁轨上飞驰往来，
不仅为沿线各国送去“中国
制造”，也帮助沿线国家企业
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成为
连接亚欧大陆的国际物流新
通道。

持续打造国际化平台，推动国内国际
双循环，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象
屿集团，媒体记者们通过宣传片、文图介绍
等方式了解了远在印尼的250万吨不锈钢
一体化冶炼项目。该项目作为地方国企深
度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合
作项目，已被列入国家“一带一路”重点建
设项目实录，并得到了印尼当地政府、海内
外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项目已于2020年
投产，试投产当年即实现盈利。项目累计生
产不锈钢超320万吨，带动进出口贸易额
超100亿美元，带动全产业链营收超1000
亿元。

“项目为印尼当地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超过1.6万个，同时也推动了当地基础设施
的改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我们的出行更
方便了。”在场的印尼员工、“印象一期”研
学营班长邓海龙讲述了项目给当地带来的
变化。

昨日下午，采访团一行实地走访了海
丝中央法务区。据介绍，厦门把建设高水平
海丝中央法务区作为主动融入服务“一带
一路”的重要措施。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初
步构建了国际商事海事诉讼、仲裁、调解平
台，补齐厦门涉外法律服务的短板，搭建了
国际法务运营平台，设立外贸企业合规服
务中心、“金砖法务特色专区”、域外法查明
中心，建设云上法务区，开发上线云平台，
深入开展“法律服务进千企惠万企”等惠企
便民法律服务，得到了经营主体的充分认
可，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我市涉外法律服务
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法务产业特别是警
安法务科技产业逐步凸显，法治人才加快
聚集，在助力打造更优法治生态、营造国际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新社福建分社记者李思源说：“这次
全景式的观看、深入企业走访调研，让我更
直观感受到‘一带一路’建设给厦门带来的
影响，我们也将客观、全面报道厦门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的生动实践。”

国内第一个“魔鬼码头”作业区看不到一个人
镜头1 远海码头

厦门以独特的国际海铁联运优势，发
展成为“海丝”和“陆丝”无缝对接的运输
口岸，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内国际双
循环。昨天上午，采访团一行来到厦门自
贸片区海沧园区，从这里开出的中欧班列
将“海丝”和“陆丝”连为一体，成为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引擎。2015年8月
16日，首列中欧（厦门）班列从这里出发，
横跨亚欧大陆直抵波兰罗兹，打通了一条
国际物流新通道。

“班列开通后，时间比海运缩短一半，
运费比空运更便宜。”厦门海沧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副总经理吴
旭晖介绍，目前，中欧（厦门）班列已稳定
开通至欧洲、中亚、俄罗斯三条国际货运
干线，可达波兰波兹南，匈牙利布达佩斯，

德国汉堡、杜伊斯堡，俄罗斯莫斯科以及
中亚地区阿拉木图、塔什干等12个国家
的30多个城市。

依托不断织密的中欧班列国际物流
网，中欧（厦门）班列从前端运输延伸到终
端消费市场，催生了物流业与商业衔接的
新业态。在前场物流园，前场多式联运监
管中心已完成建设。今后，中欧（厦门）班
列将转移至前场铁路大型货场始发，在片
区内可更高效实现货物集结。这里是厦门
市着力打造的区域性陆港，将成为“中欧
班列海铁联运核心枢纽”。依托前场铁路
大型货场与前场物流园区的枢纽功能，厦
门现代物流产业集群将继续做强做大，为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有力支撑。

中欧班列连接“海丝”“陆丝”不断织密国际物流网

镜头2 厦门自贸片区海沧园区

提升涉外法律服务
助力打造更优法治生态

镜头3 海丝中央法务区

试投产当年即实现盈利
带动全产业链营收超千亿元

镜头4 象屿集团印尼项目

■采访团一行走进海丝中央法务区法务科技展馆。

■媒体记者们在象屿集团文化空间采访。

■厦门远海自动化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