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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9月18日，沈阳全城都会响
起防空警报。警报嘶鸣，震撼人心。
这是历史的回声，是一个国家和民
族对苦难历史的正视与铭记，对和
平正义的坚守与承诺。
　　1931年9月18日，是中华民族近
代历史上的黑暗一页、耻辱一页。
是日夜晚，蓄谋已久的日军炸毁柳
条湖铁路一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
遂炮轰北大营、攻占沈阳城，震惊中
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中华
民族艰苦卓绝的14年抗日战争也从
此开始。
　　92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是永
远铭记还是慢慢遗忘？是“好了伤疤
忘了疼”还是警钟长鸣居安思危？响
彻沈阳的警报声，作出了响亮而坚定
的回答。在这座城市，每逢“九一
八”，没有人用什么“谐音梗”“图吉
利”搞庆典或是婚礼；每当警报响起
时，沈阳城内九条路、十八条街上的
车辆都会一起停驶鸣笛，共同加入到
这项庄严的记忆工程之中。
　　“九一八”，是中华民族心头的
一道伤疤。伤口可以愈合，记忆不
能湮灭。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
挨打，“怕打”也会挨打，“九一八事
变”就是血的教训。踏上新的征程，
更要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弘扬伟大
抗战精神，努力将爱国之志转化为
强国之举，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告诉我们，依靠武力对外
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就在
沈阳这块土地上，既经历了侵略者
陷入疯狂的“九一八事变”，也见证
了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自豪与荣
光。历史以这样的轮回烛照未来：
正义不可战胜，人民不可战胜！
　　历史的启迪和教训是人类的共
同精神财富。“九一八事变”掀开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一场人类
历史上的空前浩劫肇始于此。无论
是战争的加害者，还是受害者，忘记
历史都意味背叛。只有牢记前车之
鉴，才能避免后车之覆。只有不忘
来时路，才能走好未来路。这是中
日两国青年一代必须肩负起来的历
史责任。
　　历史浩荡前行，时代奔腾不息。
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民，从历史中学
到的不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
是更加坚定了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决
心。新时代的中国，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大道上正与各国携手并
肩，将会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
多稳定、温暖和希望，为人类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沈阳9月18日电）

　　西安国际港站。声声汽笛，不时划破天空
的宁静。平均每1小时40分，一列中欧班列长
安号便从这里驶出。
　　10年间，驰骋欧亚大陆的这条钢铁巨龙，为
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这是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的繁荣列
车：中欧班列长安号年开行量从46列到超过
4600列，从单一线路到国际干线达到17条。从
青岛到霍尔果斯，从阿拉山口岸到西南的磨憨，
到处都是繁忙的景象。
　　这是搭建了沿线经贸合作新平台的希望
列车：以稳定、高效的物流服务支撑起国际产
业链供应链“大动脉”。一批国家得以搭乘中
国发展快车，获得更好融入开放型世界经济
的机会。
　　这是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的幸福列车：班
列促进了沿线国家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繁密，
深刻改写了国家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

　　从零部件到装箱下线，最快用时仅20秒；再
搭乘中欧班列长安号运往德国只需10余天……
　　落户西安国际港务区才两年，陕西康佳智
能家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钊感触良多：“去年我
们发送了9个专列，与海运相比，中欧班列综合
成本低，运输时效快，拉近了企业和海外市场的
距离。”
　　走进中欧班列长安号的始发地西安国际港
站，集装箱整齐码放，列车频繁进出。更远处，
由中欧班列衍生出的临港产业片区内塔吊
林立。
　　开行于2013年11月的中欧班列长安号，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全国最先开行的中欧班
列。10年间，其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核心
指标稳步提升。
　　中国铁路西安局中欧班列运营主管工程师
齐超说，中欧班列长安号已开通西安至亚欧国
家的17条干线通道，实现亚欧地区主要货源地
全覆盖，今年截至8月底已开行3477列。
　　昔日小站，成长为国际化物流枢纽中心。
目前西安国际港站面积达5600亩，拥有全国首
个内陆自动化无人码头。
　　贸易通道之便，催生临港经济集群加速崛
起。西安国际港务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孙艺民说，围绕中欧班列，17平方公里的临港先
进制造业片区逐渐成型，汇芯通信、京虹显示等
40余家先进制造业企业先后落户。
　　货运清单之变，折射出中国坚持经济全球
化的成效。
　　“长安号出口的货物，从10年前以‘大长笨’
的机械设备为主，发展为以新能源汽车、太阳能
电池等高端产品为主。进口货物品类则拓展到
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红酒等高附加值产品。”西

安自贸港建设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小军说。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欧班
列累计开行10176列、发送货物110.4万标箱，同
比分别增长13%、27%，“钢铁驼队”行稳致远。
　　“聚焦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中欧班列
保持稳定畅通运行，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
局。”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卢山冰说。
　　中欧班列以稳定、高效的物流服务支撑着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大动脉”，已成为共建“一带
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

分享中国大市场的历史机遇

　　高大的烘干塔、装备现代的压榨车间……
在哈萨克斯坦北哈州，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
投建的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区，一派繁荣景象。
　　近3000公里外，西安爱菊粮油仓库，产自哈
萨克斯坦的面粉和食用油正在装车准备销往全
国各地。
　　一列列中欧班列，让丝绸之路上两个重要
节点的联系愈发紧密。
　　2015年，这家企业尝试“走出去”曾屡屡碰
壁。“我们带着1000份合同，跑了北哈州900户农
户，最终签约不到100户。”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
团董事长贾合义说，当地农民对我们提供的种
子不放心，更担心种出来卖不出去。
　　与当地种植大户合作经营试验田，用产量
和品质说话；预付订金、以“订单农业”确保销路
畅通……8年后，企业已与北哈州20多个农场
主签订总计150万亩土地的合作协议。
　　“中欧班列让农产品有了销路，我们还计划
增加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北哈州农场主努尔
兰·拉希姆扎诺夫说。
　　中欧班列途经之地，更多“希望之种”拔节
生长。陕汽重卡车辆远销1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公司在西安建设的“哈萨
克斯坦码头”项目正加紧施工……哈萨克斯坦
驻西安总领事卡拉巴耶夫·佐齐汉说，中欧班列
为哈萨克斯坦打开了“出海口”。
　　不只有长安号。数据显示，我国境内已铺
画时速120公里的中欧班列运行线86条，联通境
内112个城市，通达欧洲2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200个城市，以及沿线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超过
100个城市。
　　日益增加的中欧班列，搭建了沿线经贸合
作新平台，更多国家和地区得以分享互联互通
的红利。
　　不久前参加2023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
览会的乌兹别克斯坦客商阿森贝克对此深有体
会：“交通的便利让人员往来越来越频繁，我很
多朋友来中国做生意，中国市场潜力巨大。”

“硬联通”激发“心相通”

　　今年5月的中国—中亚峰会结束后，六国

元首共同种下的六棵石榴树，枝叶愈加繁茂。
源自西域的石榴种子，已在长安城繁衍千年，成
为象征团结美满的吉祥之物。
　　今年以来，一本记录了中国科研人员在海
外播撒“中国种子”的书籍《中国种子：我在哈萨
克斯坦种小麦》，打动了不少读者。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研究员张正茂说，一批中国的小麦新品
种已在哈萨克斯坦多地推广，比当地品种亩产
增收最高达60.51%。
　　如今，搭乘中欧班列，陕西的茶叶、青海的
枸杞、云南的咖啡豆等相继进入欧洲人的家庭；
土耳其的手工地毯、德国的厨具、法国的红酒
等，可以快速到达中国消费者手中。
　　近年来，我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
的开放格局持续优化。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6.89万亿元，
同比增长9.8%……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马莉莉说，中
欧班列探索出一条凝聚共识、合作共赢、充满活
力的发展之路，深刻改写了国家间交往的广度
和深度，以“硬联通”激发“心相通”，为加快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贡献。
　　今年3月7日，驶向哈萨克斯坦北哈州的文
化班列在西安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发车。这趟

“友谊班列”携带的皮影、手工剪纸等非遗作品，
在北哈州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中国—中亚峰会闭幕后不久，在唐长安城
西市遗址上修建的大唐西市博物馆，收到了一
件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珍贵礼物。这件金银色羊
拐角造型的礼物，寄托美好祝福、寓意友谊
长存。
　　大唐西市博物馆馆长王彬说，近年来大唐
西市博物馆先后与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的24家博物馆建立友好馆关系。2015年，大
唐西市博物馆《陕西皮影展》走进哈萨克斯
坦；2018年，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在大
唐西市博物馆展出的国宝级文物“金人”一度
颇为火爆。
　　多元合作还在不断延展：今年4月，首届亚
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在西安召开，丝绸之
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正式揭牌；在陕西、福建两
省轮流举办的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渐成品牌，
电影成为传承丝路精神、弘扬丝路文化的纽
带……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
说，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有力促进了国家间经贸
合作和全球经济发展，也带动了文化交流和文
明互鉴，铺就出一条条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
福路。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如今，贾合义对这两句话的感受越来越深：“刚
去哈萨克斯坦时，当地百姓把‘你们’‘我们’分
得很清楚。现在他们说‘咱们’，分别时，大家会
久久拥抱。”（记者沈虹冰、刘书云、陈晨、张斌）
        （新华社西安9月18日电）

历史的回声 永远的铭记
新华社记者 徐扬

新 华 时 评

  9月18日，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观众在泰国商品馆排队品尝泰国香
米。品马来西亚咖啡、尝泰国榴莲、购
越南拖鞋……不出国门，也能享受中
国—东盟大市场带来的便利。在第二

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东盟商品展
区，来自东盟国家的参展企业达640
家，参展品牌企业展出众多精品，打造
东盟特色商品购物平台，深受参观者
喜爱。   新华社记者 周华摄

繁荣快车行大道 同心携手向未来
——— 中欧班列十年回眸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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