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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大年三十吃完年夜饭

就得挤火车赶回打工的地方。”遵义

市播州区芶江镇桥头村尖角组村民罗

孝传说，“现在家门口就可以找到工

作，而且道路四通八达，交通特别方

便。”去年，和罗孝传一样，芶江

镇、三合镇的几万村民不再外出务

工。

采访中，被罗孝传的热情感染，

记者不禁想要探知一二，是什么改变

了这一方水土、这一方人。

站在阁老坝铁路货运场桥上眺

望，带着安全帽的人影不停晃动，

上 千 工 人 忙 着 在 工 地 上 搬 运 、 砌

墙、拉网、绑钢筋；挖掘机、运输

车穿梭其间……依托西南地区最大

的铁路货运场——三合镇1300万吨

阁老坝货运场修建，总投资150亿

元、占地9400亩的贵州黔北现代物

流新城正在崛起。

贵州黔北现代物流新城是国家规

划的长江中上游综合开发和黔中经济

区建设的重要区域，是西南地区承接

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

通枢纽，由遵义市铁路建设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其战略定位

是建成B型保税物流中心、国家一类

铁路口岸、国家级公铁联运示范基

地、国家级物流标准示范企业。

物流新城项目在芶江镇占地面

积达6000多亩，带动这座小镇迅速发

展：居民从2015年的2.8万人上升至4

万人左右，建档立卡贫困户从756户

1517人减少到15户52人。“物流新城

的建成，带动就业和第三产业发展，

改善了民生。”芶江镇党委书记黄明

军介绍。

打开物流新城的详细规划图，搭

乘“一带一路”东风和“内陆开放”

快车，项目从北面借助武威保税物流

中心，搭上新亚欧大陆桥、丝绸之路

经济带、国际新通道的“渝新欧”快

车；从南面利用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广

西北部湾港区，打通出海大通道；向

西通过加强与云南出口城市的合作，

拓展东南亚进出口渠道；朝东利用重

庆到上海的长江黄金水道，建立与长

三角地区的业务往来。川黔铁路、渝

黔铁路贯穿而过，若干高速公路连

接，“公铁水航”多式联运网覆盖整

个项目。

在贵州，一斤车厘子的价格在

60至120元之间，而在不远的重庆等

地只需要30至50元；上海客商前来考

察时吃了贵州的黑猪肉，觉得可口

美味，想“打包”带给家人，“可

以啊，但是只有你们自己开车拉走

哦”，听了当地养殖户的回答，客商

再没提过购买的事……贵州绿色农产

品逐步“风行天下”，然而贵州的好

产品依然存在“走不出去”“走不

远”的尴尬。

“在全国大物流的背景下布局

物流新城，物流的痛点难点将迎刃而

解，黔货出山的通道也将打通。”贵

州遵铁物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洪龙说，今后贵州产品走出去将实现

通关一体化，即在本地通过海关检

疫检测后，不需要在其他地方重复检

测。以物流新城为中心，贵州今年将

在全省设30个农产品集配中心，2018

年全省农产品集配中心将达到100个，

物流新城将成为黔货出山的集聚地、

散发地。

物流新城项目按照“一年建成、

两年运营、三年完善”目标推进，土

地征拆、项目规划设计、现场施工、

引资招商等重点工作同步进行。目前

项目每天参建人数近4000人，已完成

投资25亿元。其中，投资12.5亿元建

设的25公里路网基本成型；6大功能

区12大板块中的仓储、冷链、建材市

场、行政办公、大数据中心、展示中

心等主要功能板块已全面启动建设，

将于今年底全部建成。2018年，整个

物流新城项目将全部建成完工，建成

后的贵州黔北现代物流新城将成为贵

州省最大的信息化、现代化、专业化

物流园区。

目前，物流新城已经与各通道港

口、物流园初步建立了合作关系。与

国内物流业前100强中的一半以上企

业进行深度合作磋商，与正泰集团、

贵铁物流等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与

“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港口防城港、钦州港、甘肃武威保

税区等初步形成战略合作意向。初步

预测，物流新城2017年物流处理能力

是4000万吨，到2022年，物流处理能

力将达到1亿吨，实现利润约13.3亿

元，每年提供就业岗位2万个。（责任

编辑/哈文丽）

乘“一带一路”东风 建现代物流新城

贵州黔北现代物流新城2017年物流处理能力是4000万吨，初步预测，到
2022年，物流处理能力将达到1亿吨，实现利润约13.3亿元，每年提供就业
岗位2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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