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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铁路强音 讲好丝路故事
——《人民铁道》报“一带一路”报道的实践探索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战略是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国家战略，如何以更宏观的视野、更鲜活的变化、更扎实的作风做好“一

带一路”宣传报道，继续讲好中国故事铁路篇，《人民铁道》报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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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路的建设和畅

通是前提和基础，而铁路则是路中之重。作

为行业主流媒体和铁路权威媒体，《人民铁

道》报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报道，积极探

索和努力实践，采取记者跟踪、重点访谈、

开辟专栏等多种形式，密切关注与“一带一

路”建设有关的铁路动态，全方位报道铁路

在“一带一路”中的积极作用，发出铁路强

音，讲好丝路故事。

见证：大通道运输快速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铁路

国际大通道运输得到了快速发展。日趋加

密开行的中欧班列，已成为“一带一路”

经贸交流的重要物流通道。铁海联运规模

不断加大，多种交通方式的衔接更加紧密。

《人民铁道》报把铁路大通道报道放在重要

位置，见证了铁路大通道运输快速发展的进

程。

1.动态性报道。从“新亚欧大陆桥”国

际集装箱专列的开行，到中欧、中亚货运班

列的开行，《人民铁道》报对大通道运输的

每一点变化、每一个进展，都密切关注、及

时报道。随着国际运输班列越来越多，运输

产品越来越丰富，铁海联运越来越发达，

报道题材也日益丰富。从2013年至今，《人

民铁道》报已刊发中欧班列相关报道120余

篇，刊发铁海联运及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报道

20余篇。

2 .阶段性报道。适时推出阶段性报

道，诠释开行特点，形成报道声势，推进

对外经贸交流。2014年8月6日，在当年中

欧班列开行100列之际，《人民铁道》报刊

发头版头条报道《中欧班列助推新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与此相配合，同天A2版

以《中欧班列续写当代“丝路传奇”》为

题，以特刊形式集萃了5篇特别报道，对

重庆至杜伊斯堡、成都至罗兹、郑州至汉

堡、苏州至华沙、武汉至捷克及波兰5趟中

欧班列给予了全景式的扫描。2015年1月22

日，头版头条再次推出消息《为实施“一

带一路”战略提供运输保障》，介绍2014

年中欧班列开行308列、较上年同期多开

228列的情况，展示了“一带一路”货运大

通道的蓬勃发展景象。2015年10月24日，

在中欧班列开行1000列之际，刊发头版头

条报道《飞架亚欧大陆的丝路金桥》，并

配发短评《新里程 新起点》，总结梳理

了铁路建设钢轨“丝绸之路”、搭建文化

“金桥”的情况。

3.系统性报道。近年来，随着“一带一

路”战略的推进，国际班列越来越多，运输

货物越来越丰富，铁海联运衔接作用越来越

明显，互联互通越来越顺畅。《人民铁道》

报做到对这些成果分种类、分系统进行持续

关注和报道，在国际班列方面，按始发站、

分侧重点，逐一关注，先后报道了广州至莫

斯科开行中欧班列、苏州至华沙中欧班列实

现常态化开行、郑州至汉堡中欧班列开行密

次增加、云南首开中欧班列、山东首开中亚

班列等情况。在铁海联运方面，对合肥至宁

波、兰溪至宁波开辟铁海联运新通道，京

津冀铁海联运集装箱班列等开行情况，进

行了系统报道。

记录：基础性建设稳步推进
 铁路建设是“一带一路”基础性建设

《人民铁道》报党委书记、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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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铁道》报立足“一

带一路”战略的大布局，做好大口岸、大通

道、大枢纽的建设报道。

1.大口岸建设。目前，我国铁路已经

铺划西、中、东3条中欧班列的出境通道。

西部通道由我国中西部经阿拉山口和霍尔

果斯出境，中部通道由我国华北地区经二

连浩特出境，东部通道由我国东南部沿海

地区经满洲里和绥芬河出境。阿拉山口、

霍尔果斯、二连浩特、满洲里、绥芬河5个

铁路口岸，是国际货运大通道连通中国和

境外的桥梁。

《 人 民 铁 道 》 报 把 大 口 岸 建 设 报 道

作为重点，经常组织驻地记者到口岸站采

访。适时报道口岸站服务出入境货物运输

的特点，以及口岸站铁路职工的工作生活

情况。2013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口

岸建设的强力推进，对大口岸建设的报道

不断加重，相继刊发报道300余篇。报道口

岸站运量快速增长、中外贸易交流的良好

发展态势。

2.大通道建设。近年来，中西部铁路建

设加快推进，以兰新高铁为代表的中西部铁

路，构成了“一带一路”大通道的骨架。昔

日驼铃声，今日风笛响。《人民铁道》报盯

住这些新线建设，深入报道铁路建设在“一

带一路”战略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

 兰新高铁于2010年1月开工建设，2014

年6月开始联调联试，2014年11月16日开通乌

鲁木齐至哈密段，2014年12月26日全线通

车运营。在兰新高铁建设过程中，《人民

铁道》报都及时地进行了动态报道。2014

年12月27日，在兰新高铁全线通车运营的

第 二 天 ， 在 头 版 头 条 刊 发 消 息 《 构 筑 起

“一带一路”铁路新通道》，全面报道了

这条目前世界上一次性建成运营里程最长

高铁，以及大大提升亚欧大陆桥铁路通道

运输能力、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

要意义。同期在头版、二版刊发通讯和照

片，全方位呈现兰新高铁开通的影响。在

追踪报道中，记者采访了兰新高铁沿线城

市，分别报道了门源、张掖、嘉峪关、哈

密、吐鲁番等地依托高铁，优化城市经济

版图，发挥自身旅游资源优势的做法。同

时，定位于“一带一路”大通道建设，相

继对贵广、南广铁路、昆玉河等中西部铁

路，以及吉晖、沈丹高铁等通往我国东北

边境的铁路开通，都给予了及时报道。

 3.大枢纽建设。铁路大通道建设，需

要配套的大枢纽建设。枢纽建设，决定通道

的呑吐能力。如重庆铁路枢纽、贵广、南广

铁路广州枢纽、贵阳枢纽、昆明铁路枢纽

等，都是新建的大枢纽工程。《人民铁道》

报做到了紧密跟踪，通过报道大枢纽，形成

铁路建设的宣传气势。2014年5月9日，建设

专刊用8个整版的篇幅，刊发特别报道《钢

轨绵延 梦想飞升：聚焦中西部铁路建设 兰

州铁路枢纽》，不仅从各个角度报道工程建

设的雄姿，展示建设者的精神风貌，还解读

兰州铁路枢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

讲述：丝路上的那些人、那些事
在“一带一路”报道中，不仅关注国际

大通道运输、出入境口岸和铁路新线建设等

大事件，同时派出记者深入到丝路沿线，讲

述丝路上的那些人、那些事，用一个个小故

事丰富大叙事的声部，让丝路故事更立体、

更丰富。

1.让基层上头版。

《人民铁道》报有着“脚板新闻”的

传统，当年记者徒步采访襄渝线、欧亚大

陆大桥，铁脚板记者走出了一批好新闻，

享誉新闻界。沉到铁路生产一线去，走进

职工心里，是讲好故事的根本保证。《人

民铁道》报十分重视对“一带一路”沿线

普 通 铁 路 职 工 的 报 道 ， 让 边 远 小 站 上 头

版，让小人物上头版。2014年，在一版开

设了《走基层·边远站区纪行》专栏，各

驻地记者沿着铁路线，走到边远站区铁路

职工的身边，相继刊发丝路沿线的新疆风

沙小站、青藏高原小站、草原边远小站、 编 辑  陈国权 24687113@sina.com

云南红土高原小站、甘肃天兰线小站等系

列报道。这些报道，精彩地讲述了一线铁

路职工为了大动脉的畅通，默默奉献的故

事。驻新疆记者站记者张家启，为采写风

沙小站系列，与新疆南部铁路工区职工同

吃同住，一连发回了9篇稿件，基本上都在

一版刊发。

2.用“点”带动“面”。

“ 一 带 一 路 ” 大 通 道 ， 是 由 一 个 个

“点”串联起来的。没有“点”上的努力

和奉献，“带”和“路”就难以畅通。在

铁路上，“点”是一个个小站、小工区，

施 工 点 、 看 守 点 。 坚 持 把 报 道 着 力 点 放

在 这 些 “ 点 ” 上 ， 力 求 讲 好 沿 线 一 个 个

“点”上的故事，呈现出“丝绸之路”这

个 整 体 的 “ 面 ” 。 利 用 《 现 场 短 新 闻 》

《一线采风》和《运输经营周刊》的《特

别关注》《服务之星》等专栏，讲述铁路

故事，全景性展示丝路沿线铁路人不怕艰

苦、全力保畅通的精神风采。同时策划创

新，运用多种形式讲一线故事。2015年春

节期间，开辟了《春运家书》专栏，刊发

了新疆阿拉山口站职工许特的《我在阿拉

山口一切安好》等一批职工家书，通过一

封封家书，讲自己的故事，感动读者，展

示形象。

3.让历史照进现实。

古丝路留下许多美丽的传说，新丝路每

一天也在发生着新的故事。我们尝试在历史

与现实的比照中，呈现铁路给“一带一路”

相关地区带来的变化，让报道更有历史纵深

感。2015年4月3日，刊发通讯《风笛起，百

年商埠现生机》，讲述了随着蒙河铁路的开

通，中越边境的百年商埠河口再现勃勃生机

的故事；2015年4月19日，刊发通讯《火车唤

醒驼铃古道》，讲述了陕西驼铃古道上的四

个县城首次开行火车的故事；2015年4月29

日，刊发通讯《丝路情怀 时代列车》，讲述

了昔日跑马帮和驼队的丝路上开行七对列车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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