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榆

北起昆明、终抵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在

12月 3日迎来开通运营三周年。

3 年来，中老铁路跑出了“加速度”、增添

了“新动力”、打开了“新篇章”。单日旅客发

送量由 2 万增至最高 10 万人次；单日跨境货

物列车从日均 2 列增至 20 列；出入境人员来

源地从最初的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增长到 100

个国家和地区；货物品类从 10多种增至 3000

余种；在中老铁路的助推下，2024 年上半年，

中国与湄公河五国贸易突破 2000亿美元，比

10年前翻了一番，再创新高。

老挝新人热衷将中老铁路车站作为
婚纱照外景地

“中老铁路列车舒适便捷，我现在从万象

到琅勃拉邦首选坐火车。”老挝籍女青年王妮

说。在她精心布置的新房里，挂着以中老铁

路元素为背景的婚纱照。如今，不少老挝新

人将中老铁路车站作为婚纱照的外景地。

据统计，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三周年，全线

每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 60多万人次，

增至目前的 160多万人次。中国段日均开行

旅客列车 51列，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10

列，列车扩编为 10辆以上。

“我家在老挝万象，孩子在昆明留学，坐

动车可以当天抵达，孩子回家方便了，老母亲

也了却了去中国看看的心愿。”老挝旅客苏莎

万说。

“我们已累计开行了超过 1000列的中老

铁路国际旅客列车。D87/88 次国际旅客列

车实行朝发夕至的运行模式，为国际旅客提

供了极大便利；D85/86次国际旅客列车实行

西双版纳和琅勃拉邦之间当日往返的运行模

式，便利了跨国商务出行。”国铁昆明局客服

中心主任张蘋介绍，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

累计发送旅客达 113.9万人次，其中跨境旅客

达 27.2 万人次，共计服务了来自全球 100 个

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成为中老沿线出行的首

选交通工具。

老挝驻昆明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岛派·占

塔纳昕表示，国际列车自开行以来，超过 20

万人实现了跨境旅游的实地体验，推进了文

化传播和交流，更加促进了友好往来。

货物品类增加至3000余种

11月 24日，《工人日报》记者在中铁联集

昆明中心站内看到，大卡车来回穿梭，巨大吊

臂抓住满载货物的集装箱，呈现出一派繁忙

而有序的景象。在老挝万象南站内，东南亚

水果正“塞满”一列列车厢，这正是中老铁路

全线货物运输的缩影。

开通运营 3 年来，中老铁路货物品类增

加至 3000 余种，已成为连通区域发展的“钢

铁丝路大通道”。来自老挝与其他东南亚国

家的山竹、榴莲、木薯、芒果等水果，摆上了中

国居民餐桌，中国产品也运往老挝及东南亚

市场。2023年，中老两国双边贸易额达 71亿

美元，同比增长 26.7%。“2023 年 6 月，我在货

架上摆上名为‘Beerlao’的老挝啤酒，得到了

顾客好评。”北京北锣鼓巷一家精酿啤酒超市

的老板林允超说。

“中老铁路向北与中国铁路网连通，再

由 中 国 铁 路 网 通 过 中 欧 班 列 辐 射 至 俄 罗

斯，最远可达德国、西班牙等国家；向南与

泰国米轨网连通，到达南部港口，直至柬埔

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国铁昆明局货运

部主任赵雁峰介绍，3 年来，中老两国间的

货运时间和物流成本大幅下降，带动沿线

产业热潮涌动。

“3年来我们共开行了 1400多列‘澜湄快

线’，还积极探索‘澜湄快线+跨境电商’‘中

老铁路+中欧班列’‘中老铁路+西部陆海新

通道班列’等新模式。”赵雁峰说，国铁昆明局

与多地合作，开行了“沪滇·澜湄线”“粤滇·澜

湄线”国际货运班列、中老泰国际货物列车、

果蔬冷链专列，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

直达运输时间缩短至 15天。

活力迸发互利共赢的“繁荣路”

2022年 5月，以中老铁路为支撑，昆明市

正式托管磨憨镇，开启了磨憨从“通道经济”

向“口岸经济”的转型之路：磨憨铁路口岸进

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顺利通过海关总署验

收并投入使用；旅客“无感通关”、货物一体化

申报等便利化政策相继出台；磨憨—磨丁合

作区围网区建设有序推进，建成后可依托“两

国一园、两国一街”，规划布局免税购物、展示

交易的特殊监管区域；磨憨铁路口岸提质改

造工程完工，新建的到发线、调车线等 10 条

股道正式开通，极大释放了磨憨铁路口岸通

道能力。

与此同时，中老铁路、磨憨也成为地方招

商引资的“金名片”，为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发

展注入了澎湃活力。

在云南思茅产业园区，云南金客隆咖啡

产业有限公司一条条加工生产线上，已完成

烘焙、研磨、冷萃提取、冻干的咖啡产品正源

源不断地被分级包装，并通过中老铁路销往

全国各地以及南亚东南亚地区。

“一方面是看中了普洱咖啡原产地的原

料优势，另一方面，作为中老铁路沿线地区，

为原料进口、产品出口提供了便利。”云南金

客隆咖啡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华忠说。

在中老铁路老挝段，开通运营 3年来，一

批经济园区、经济合作区、产业园区，如雨后

春笋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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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日旅客发送量由 2万增至最高 10万人次；货物品类增加至 3000余种——

中老铁路跑出“加速度”

民 声民 声G

破解特殊需要信托难题
要完善兜底监护机制

破解特殊需要信托难题
要完善兜底监护机制

卢越

近日，在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见证下，国联信托与某

自闭症患者家庭成员签署了特殊需要信托合同，标志着

无锡首单特殊需要信托落地，创立了“信托架桥、政府兜

底”的特殊需要信托运作模式，引发关注。

特殊需要信托，是以满足和服务特殊需要人群的生

活需求为主要目的的信托制度安排，主要针对心智障碍

人士、无嗣老人等特殊群体，用于其整个生存期间的生活

照料、教育培训、就业支持、医疗康复、养老善后等方面支

出，以在其家庭成员不在世后，最大限度地保持维护其生

活质量和生命尊严。

根据中国残联数据，我国有 8500 多万名残疾人，其

中心智障碍者大约有 1200万至 2000万人，这一群体相当

一部分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照护压力担在了他们的家长身上。

“家长走了，孩子怎么办？”——长期以来，这成为困

扰有心智障碍者家庭的“终极问题”。随着民法典的实

施，我国由单一的法定监护发展到意定监护、遗嘱指定监

护等类型，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也陆续出现了法院指定

社会组织监护、信托公司设立特殊需要信托等做法，努力

回应特需家庭的监护需求。

但是，现实中特需监护家庭还存在诸多顾虑。比如，

心智障碍者监护周期长、监护任务重，监护既关乎“人”与

“事”，也直接影响“财”的管理与使用，信托解决了“财”的

问题，那么谁来管“人”和“事”？怎么保证监护的可靠性、

长效性和有效性？谁来对承担监护责任的各类社会主体

进行监督？这些顾虑背后，反映了当前特需社会监护安

排面临的政策与实践层面的挑战。

此次无锡签署的这单特殊需要信托合同，是无锡首

单由政府主导参与的特殊需要信托，其中的亮点在于明

确加入“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条款，由市救助管理站

作为“兜底监护人”。如此，监护人的公信力、长效性都能

得到认可和保证。

无锡这一“信托架桥、民政兜底”的特需监护机制，对

特殊需要人群未来托付的政策探索具有积极意义。当

然，既然是创新、探索，就意味着在后续实践层面仍需细

化考量，无锡正在起草《监护手册》，优化细化监护中的具

体工作和服务。应当关注到，当前心智障碍者群体呼唤

更专业、多元的服务，破解“托孤”难题，完善心智障碍者

成年监护体系，还需各方共同努力，不断探索。

阅 读 提 示阅 读 提 示
在中老铁路的助推下，2024年上半年，中国与湄公河五国贸易突破 2000亿美元，比 10

年前翻了一番，再创新高。

本报记者 蒋菡

深秋时节，在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崇义

县境内的上堡梯田，已经收割完的稻田呈现

一片祥和的土棕色，梯田如链如带，依山势

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起源于先秦时

期的上堡梯田，距今至少有 2200 年的历史，

包含完整的“森林—水系—梯田—村落”生

态体系，在 2022 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名录。

“灌溉工程遗产不仅是工程效益的传承，

也是文化的记忆，每一处灌溉工程遗产都是活

生生的实证，将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科学与

技术精神呈现出来。”近日，在赣州举行的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保护利用国际研讨会上，水利部

农村水利水电司司长、国家灌溉排水委员会主

席陈明忠表示，“面对古人留下的丰厚水利遗

产，我们要挖掘好、保护好、利用好。”

遵从自然法则

上堡梯田是典型的自流灌溉系统，当地

居民遵从自然法则高山建田，山有多高，水有

多长，从高到低逐级灌溉。并且用最简单的

工程设施，达到了最大效益的自流灌溉。

行走在梯田里，一只石龟吸引了记者的

视线，潺潺流水就从它嘴里流到地里。据介

绍，古时候的出水口常常会做成动物的形象，

寓意威严与庄重，能让老百姓珍视水资源，保

护水利设施。

除了上述“百兽散水”之外，这里还有蓄

水分流、平梁分水石等梯田灌溉工程遗存。

分水石是通过在石头上刻凿上几个宽窄不一

的凹槽，来解决田块之间的水量分配问题。

自 2014 年以来，经由各国家灌溉排水委

员会的推荐和国际评委会的评审，全球共有

177 处古代灌溉工程被收录为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目前，我国共有包括都江堰、灵渠和郑

国渠三大古代水利工程在内的 38 处灌溉工

程被成功收录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上堡梯

田是其中之一。

此外，这里的非水利工程遗址遗存有猺

人祖先崇拜石狗遗存、古冰川石遗存、平茶寮

碑、水磨、水碓、水楼、德丰古桥、章源古桥等，

都是上堡梯田开垦及其灌溉工程修建的历史

痕迹和文化印记，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历史

价值和考古价值。

可持续运行的典范

“一处灌溉工程历经几百上千年得以延

续利用至今，往往意味着它在规划、工程类型

和管理上的可持续性，即使在现代科学技术

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其功能和效益仍在不断

扩展。”陈明忠表示，留存至今的古代灌溉工

程堪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生动地诠

释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在国家灌溉排水委员会副秘书长高黎辉

看来，大陆性季风气候决定了在中国“水利是

农业的命脉”，而传承上千年至今的灌溉工程

遗产，经历了各种气候变化的严峻考验，展现

了极高的工程韧性和适应性，已经被证明是

可持续运行的典范。

古人修建灌溉工程的一大特点是因地制

宜、遵循自然规律。高黎辉举例说，堰坝作为

一种拦河引水灌溉工程类型，具有广泛的适

用性，大部分的古代堰坝在规划布置上采用

与河流斜交的方式，延长溢流长度，减小洪水

对堰坝的冲击。“不仅在技术上展现了智慧，

还在理念上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和顺应。”

高黎辉说，“灌溉遗产是活态的工程，在运行

管理、修缮维护、更新改造中要尊重自然规

律，并加强遗产监测。”

持续活化利用

江西省水利厅宣发中心主任占任生表

示，申遗过程就是一个保护遗产的过程，还统

筹协调形成保护合力，并用真金白银实施抢

救计划。比如，在上堡梯田投入 900余万元，

建立上堡梯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博物馆，修

缮 12个重点灌溉工程遗址。

占任生表示，要科学利用遗产，文旅有机

融合，形成良性循环。“我们指导各地因地制

宜打造集文化体验、旅游观光、休闲、餐饮等

为一体的遗产地风景区，助推当地旅游经济

发展，从而反哺灌溉遗产保护。”他说，上堡梯

田将灌溉工程遗产与客家农耕文化有机结

合，形成独具一格的稻田走廊、竹林幽探等特

色景观，形成了品牌效应，2023 年上堡梯田

的游客增加到 59.37万人。

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水文化处副

处长陈金明表示，都江堰水利工程充分体现

了传统文化和治水智慧，其保护利用经验之

一是科学改造工程，持续造福百姓。都江堰

引进的岷江水通过纵横交错的河渠网络在成

都平原流淌后，又回归岷江、沱江等天然河

道，没有引起生态危机。此外，持续维护管理

让都江堰健康运行。2021 年，都江堰灌区 9
个省管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进行一体化改革，

成立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更有利于

维护管理。正如河海大学副教授代小平所

说：“利用是最好的保护。”

灌溉工程遗产不仅是工程效益的传承，也是文化的记忆

“ 利 用 是 最 好 的 保 护 ”

赴港澳旅游“一签多行”“一周一行”将实施
据新华社电（记者任沁沁）记者 29 日获悉，经国务院批

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决定在广东省深圳市实施

赴香港旅游“一签多行”政策，在广东省珠海市实施赴澳门旅

游“一周一行”政策，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赴澳门旅游

“一签多行”政策。

自 2024年 12月 1日起，深圳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

可以申请办理赴香港旅游“一签多行”签注，在 1 年内可不限

次数往来香港地区，每次在香港逗留不超过 7天。

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珠海市户籍居民可以申请办理赴

澳门旅游“一周一行”签注，在 1 年内的每个自然周可前往澳

门一次且仅限一次，每次在澳门逗留不超过 7天；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

“一签多行”签注，在 1年内可不限次数往来澳门地区，每次在

澳门逗留不超过 7天。

“小芦笙”作坊助力群众大增收
本报讯（记者赵黎浩 通讯员张鹏飞）芦笙制作工艺源远

流长。云南省凤庆县勐佑镇村民罗顺荣是一名芦笙乐器制作

传承人，他一直坚守着传统技艺，用巧手赋予竹子和葫芦以生

命，打造出能吹奏出美妙音律的芦笙，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民族

乐器和民族文化。

在勐佑镇习谦村罗顺荣家，罗顺荣正在精心挑选优质的

竹子和葫芦，并进行细致打磨、钻孔、组装、调音……一道道复

杂而精细的工序，将原本普通的材料逐渐变成造型精美、音色

悦耳的乐器。很多顾客等不到发货就直接上门复购，近距离

与老师傅探讨芦笙的制作过程。

罗顺荣的妻子赵彩红在参加了凤庆县开展的全脱产进校

园证书式电商班培训后，掌握了直播技巧，成为一名网络主

播，在镜头前介绍自家的芦笙。

近年来，习谦村两委积极帮助村民建设家庭作坊，推动劳

动力在家门口就业，促进农民增收。习谦村党总支书记杨明

庄介绍:“我们村两委支持罗顺荣参加电商培训，另外还帮助

他们进行各种渠道的宣传，他家单独卖芦笙每年的经营性收

入已经有 15万元左右。”

11月28日晚高峰期间，运行中的北京市宪法宣传地铁列车。
在2024年“宪法宣传周”来临前，由中共北京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

组、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宪法宣传地铁列车正式上线。在
“宪法宣传周”期间，北京地铁17条线路将同步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在满足群众出行需求的
同时，为乘客带来学法用法的全新体验，让地铁列车成为一本“行走的宪法知识教科书”。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北京地铁列车变身
“行走的宪法知识教科书”

社区有了应急志愿服务队

11月 28日，望京街道应急救援队的志愿者展示他们的
“望京急先锋”标牌。

当日，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道举办“望京急先锋”应急志
愿服务队成立仪式。望京街道各个社区组织了由居民党员、
社区干部、外卖员、快递员、社区保安、社区物业人员、社区商
户等志愿者组成的应急志愿服务队。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木星冲日、水星西大距等
精彩天象将在12月亮相
据新华社电（记者周润健）12月“星空剧

场”上新了。金星伴月、木星冲日、土星伴月、双

子座流星雨、月掩角宿一、水星西大距等多部

“剧目”将亮相。仔细看看，有你感兴趣的吗？

12 月 5 日，以“长庚星”姿态现身的金星

将与一弯蛾眉月近距离相伴。如果天气晴

好，当日傍晚，感兴趣的公众面向西南方天空

就能目睹到这幕超高颜值的“星月童话”。

最近一段时间，明亮的木星已成为夜空

中不容忽视的存在。夜幕降临后，它就在东

方天空熠熠生辉。“12 月 8 日，木星将迎来冲

日，这是一年中观测木星的好时机，对这颗行

星感兴趣的公众不要错过。”中国天文学会会

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说。

巧合的是，8 日这天，天宇还将“上线”一

次月掩土星，虽然我国大部分地区看不到这

次掩星，但在傍晚可以看到土星与月亮近距

离相伴的场景。

作为每年值得信赖的流星雨，双子座流

星雨会在 12月准时到来，极大时每小时天顶

流量可达 100颗以上。

继遮掩土星和海王星之后，月掩星还在继

续。这一次是月亮遮掩室女座最亮恒星——

角宿一，发生时间是 12月 25日凌晨。“观测条

件比较好的地区在我国东北和东南部，这些地

区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观测。”杨婧说。

无独有偶。25 日这天，神秘的水星将迎

来西大距，这是水星今年的最后一次大距。

“这是一次不错的观测机会。届时只要天气

晴好，在大距前后一周左右的黎明时分，感兴

趣的公众朝向东南方天空，可凭借肉眼或借

助双筒望远镜对水星进行观测。”杨婧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