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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麗實驗區實施方案獲批
先行先試 進入實質

德宏速遞

大瑞鐵路大瑞鐵路新增投資逾新增投資逾5050億億
將連通中緬鐵路幹線將連通中緬鐵路幹線

打開鐵路運行圖，中國內陸的物資及客流進入雲南省會昆明後，可經昆大鐵路西進大理，至此，打開鐵路運行圖，中國內陸的物資及客流進入雲南省會昆明後，可經昆大鐵路西進大理，至此，
若能再從大理折轉德宏瑞麗，便可繼續往前南下入緬甸仰光，過泰國曼谷，達新加坡吉隆玻，直通印若能再從大理折轉德宏瑞麗，便可繼續往前南下入緬甸仰光，過泰國曼谷，達新加坡吉隆玻，直通印
度洋出海口。這，便是泛亞鐵路西線的大致始終。一度以來，如何打通大理至瑞麗的連接瓶頸，已成度洋出海口。這，便是泛亞鐵路西線的大致始終。一度以來，如何打通大理至瑞麗的連接瓶頸，已成
為這條連接中國、東南亞、南亞三大地域國際鐵路大動脈的關鍵。為這條連接中國、東南亞、南亞三大地域國際鐵路大動脈的關鍵。

近日，記者從德宏州鐵路建設辦公室了解到，大理至瑞麗國家一級鐵路保山至瑞麗段工程現正進近日，記者從德宏州鐵路建設辦公室了解到，大理至瑞麗國家一級鐵路保山至瑞麗段工程現正進
行重新修編，將新增行重新修編，將新增5050多億投資。隨着項目建設的不斷提速，相信不久的將來，國人將真實體驗到多億投資。隨着項目建設的不斷提速，相信不久的將來，國人將真實體驗到
「「坐上火車遊東盟坐上火車遊東盟」」 的便利與愜意。的便利與愜意。 圖文：董雪雲圖文：董雪雲

連通中緬國際鐵路最後一段
大理至瑞麗鐵路，是我國《中長期鐵路網規

劃》中的重點項目，是泛亞鐵路西線的重要組成
部分，同時也是雲南省 「八入滇、四出境」鐵路
網規劃中的重要出境通道之一。

大瑞鐵路全長330公里，由雲南省政府與鐵道
部合資建設，是繼內昆鐵路之後在雲南投資最大
的鐵路建設項目，項目投資原概算總額已達147億
元。規劃中，鐵路將分別經過雲南大理白族自治
州、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3個州市的7
個縣區市，按國鐵Ⅰ級單線、電氣化鐵路標準修
建，設計運輸能力為客車12對／日，貨運1200萬
噸／年，目標時速140公里。

目前，德宏州境內尚無高速公路，國道及環
州公路均為二級公路，鄉鎮之間為三級公路，一
些山區在漫長雨季的沖刷下，就沒有道路可言；
另一方面，德宏重鎮瑞麗市距離昆明有700多公里
，德宏盈江縣是雲南距離昆明最遠的縣，因此，
交通建設的滯後一直是阻礙德宏乃至滇西發展的
一個瓶頸因素。

在德宏，來自內地的商品一般都會比昆明略
貴，德宏一瓶市價 3 元的飲料，在昆明僅需 2.5 元
，鋼材、汽車等大宗商品的差價就更大，故此造
成了 「高消費、低收入」的窘境。同樣，從德宏
輸出的白糖、茶葉、大米等本地優勢農產品也會
因為慘烈的成本價格競爭而 「倒在了路上」。因
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德宏當地的個體批發商
一般都保持着私家貨車跑長途的傳統，甚至有
「無車不商」的 「特別商論」。

8月17日，國務院正式批准了雲南瑞麗、廣西東興
、內蒙古滿洲里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建設實施方案，瑞
麗 「先行先試」進入實質性階段。

記者從德宏州橋頭堡建設辦公室了解到，瑞麗試驗
區定位為：建設成為中緬邊境經濟貿易中心、西南開放
重要國際陸港、國際文化交流窗口、沿邊統籌城鄉發展
示範區和睦鄰安鄰富鄰示範區。

實施方案提出，試驗區建設經過 10 年左右的努力
，在體制機制創新、對外經貿合作、基礎設施建設、特
色優勢產業發展、城鄉統籌發展、保障改善民生、生態
環境保護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效，新體制、新機制基本形
成，試驗示範效應充分體現。

實施方案還提出了試驗區建設的主要
任務。一是發揮先行先試的優勢，積極推
進邊境管理、財稅金融管理、跨境合作、
土地管理、行政及人才管理等體制機制創
新，為加快發展提供有力保障。二是拓展
國際交流合作，提高對外貿易水平，推進
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對外開放。三是
把基礎設施建設放在優先位置，加強國際
綜合運輸通道、國際航運、國際物流體系
、口岸設施、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充
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快特色優
勢產業發展，增強試驗區自我發展能力。
五是堅持統籌城鄉發展，加快城鎮化和新

25 座、小橋 3 座；另有 57 條隧道，其中，在保山
至瑞麗段有一條長近 34 公里的無間隙高黎貢山隧
道，長度目前居亞洲第一位。

據了解，該隧道是保山至瑞麗的必經之路，
由於德宏盆地海拔在700米左右，遠低於保山，使
得隧道需要從山底無間隙貫穿近 34 公里，施工難
度極大，甚至有可能超過在西藏凍土地帶修建鐵
路的工程難度。

另外，由於高黎貢山段地質構造極為複雜，
隧道的打通必須解決三大難題：一是該地區高地
熱特點突出，多地段高溫出水的問題需要解決；
二是要有效應對高地應力；三是該區域屬於高地
震帶，對地震的防範要加以重點考慮。為此，鐵
道部專門成立了高黎貢山隧道技術攻關組對隧道
的施工方案進行了多次論證，據最新消息，目前
確定的線路將會比原計劃多出一些弧線。

保瑞段新增50多億概算
作為著名的深大斷裂縱谷區，高黎貢山山高

、坡陡、切割深，垂直高差達 4000 米以上。高黎
貢山隧道從工作面到隧道垂直距離最高的達700米
以上，且由於隧道距離過長，為了加快施工進度
，方案將採取多點垂直或傾斜施工面的辦法進行
建設。通俗地講，就是從山頂到隧道打通一個施
工井道，再向兩邊分向掘進。這種施工辦法將盡
快地縮短工期，但對施工技術、設備等的要求也
很高，需要使用造價上億元的鑽井機。

大瑞鐵路保山至瑞麗段正線長196公里，含橋
樑 63 座 19845 延長米、隧道 15 座 30894 延長米，
橋樑與隧道工程佔線路長度的46.8%，設計時原計
劃投資135.6億元，因工程難度以及物價增長等因
素，現又新增了50多億概算。

大瑞鐵路建成通車後，將連通中緬國際鐵路
中國境內的 「最後一段」，成為中緬鐵路通道的
重要幹線。此後，乘火車從昆明至瑞麗近700公里
的路程可望 「夕發朝至」，雲南面向東南亞、南
亞開放的橋頭堡作用將愈加凸顯，對促進沿線地
區經濟社會發展，推動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國家
的交流與合作，改變雲南西南部的交通運輸格局
，確保中緬能源進口戰略通道安全都將產生重大
而深遠的影響。

三大難題考驗高黎貢山隧道
據鐵道建設專業人士介紹，大瑞鐵路投資大

、里程長、工期久，沿途地形地質的複雜程度實
屬罕見。2008年6月，大瑞鐵路大理至保山段正式
開工，保山至瑞麗段同時展開積極勘探，並計劃
於 2010 年開工。此後，由於既定路線中地形地質
構成複雜，建設方案前後不得不幾易其稿。

據記者了解，大瑞鐵路將穿行於青藏高原南
東緣橫斷山脈中段和南西端的滇西高原，經大光
山、三崇山、怒山山脈和高黎貢山山脈的南延段
，跨漾濞江、銀江大河、瀾滄江、怒江、龍江等
，這些山川大河均是滇西縱谷地帶的難行之地。
在330公里的路途中，橋樑、隧道總長佔線路全長
的 75%，按原推薦方案，全線有 97 座橋樑，長
27.65 公里，其中特大橋 14 座、大橋 55 座、中橋

據德宏州鐵路建設辦公室介紹，大瑞鐵路保
山至瑞麗段工程的重新修編已接近尾聲，完成後
將由雲南省、鐵道部合報至國家發改委，這次修
編屬於完善性修編，不出意外將很快獲得通過並
付諸實施。

據測算，目前德宏至昆明的貨運價每噸公里約
為0.4元左右，而國內的鐵路貨運均價每噸公里約
為0.12元，價格差、時間差、風險差形成的影響顯
而易見。最新統計資料表明，2011 年，我國物流
成本佔 GDP 的比重約為 18%，而雲南卻高達 24%
，在貨物、旅客的運輸總量中，鐵路的運輸比僅為
17.6%與8.5%，雲南及德宏對鐵路客貨運輸的渴求
愈來愈顯迫切。

自瑞麗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建設啟動以來，專
家們普遍認為，隨着大瑞鐵路的建成，德宏的物流
成本將大為降低，從而吸引更多大企業入駐，從而
深入挖掘並釋放區位、產業優勢，德宏或將很快發
展成中國西部的一個大型產業加工基地。此外，德
宏旅遊亦可依託鐵路客運大力拓展中低端旅遊市場
，彌補一直以來過度依賴航空出行的高端旅遊市場
的不足，為整個旅遊業注入新的生機。

農村建設，深入推進興邊富民行動，保障和改善民生。
六是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加強資源集約節約利用
，嚴格控制落後產能和低水平重複建設。

值得一提的是，國家以前提到的很多試驗、試點地
區，都有詳細而具體的優惠政策，而這次國務院對這3
個試驗區並沒有提到具體政策，只是給出了發展方向，
允許地方自行摸索發展方式。因此，試驗區是否能取得
良好發展，與地方政府的開放觀念，執政能力將有很大
關係，方案中更多關係到瑞麗的惠利措施將體現在今後
一系列包括土地、稅收、通關等的優惠政策上。

據了解，德宏州有傣、景頗、阿昌、傈僳、德昂五
種世居少數民族，有500多公里的邊境線，與緬甸歷來
「胞波情深」；2011 年，瑞麗口岸突破千萬通關人次

，目前，全市有來自南亞、東南亞的常住外籍人員近3
萬人，開發開放潛力巨大。

德宏四縣市列入國家扶貧攻堅
重點扶持縣

近日，德宏州芒市、梁河、盈江、隴川四縣市被列
入 「十二五」國家滇西邊境山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重
點扶持縣。

滇西邊境山區片區範圍包括德宏、保山、麗江
、普洱等10個州市56個縣，德宏州芒市、梁河、
盈江、隴川四縣市區域貧困面大，深度貧困問
題突出，但又具有對外開放區位優勢明顯、資
源富集等優勢。今後，國家有關部委將加大對
德宏教育開發扶貧的支持力度，在資金投入、
幹部素質提升和科研成果運用等方面給予特
殊傾斜。（藍玉芝）

盈江縣大力發展
高原特色農業

8月10日，盈江縣等40個縣（市、區）被省政
府命名為雲南省第一批 「高原特色農業示範縣」。

盈江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具有發展高原特色農
業的優越條件，以優質米、蔗糖、茶葉、堅果、馬鈴
薯、奶水牛等為代表的高原特色農產品在國內外享有
盛名。近年來，盈江縣集中人力財力、落實扶持政策

，加快高原特色農業產業化發展步伐。目前，全縣已形
成以堅果、核桃、油茶、竹子、咖啡和草果為重點的
「五棵樹、一棵草」高原特色優勢農業產業集群。2011

年，全縣農林牧漁業實現總產值達 20.75 億元，農民人
均純收入增加至4712元。（朱邊勇）

芒市獲雲南省文明
城市殊榮
近日，芒市榮獲第二

批雲南省文明城市殊榮，
實現了德宏州創建省級文
明城市 「零」的突破。

自 2007 年以來，芒
市積極開展創建工作，把

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的利
民惠民工程納入全市重點

工作，走出了一條由部門參
與創建向社會廣泛參與創建

轉變的道路。在全市廣大幹
部群眾的共同努力下，芒市市

政建設步伐明顯加快，城鄉一體化
進程加速推進，城區綠化、美化、亮化、淨化和
建築民族特色化 「五化」工程成效明顯，城市綜
合實力獲得了極大提升。（郭雲喜）

大瑞鐵路建成後
極大助推德宏發展

「 」

▲▲德宏州州長龔敬政（左一）視察大瑞鐵路建德宏州州長龔敬政（左一）視察大瑞鐵路建
設工作設工作 德宏州鐵路建設辦公室供圖德宏州鐵路建設辦公室供圖

▲▲技術人員對保山至瑞麗的線路進行勘探技術人員對保山至瑞麗的線路進行勘探
德宏州鐵路建設辦公室供圖德宏州鐵路建設辦公室供圖

▲▲德宏德宏優質稻米優質稻米

▲▲姐告口岸的貨運車場姐告口岸的貨運車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