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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挝走向世界的“中老铁路”在 东 盟 10 国 中 ，老 挝
(Laos)这个面积23.68万平方公
里，人口约600万的小国；北通
中国，南接柬埔寨，东邻越南，
西毗泰国及缅甸的内陆国家，
因没有通商出海口导致经济严
重滞后，加上长期被西方集团
所压制、排挤，所以在国际社会
的地位及知名度并不高。

近来，老挝却引起国际舆
论的关注。事缘10月16日上
午，一列红蓝白三色涂装、呈流
线型的动车组从中国运抵刚建
成的中老铁路万象站，命名为

“澜沧号”的动车组聚焦了世界
舆论和媒体的目光，老挝政府
已正式提出老中铁路在今年
12月2日老挝国庆日开通。

老挝公共运输部部长万
沙瓦说，老中铁路是老挝“陆锁
国变陆联国”战略与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对接项目，现实意义
重大、历史影响深远。“澜沧号”
动车组由老挝总理潘坎亲自命
名，是老中两国人民汗水智慧
的结晶，也将成为老挝人民实
现国家富强的象征。

中国驻老挝大使姜再冬
表示，从长远看中老铁路可持
续发展，需要启动中老泰连线

建设，进而南下同马新铁路网
联通、北上同中欧班列对接，真
正实现把老挝的“陆锁”短板转
化为“枢纽”优势。要加快铁路
沿线综合开发，以铁路为依托
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建设。

中国铁路10月20日发布
通告，随着首趟动态检测列车
从中老铁路万象站出发，驶向
磨丁方向，标志着中老铁路磨
丁-万象段正式进入动态检测
阶段，此次检测由中国铁道科
学研究院负责实施，预计检测
时间18天，主要检测轨道、电
力、通信、振动与环境等。

这条全长1000多公里的
铁路于2016年开工，至今已过
去5个年头。这条开山过河、
连接两国的新通道，蕴含着无
数铁路人的建设心血，闪烁着
奋斗者的耀眼光芒。长久以
来，老挝是被重重大山围困的

“陆锁国”，这条铁路的建成将
成为老中友谊的标志性工程。

中老铁路的如期顺利竣
工，当然引发了邻国的热议。
泰国国家铁路局与中国铁路
集团于2019年12月达成铁路
合作协议，帮助泰国总共59个

新旧火车站设计、制造、供货、
安装调试以及试运营通信信
号系统。今年9月，泰国表示
有意向中国供应200万吨大
米，此举也取得了中国买家的
同意，却被外界推测为泰国与
中国有计划“以大米换高铁”。

近日，泰国发改委提醒政
府，必须尽快打通泰国铁路与
中老高铁的互通，时间拖得越
久对泰国越不利，要充分利用
中老高铁线带来的际遇。发改
委建议，可先商议泰国廊开府
和24公里外老挝万象高铁连
通的计划。这需要中国、老挝
和泰国三方共同协商并得出各
方都认同的方案。在看到铁路
沿线的巨大发展前景后，泰国
也开始要求接入昆新铁路。

中国在高铁建设方面取
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内的高
铁系统已进行过多次升级，彻
底改变了民众的出行方式及
生活面貌。高铁不仅在国内
实现蓬勃发展，甚至还扩展至
海外。值得一提的是印尼的
雅万高速铁路，这条全长
142.3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
里的高铁是中国承建的第一

条海外高铁，是整个东南亚地
区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其意义
不言自明。

2016年1月，雅万高铁正
式开工奠基，因土地问题使工
程延至2018年才开工。2021
年9月，工程量已完成约70%，
铁路最后所需的5500吨钢轨
已全部运抵印尼，雅万高铁的
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希望能
于2022年通车，为提升国家声
望及经济民生作出贡献！

越南也想通过高铁达到
富国强民的理想，但越南目前
的国力和科技，根本无法自主
建造，因此日本以零利息贷款
及其他优厚条件赢得越南高
铁的合同。然而，越南有些不
符原议的举动，加上日本也面
对资力、科技、疫情的困境，筹
备了数年，直到今天依旧未能
动工。虽然日本对此有种“失
面子”的焦虑，未来是否会重
启日越铁路的计划？还是未
知数。

2016年，日本施工人员自
信地到印度勘探地形。要为
印度修建从孟买到艾哈迈达
巴德的高铁，并做出了详细的

建设计划，全程508公里，一共
12座车站，涉及的土地征收面
积为1400公顷。莫迪立即召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印度首条
高铁将于2018年动工，预计于
2022年通车。但地主们认为
虽然得了钱，世代继承的土地
却没了，所以不愿退让。

于是，莫迪让日本先建
10 公里的高铁示范轨道，让
印度人真正体会高铁的魅力，
也可以先培养一些印度高铁
技术工人。到了今年初，在印
度公务员的努力下，需用的土
地只征得548公顷，高昂的赔

偿款已把从日本贷的款都耗
尽了。莫迪只能希望日本能
再批一笔新贷款，但日本表示
没有提供额外贷款的计划，印
度国内形势使高铁项目彻底
陷入停摆。

多年来不断被西方压制、
唱衰、排挤的中国高铁已经冲
破困境、迎风而起，以合作共
赢、公平对等与中国合建高铁
的亚非发展中国家，已看到了
胜利的曙光，感觉了通车的振
奋。12月2日，老挝将迎来全
民欢腾的国庆，也将通过中老
铁路迈向宽广而美丽的世界！

正告美方政客立即停止挑战中国人民的底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日
发表声明，声称“支持台湾积
极、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
系”。此前一天，也就是 25
日，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
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
念日。美方选择这一时机鼓
噪台湾的联合国地位问题，
用心险恶，是对一个中国原
则的公然挑战！是对14亿多
中国人民底线的严重挑衅！

就在今年 9 月中美元首
通电话时，美方表示从无意
改变一个中国政策；10 月中
美高层在苏黎世举行会晤，
美方再次表示坚持一个中国
政策。言犹在耳，美方公然
助力台湾扩大联合国空间，

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面目
尽显无遗，毫无大国信誉。

联合国是主权国家才能
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
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
国的一部分，它参与国际组
织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
则处理，这是国际共识。美
方一段时间以来编造各种说
法，鼓噪“台湾有意义参与国
际组织”“有意义参与联合
国”，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挑战二战
后国际秩序和规则。

美方在声明中打着所谓
“民主”旗号为台湾扩大联合

国空间找借口，完全是偷换
概念、混淆视听。涉台问题
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不是所
谓的价值观问题。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已从政治上、法
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
表权问题。美方无视历史和
法理，恰恰是对联合国价值
观的践踏。

美方还在声明中质疑台
湾无法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大
会和世界卫生大会。难道台
湾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些组织
吗？显然不是。以世卫大会
为例，2009年至2016年，台湾
地区曾以“中华台北”名义、观

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这
是在两岸均坚持体现一个中
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
通过协商做出的特殊安排。
但是，自2016年台湾民进党
执政以来，拒绝承认“九二共
识”，顽固搞“台独”，这是造成
台湾近年来参与多边国际机
构活动碰壁的症结所在。

即便如此，台湾地区目前
获得国际民航组织信息的渠道
是畅通的，与世界多个城市通
航便利。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
前提下，台湾地区医疗卫生专
家可以参与世卫组织相关技术
会议。台湾获取公共卫生健康
信息渠道是畅通的。美方拿国

际民航组织和世卫组织说事，
显然毫无道理。

更可笑的是，美方居然
“鼓励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支
持”其立场。世界上只有一
个体系、一个秩序、一套规
则，所有会员国都必须遵循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美
国绑架联合国的意图不会得
逞。世卫大会连续多年拒绝

“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
卫大会”的提案，这才是国际
社会的立场。

美方不停给“台独”势力
开空头支票，就像布林肯的
这份声明，除了让民进党当
局产生“主子没有放弃自己”

的幻觉外，根本没有实质意
义。外界早就看清，美方不
过是把台湾当作合则用、不
合则弃的棋子罢了。看看阿
富汗，谁会相信美政客“保卫
台湾”的承诺？

美方打“台湾牌”的意图
很明显，无非是玩“以台制
华”的伎俩，妄图在国际上制
造“一中一台”。但中国的立
场无比坚定：台湾问题是中
国核心利益，一个中国原则
不容挑战。正告美方立即纠
正错误，停止挑衅中国人民
的底线，否则必将在14亿多
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
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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