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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师新梅”成了“致富果”

冷链运输是铁路特种货物运输的一项重
要业务。果蔬、冻肉、速冻食品、乳品等货
品，都要通过冷链运输送到百姓的菜篮子
里。比如，产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
区伽师县的“伽师新梅”，近两年在市场上
很受欢迎，其畅销背后就离不开冷链物流
体系。

这种紫红色的小果子，相较于进口西
梅，不仅味道更甜，而且价格还更低。伽师
县拥有独特的光热资源以及偏碱性的土壤，
适宜培育优良的新梅品种。目前，全县种植
新梅 45 万亩、挂果 36 万亩，是全国最大的
新梅产销基地。

“每年八九月，最热卖的水果之一就是
我们的伽师新梅。”伽师县拉依力克村新梅
种植户如孜·喀迪尔说，自己家种了 5 亩新
梅，一棵树能结出100公斤左右的果子。近
年来，靠着新梅，家里的收入年年增加。在
如孜·喀迪尔心里，伽师新梅就是“致富
果、幸福果”。

然而在几年前，伽师新梅的销售情况并
没有这么好。因为新梅产季短、不易保存，
每年在 8 月底至 9 月初集中上市，采摘期和
物流期仅有短短1个月的时间。而从新疆运
往内地市场，运输距离太长，新梅对运输时
效和冷藏标准都有较高要求。怎么办？

此时，中铁特货的冷链物流发挥了积极
作用。“我们开行了 4 趟新梅冷链班列，专
门服务伽师新梅运输。”中铁特货物公司冷
链物流部主任易强介绍，新梅班列直接开往
北京、深圳、西安等地，截至目前，已运输
伽师西梅110车、2200吨，为伽师县乡村振
兴提供助力。

铁路上的冷链物流还促进了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间的贸易往来。

东南亚国家出产的榴莲、山竹等水果，
广受国内消费者喜爱。中老铁路开通后，这
些水果进入中国有了新路径。

在位于云南省的磨憨铁路口岸，经常能
看到一列列载着白色冷藏箱的火车呼啸而
过，它就是专门运送果蔬的冷链班列。2022
年 12 月，中老铁路首趟全铁路运输的冷链
班列载着 25 箱水果，从老挝首都万象抵达
磨憨铁路口岸。此后，这条跨境冷链线路越
来越热闹。

中铁特货公司昆明分公司总经理张远鹏
记得，以前一箱产自泰国的榴莲，辗转运到
云南省昆明市的王家营西站，最长要运 17
天。现在，走中老铁路的全程冷链运输，
四、五天就到了。“与公路运输、海上运输相
比，铁路冷链运输在时效上更有保障，路途中
果蔬的损耗更少，进口的成本也就更低。”

为保证货品新鲜，冷链运输所用的冷藏
箱技术含量十足。

“我们采用的冷链专用设备，可实现零
下24摄氏度至18摄氏度的区间控温。”易强
介绍，中铁特货冷藏箱采用优质的保温材料
和抗压、抗腐蚀、抗老化材料，能够有效地
隔绝外界温度和湿度；制冷系统采用先进的
制冷技术和环保节能的设计方案，可以对箱
内的温度和湿度进行精确控制和调节。冷藏
箱还配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依托在广东省
广州市的监控中心，可实现 24 小时对货品
温度、湿度等信息的实时监测和远程控制，
用户可实时查询货品状态。一款新研发的
BH10 型机械冷藏车，载重达 60 吨、容积
143立方米，与传统机械保温车相比，载重
和容积均提高30%以上。

目前，中铁特货已经形成 10 余条稳定
便捷的冷链物流班列线路。今年前 10 月，
通过中老铁路，中铁特货冷链运输已发运货
品 5.53 万吨；通过中越铁路，发运货品达
1.55 万吨。“经过不断努力，我们已初步建
立起专业化、规模化、网络化的冷链物流运
行体系，业务发展进入快车道。”易强说。

汽车坐上火车

自驾七八天，从东北一路开到海南是怎
样的体验？在张晓东的记忆里，感受就是一
个字：累。

张晓东的家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连续
6年冬天，他和爱人都是带着年近七旬的父
母和十几岁的孩子到海南省海口市“候鸟
式”过冬。

“最长的一次在海南住了快 4 个月。我
们一大家人，有老有小，想去哪逛逛或者日
常出门办事，都是自己开车最方便。”为了
在旅居期间有车可用，张晓东尝试了很多办
法。有一年，他开车跨越 4000 多公里，把
自家的SUV开到了海南。“一路上的油费加
过路费，花了四五千元。关键是路程太长，
自己开车过去真的很辛苦。后来几年，我就
在当地找朋友借车开，但也比较麻烦。”

今年，张晓东终于发现了新的解决办
法。前不久，他在中铁特货微信小程序上
下单“汽车托运”业务。“花了 3200 多元，
把我的车通过铁路托运了，像托运行李一
样方便。而且汽车运到哪了，哪天能接到
车，每个环节在线上都看得到，真是省
时、省力！”

让汽车坐上火车，正是铁路特种货物运
输的一大业务板块。

“铁路运输安全、快捷、可靠。对个人
用户来说，我们提供的汽车托运业务近年来
广受好评。”中铁特货公司市场开发部部长
杜德军告诉记者，2021年底，中铁特货开通
线上下单业务，为自驾游的游客提供私家车

托运服务。“今年，我们已承运内地赴新
疆、西藏旅游的私家车、租赁车 2.3 万余
台；承运海南进岛车辆 1000 余台。这项服
务既降低了游客长距离驾驶的安全风险，为
大家节省出行成本，又间接助力了新疆、西
藏、海南等地旅游市场的发展。”

除了服务个人用户，中铁特货更有大宗
商品汽车运输业务，与汽车制造企业合作，
为其提供包括运输、仓储在内的一体化汽车
物流服务。

近年来，中国汽车工业高速发展，汽车
产销量节节攀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
示，今年前 10 月，全国汽车产销量继续保
持稳步增长，分别达 2401.6 万辆和 2396.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8%和 9.1%。在汽车出
口方面，前 10月汽车出口 392.2万辆，同比
增长59.7%。

如此庞大的产销量，需要在汽车生产地
和销售地之间具有便捷的物流。铁路运输正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河北省保定市清苑物流园，记者见到
一批商品汽车的卸装现场。物流园内有2条
铁路线，其中一条铁轨上，停着一列长长的
货运火车。棕色的铁皮车厢大门敞开，一辆
辆崭新的汽车被工作人员从车厢“肚子”里
依次开出来，停放到周边空旷的场地上。

“你看，这些火车车厢的底部，不是平
的，而是‘凹’字形的。”中铁特货公司北
京分公司保定营业部负责人邢鹏向记者讲解
道，这种车厢型号为JSQ，专为运输汽车设
计。凹形的车厢底，既能增加厢内高度空
间，又便于固定汽车。“每节车厢有 4.8 米
高、26米长，能装9到10辆商品汽车，整列
车可挂 24 节车厢。而一般海运的集装箱，
每箱只能装2台商品汽车。”

汽车能直接开进、开出火车车厢的装卸
方式也更为便捷。

邢鹏介绍，一列满载商品汽车的列车在
到站后仅需 4 小时就能全部完成装卸作业。
为进一步提升效率，中铁特货今年开始将
RFID （射频识别技术） 应用于商品汽车的
装卸作业中。在汽车出厂后，每台车都会有
唯一的识别码。当汽车经过扫描杆时，即可
通过识别码记录车辆的物流信息，并自动上
传到系统，使商品汽车的运输更加智能化和
高效。通过应用 RFID技术，中铁特货进一
步提高了运输组织效率，为商品汽车的快速
流通提供了有力支持。

杜德军表示，铁路运输服务具有全天

候、运量大、成本低、安全性高等优势，
尤其在中长距离干线运输和规模化运输方面
优势明显。目前，中铁特货已与中国一汽、
长城、比亚迪等汽车企业建立长期合作，近
5年，商品汽车年度运量均突破了600万台。

“我们还积极拓展铁海联运业务，助力
中国汽车销往海外。”杜德军介绍，中铁特
货与上海海通汽车码头合作，建立了日常信
息共享机制，合理规划铁路直达码头的物流
方案，进一步提升海铁联运的运输时效。目
前，海通码头的出口车物流业务已覆盖欧
洲、西亚、东南亚、南美洲等区域。预计今
年通过海铁联运方式，由海通码头出口的商
品汽车将超过12万台。

长城汽车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公司
与中铁特货开展了中欧班列、中俄班列、
中亚班列、铁海联运等多种形式的出口车
项目合作。长城汽车各个生产基地的出口
车型，都能通过铁路网络发运至内陆口岸
或港口，已形成“京津冀至霍尔果斯口
岸”“武汉及重庆至上海港”等多条稳定高
效的出口通道。

大型机械出口“跑”得快

生鲜蔬果和商品汽车的运输，都与百姓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还有一些专门服务社会
生产的特种货物，也同样需要铁路物流的支

持。比如，工程建设所需要的超大、超长、
超重机械设备。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迎来降雪，但寒冷
的天气没有影响满洲里口岸的繁忙。千里
之外，在江苏省徐州市货运北站，一台台
由徐工集团生产的大型挖掘机被装上火
车，整装待发。6 天后，这批挖掘机将准
时抵达满洲里口岸，并由此出境，运往俄
罗斯后贝加尔站。

“最近东北地区正在下雪。我们这批出
口的大型工程机械设备，如果通过公路运输
到满洲里口岸，肯定会受天气影响。但现
在，通过与中铁特货公司合作，进行铁路运
输，时效性就能得到保证。”徐工集团整机
运输负责人吴琼说。

徐工集团所运输的大型机械设备，属于
铁路大件货品运输范畴。中铁特货公司大
件公司董事长赵迎九向记者介绍，目前，
中铁特货公司拥有近 700 辆长大货车，具
备出色的铁路大件运输能力，可承载 60 吨
至 450 吨的重型货物，为电力、化工、机
械、冶金等行业提供可靠的服务。中铁特
货还积极投入技术创新和研发，以提升运
输效率和安全性。

为满足不同设备的运输要求，大件运输
车辆有多种不同的设计。“比如前夹车，能
夹住货物两侧，保证运输途中不会滑落；
落下孔车是两边各有一根很高的侧梁，像
扁担一样，把货物挂在中间，分散对路轨
的压力；还有最长达25米的长大平车等。”

赵迎九说。
今年以来，落实国铁集团党组部署，

中铁特货开展铁路物流总包新模式，提升
大件货品运输效率。徐工集团即是其合作
伙伴之一。

“徐工集团是一家特大型工程装备制造
企业，产品有上千种，出口到190多个国家
和地区。2022年9月，公司与徐工集团签订
了物流总包运输合同，为其生产的工程机械
产品提供全流程运输服务。今年9月，中铁
特货又与徐工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作
范围扩充至集港集装箱、跨境货源运输，数
字化深度融合，物流装备联合研发及应用
等。”据赵迎九介绍，以往，货物运输中涉
及的装卸、调度等多个部门各司其职，从提
交货物运输申请到发车，一般需要 4 天左
右。但实施货物总包模式后，相关部门实行
合署统一办公，提高了办事效率，并能为客
户提供专业化的最佳运输方案。

中铁特货公司负责人表示，当前推行的
物流总包，既是指“公铁水”3种运输方式
的总体承包，又是指从市场需求分析、物流
方案设计，到干线运输、两端支配、仓储服
务以及信息服务的全链条、全过程的整体服
务。“比如我们不仅要帮助徐工集团的货物
在铁路上运得快，还要帮助企业办理报关、
船务等手续。开展物流总包业务，最终目的
是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推动铁路
货运高质量发展，同时也能助力中国企业更
好地‘走出去’。”

生鲜蔬果，商品汽车，超大、超长、超重机械设备如何快捷运输？本报记者带您探访特种货物运输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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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贞

生鲜蔬果，商品汽车，超大、超长、超重机械设备如何快捷运输？本报记者带您探访特种货物运输背后的故事——

他们将特种货物运往四面八方
本报记者 李 贞

铁路货运是物流运输的重要一环。国家铁路局数据显示，今年

前10月，全国铁路货运总发送量达41.72亿吨。在这些南来北往的

货品中，有一些特种货物，比如商品汽车，需要冷藏的生鲜蔬果以

及超大、超长、超重的机械设备等。它们的物流是否通畅，既关乎

百姓生活，又关系着社会生产。

那么，特种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有哪些特殊要求，又是如何运往

世界各地的？近日，本报记者走进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了

解铁路特种货物运输背后的故事。

潘旭涛制图潘旭涛制图

▶冷藏车车内作业。

▼中老铁路冷藏
集装箱。

◀小汽车专列行驶
在京通线上。

◀小汽车专列行驶
在京通线上。

▼西安商品汽车物流基地。▼西安商品汽车物流基地。

◀赣州港首列商品车专列。◀赣州港首列商品车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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