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列进口整柜：欧洲进口冰淇淋到广东

产品名称 班列进口整柜：欧洲进口冰淇淋到广东

公司名称 河南铁桥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国际联运部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服务类型:国际物流
运输形式:铁路集装箱,汽运整车
装运日:按需求定制

公司地址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寿丰街50号24
层2413号

联系电话 037188886948 13938213388

产品详情

这也是向北开放的成就郑州环航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专注俄罗斯、蒙古、中

亚五国、欧洲等铁路、陆运运输 公司主营业务：整车国联运输、中铁箱

、自备箱运输、车皮批量快运、汽车运输、中长途集装箱拖车、内贸铁路

集装箱、车皮联运优势路线： 郑州西安山东金华——阿拉山口境 /

霍尔果斯境——中亚五国、欧洲 郑州西安山东金华——二连境——蒙古国

、俄罗斯、欧洲 郑州西安山东金华——满洲里境——俄罗斯、白俄罗斯 铁路进口业务：

俄罗斯、欧洲、中亚定制化整列、散列进口 北京铁路局货运一级代办站： 石家庄、晋州

、邯郸、邢台、衡水、沧州北、保定、廊坊北、唐山南、秦皇岛南、南仓、张贵庄、新港

、山海关、德州、高邑、唐官屯、军粮城、大毕庄等

内蒙古呼和浩特中欧班列开始施行海关“一站式”通关模式 2023-12-13 09:49:11 记者从铁

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2月12日上午，27004次中欧班列在呼和浩特沙良物流

园海关监管作业场内完成“一站式”通关业务发车，标志着沙良物流园正式开通跨境运输

“一站式”通关业务 新投入使用的沙良物流园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项目总占地面积11.1万平

方米，建设有智能信息铁路公路卡口、场站智能管理系统、集装箱查验区、海关暂存库、

仓储区、外贸铁路作业区、内贸铁路作业区等功能区域

图为27004次中欧班列在呼和浩特沙良物流园发车 （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中欧班列在沙良物流园内完成申报、查验、放行等海关作业发车后，可直接从二连浩特铁

路口岸出境，国内运行时间从之前的1天到2天缩短到10小时左右 据了解，铁路海关监管作

业场所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提升沙良物流园物流服务功能，优化内蒙古中西部铁路干线

运输联通水平、区域分拨配送功能及多式联运转运组织功能，可有效带动内蒙古中西部物

流、供应链等服务功能品质升级，有利于内蒙古加快建设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济南借力中欧班列更好“走出去” 2023-12-13 09:45:18 冲压、焊接、涂装、装配，机械臂

操作到位，各个环节无缝衔接，位于山东济南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重汽集团生产安装线

正运转 “今年销售持续火爆，尤其是出口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总体销量较去年快速增长

”该集团车间主任楚绍华介绍 前三季度，重汽集团重卡销售19.14万辆，市场份额达27.1%

，同比增长52.3%；其中出口9.9万辆，占比超过50%，同比增长71.95%

重汽部负责人赵华表示，济南四通八达的物流大通道是产品顺畅“走出去”的有力保障 

中亚地区及俄罗斯一直是重汽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以往主要以自驾方式出口，长途陆运

不但风险高费用大，还会对车辆造成很大磨损 近年来，随着济南中欧班列的快速发展，

重汽产品搭乘这支“钢铁驼队”，以散件组装方式出口到中亚地区及俄罗斯的业务量成倍

增长 “我们协调运输企业为重汽量身打造了定制班列，还为山东重工、玲珑轮胎、集团

提供个性化服务，助力‘济南产’‘山东造’不断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

”济南市口岸和物流办公室口岸处处长王宏说 目前，济南中欧班列运行线路达13条，通

达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塞尔维亚、比利时、荷兰等20个国家47座城市，形成

东、中、西3通道发运和往返双向的开行模式，累计开行突破3000列，连续3年稳居山东、

全国 济南坚持系统观念，围绕高标准打造全国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依托济南内

陆港，推动班列发运场站、运营调度中心、多式联运枢纽、海外分拨中心“四位一体”建

设，统筹推进基础设施、集疏运体系、网络布局、枢纽经济协同发展，构建运转的中欧班

列运营体系 济南创新班列运营模式，今年相继开发了豌豆、荞麦、聚丙烯等多种新货源

，回程班列货源结构不断丰富，拓展至粮食、资源、农资、农产品、酒水等5大类近20种

品类，破解了中欧班列回程开行量偏低的难题

今年前三季度，济南开行中欧班列660列，同比增长46.66%

班列进口整柜：欧洲进口冰淇淋到广东 提前20天完成年度目标

2023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开行突破9000列 2023-12-13 09:25:56 12月12日上午，火车汽笛声

响彻钦州港，一列满载印尼起酥油、新加坡面粉、柬埔寨香米等100个集装箱的海铁联运

班列，从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缓缓发出，驶向重庆团结村站 记者从陆海新通道运营有

限公司获悉，截至目前，2023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开行突破9000列、提前20天完成年度



目标 2023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开行突破9000列 受访者供图

新通道班列开行量持续强劲增长 随着不断推进“13+2”合作共建模式，在顶层设计机制

和新通道沿线合力共建下，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提前20

天完成年度目标、同比增长8% 其中，开行量由2017年的178列到2023年预计突破9300列，

增长52倍；2023年10月份，新通道班列累计开行突破30000列 此外，每完成开行“10000”

列的耗时也在不断缩短，由个“10000”列的1335天缩短至第三个“10000”列的403天，预

计第四个“10000”列将缩短至365天内 这也得益于北部湾港集团加速港口基础设施及物流

配套软硬件的提档升级，推进海铁联运一体化 随着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二期工程9号10

号泊位通过竣工验收，北部湾港具备世界上的20万吨级集装箱船舶靠泊条件，相比原来传

统码头，自动化码头的作业效率可提高约30%，操作人员可减少90％ 北部湾港集团全力推

进海铁联运一体化，自动化码头与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实现拆除围网、化外转内、合二

为一，监管数据互通，并进一步创新运营作业模式，将短驳效率提高了约30%，在实现海

铁联运“无缝衔接”上又迈进一大步 今年上半年，钦州港口岸进口、出口整体通关时间

分别为41.85小时、1.37小时，较2017年压缩84.35%和96.46%⋯⋯通关、倒运、装卸、运行

等环节效率大幅提升，新通道整体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提档升级 织线成网

互联互通优势迸发 今年，北部湾港与关丹港及摩拉港直航航线相继开通运营、“北部湾

港—胡志明—东马”精品航线拓展升级、“两湾快航”实现内外贸同船运输，带来关丹港

再生铝锭、文莱的海产品，并掀起一波波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热 “一航线一中心”的模

式，实现了多式联运“快速衔接、通关”，物流与贸易合作展现新景象 目前，北部湾港

开通内外贸集装箱航线76条，其中外贸集装箱航线48条，内贸集装箱航线28条，辐射范围

涵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 钦州港发运到新加坡港每周7班、泰国林查班港每

周5班、到马来西亚巴生港每周4班、到越南胡志明港每周3班，直航航线覆盖东南亚等地

区主要港口 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网络已覆盖18个省区市、70个市、144个站点

，西部12个省区市全覆盖，服务站点较2022年增加31个，“一口价”线路增至157条 北部

湾港集团通过加强与南宁局集团公司、中铁集装箱公司等公司合作，优化“一口价”体系

，实施“一企一策”“一箱到底”，促进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 “我们所需原材

料主要从南美国家进口，原来通过海运进来后在江苏、上海等地靠港，然后转江运到宜宾

，耗时大 对于我们企业产品供应链来说，稳定性十分重要，时间就是效益 我们从2019年

开始选择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与原来的江水联运基本持平，不过在时间上可节省10

—20天左右 ”宜宾惠捷通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物流部经理徐志刚介绍说

蒙古：“硬联通”谋互利 共建繁荣新格局 2023-12-13 09:34:36



12月8日，蒙古陆路口岸年总货运量破1亿吨，刷新沿边省区陆路口岸年总货运量纪录

这也是向北开放的成就 站在改革开放45周年的节点回望，开放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繁

荣发展有着极强的促进作用 其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内蒙古

位于祖国北疆，横跨“三北”，外接俄蒙，内邻八省区,是向北开放中实现内外循环边腹

互动的重要节点 按照国家对内蒙古的，内蒙古正在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努力建

设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目前，内蒙古共有经国务院批准的对外开放口岸20个，形

成铁路、公路、等多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格局 公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铁路口岸货

运量位居前列，逐渐走出一条富有内蒙古特色的口岸发展之路 集聚要素支撑

保障运量提升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也是提高贸易便利化

水平的重要依托，口岸作为往来的门户和货物运输的枢纽，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

的重要部分 内蒙古一步一个脚印将满洲里、二连浩特2个枢纽口岸，甘其毛都、策克、满

都拉等重点口岸，逐步建设成为机制健全、功能丰富、运行顺畅的国家重要口岸

12月8日8时，全国货运量的公路口岸甘其毛都口岸开始当日通关 在口岸“十二进七出”智

能卡口，内蒙古生产的出口重型机械车辆有序出境，满载蒙古国煤炭、铜精粉的货车依次

入关，车头挂着的红绸上，“首破亿吨”几个大字分外显眼 截至2023年12月8日，内蒙古

自治区陆路口岸货运量实现10006.8万吨，创造了沿边省区陆路口岸货运量纪录 甘其毛都

口岸管委会副主任贺其叶勒图介绍，今年以来，甘其毛都口岸基础设施实现大提升、多元

运输构建新格局、通关过货跑出了加速度 今年截至12月7日，口岸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3

497.57万吨，同期上涨108.92%，单日、单月、全年过货量全部刷新历史纪录 “随着中蒙

双边口岸经贸往来日益密切，‘造’大型汽车、工程器械、基建材料和生活物资等源源不

断地输往蒙古国 今年以来，甘其毛都口岸出口汽车整车1200余辆，还开通了鲜活果蔬通关

快车道，出口货物逐渐多元化 ”呼和浩特海关所属乌拉特海关旅检科科长仲崇恩介绍 201

8年，内蒙古口岸货运量首破9000万吨，受疫情影响几年间下降又回升，2022年货运量恢

复至5842.2万吨 2022年到2023年，短短一年时间，内蒙古口岸货运量跨过1亿吨的台阶，这

与内蒙古口岸系统集聚要素支撑、保障运量提升息息相关 为保障运量提升，内蒙古口岸

系统研究制定《2023年提升口岸进出境货运量工作方案》，推动全区口岸全部恢复货运功

能；健全高峰延时通关、周末应急通关、重要物资“绿色通道”保障机制，已在满洲里口

岸、将在二连浩特口岸先后试行24小时货运通关制；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推进泛口岸

经济蓬勃发展 全区口岸17项重点建设项目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以口

岸功能提升促进“口岸+通道+产业+物流”联动发展 重点开展了整车出口专项疏解行动，

满洲里口岸阶段性拥堵问题得以解决，口岸库存车辆实现动态平衡



今年1-10月，全区口岸出口整车5.3万余辆，同比大幅增长超2倍

到11月底，内蒙古11个陆路口岸恢复客货双通，超额提前实现年度运量目标 “运量跃上新

台阶，发展站上新起点，我们将继续发挥口岸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统筹推进

平安、效能、智慧、法治、绿色‘五型’口岸建设，服务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水平开放，

奋力书写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内蒙古口岸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创新通关模式

强化科技赋能 11月2日，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策克口岸，一辆辆无人驾驶

智能重卡，正沿着设定路径通过策克边检站缓缓入境

2022年，这个内蒙古第三大口岸投资9000万元，启动了“智能驾驶重卡”跨境运输项目 策

克口岸与蒙古国南戈壁省西伯库伦口岸相对应，是我国西北地区连通的重要交通枢纽、商

贸中心、货物集散地和资源大通道

“我们现在试运行5辆智能重卡，预计到2024年底，投入使用全部40辆智能重卡

”内蒙古山河煤业有限公司智能重卡部部长李明介绍 与智能重卡同时“忙碌”的，还有

额济纳旗浩通能源有限公司物流园区内整装待发去往蒙古国的一辆辆橘红色AGV无人驾

驶运输车 “每台AGV无人驾驶运输车从到蒙古国再返回的循环里程约3.2公里，每天往返

中蒙100多次，日均运输煤炭7000多吨

”额济纳旗浩通能源有限公司AGV项目经理耿自宽介绍

自AGV无人驾驶运输车试运行以来，策克口岸的AGV已经完成了44万吨煤炭运输工作 策

克口岸在2018年就启用“六进四出”货运通道智能卡口系统，是全国将贸易“单一窗口”

智能卡口接入海关金关二期系统的陆路口岸 智能卡口正式运行后，可以通过自动验放完

成整个通关流程，出入境车辆通关速度大幅提升，无人驾驶运营，实现了运行管理一张图

，智慧验放一体化，远程指挥一站通的口岸智能化通关新模式 为进一步提升验放速度，

扩大进出口贸易量，今年以来，策克口岸经济开发区不断深化与属地联检部门及蒙古国西

伯库伦口岸联检单位的密切合作，推进国家标准版“单一窗口”承接应用，加快实施贸易

数据协同，通过实行单一窗口电子查验、完成“十进六出”运煤通道改扩建、开展货物监

管现场“查检合一”作业等举措，促进煤炭进口量稳步增长，实现单日过货量和累计过货

量历史“双突破” “截至11月2日，策克口岸通关过货量1419.71万吨，创开关31年来纪录

”策克口岸经济开发区口岸事务局副局长白戈力介绍 口岸作为联结国内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的重要节点，在产业链供应链中具有枢纽地位和重要价值，近年来，内蒙古口岸系统

创新通关模式，强化科技赋能，因地制宜选取通关模式，程度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

目前，内蒙古在口岸智慧化、信息化建设方面已完成11个公路口岸货运通道智能卡口建设

，已与对蒙口岸推广使用载货清单电子传输；建成贸易（内蒙古）“单一窗口”一期工程



，并已投入使用；在14个边境口岸限定区域、海关监管场所基本覆盖监控系统，可视化监

管、智能化管理、扁平化指挥能力有效提质；为提高口岸智能化、机械化作业水平，二连

浩特、甘其毛都、策克、满都拉等口岸正在规划建设智慧物流项目 2023年以来，内蒙古自

治区财政安排4000万元支持内蒙古智慧口岸项目建设，资金主要支持打造安全、、绿色、

智能的现代化口岸 目前，甘其毛都、策克口岸成功试运行无人驾驶跨境运输，二连浩特

公路口岸TIR进口业务量居全国首位 同时，内蒙古口岸系统坚持“全区一个总案、各口岸

一个子案”原则，目前已制定了二连浩特、满洲里2个智慧口岸实施方案，确保智慧口岸

建设标准化、化

“到2025年，内蒙古初步形成口岸各主体间智慧互联、协同联动、运作的良好生态 综合枢

纽口岸基本建成智慧口岸，重点专业口岸设施设备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运行管理

数字化、综合服务便利化取得积极成效，口岸通行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

”内蒙古口岸管理办公室区域合作和信息化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服务中欧班列

共建“一带一路” 11月9日，在内蒙古满洲里集装箱货场，一列列载满货物的中欧班列停

靠在轨道线上，巨大的龙门吊有序地进行着吊箱作业 走进海关监管查验区，来自世界各

地的集装箱摆放得整整齐齐，满洲里海关查验关员正忙碌着对布控的集装箱进行开箱查验

“10年来，我们不断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理念融入监管作业之中 现在中欧班列不

仅进入‘无纸化’时代，我们还实现海关、铁路、运营企业数据联通，进一步压减了申报

转关环节，降低了货物的装卸和仓储费用，实现了中欧班列‘无感式通关’

”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车站海关查验一科科长姚文龙边操作查验终端边介绍说 10年间

，为保障口岸大通道便捷顺畅，满洲里口岸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铁路新货场

建设，启用集装箱专办站、煤炭散装货场、矿石散装货场等专业货场，铁路年换装能力由

3000万吨提升到4000万吨 同时实施了公路口岸扩能升级工程建设，提升公路口岸的通关能

力，公路口岸年通关能力提升至人员1000万人次、车辆100万辆次 中欧班列有东、中、西

三条主要运输大通道，其中，内蒙古的满洲里口岸和二连浩特口岸，分别是东线和中线通

道的主要进出境口岸 目前，过境满洲里中欧班列线路57条，国内始发地遍布60余个城市，

辐射13个国家的28个城市；过境二连浩特中欧班列线路63条，国内始发地遍布60多个城市

，辐射10多个国家的60余个城市 满洲里、二连浩特两个口岸的过境班列数占全国总数的40

%，进口商品包括板材、原木、纸浆、服装、机电产品、整车及配件等1000余种，出口商

品主要包括汽车及配件、电器产品、工业机械、服装百货等5万多个品种，助力国家增出

口、稳外贸，维护了供应链安全 十年来，经中欧班列“连点成线”“织线成网”，内蒙

古已与15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贸易往来，“朋友圈”越来越大 10年来，内蒙古



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值由2013年的535亿元上升到今年前10

个月的1187.9亿元

今年前10个月，内蒙古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整体增速10.1个百分点 内

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范丽君说：“内蒙古目前已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有了影响力，这就是种子，把种子培育壮大，未来的10年肯定能遍地开花 ”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10年间，内蒙古的口岸设施实现了历史性跃迁

，为促进经贸和产能合作、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日前，《国务院关

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明确了“改革开放、塑造优势

”的大方向和大原则，为我区深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化一流营

商环境，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加强与国内其他区域合作，

打造全域开放平台作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部署 “我们将继续发挥好口岸通

道、枢纽、平台、窗口四大功能，提升口岸通关能力、集疏运能力、落地加工能力，打造

具有竞争力的一流现代化口岸，为内蒙古高质量建设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贡献口岸力

量 ”内蒙古商务厅副厅长、口岸管理办公室主任尚志强表示 站在新的时空坐标点，内蒙

古紧抓历史机遇，推进口岸大区向口岸强区转变，在通达能力、衔接能力、配置能力、服

务能力等多个维度不断突破，力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深度融入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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