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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憨厚小伙“开”国际列车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宛若

搭建了一个通向世界的舞台，而其中的“中欧

班列”奔驰的“身姿”便是这个舞台上优雅的

“芭蕾”……我认识的这位“文学青年”，他应

该是其中把这台“芭蕾”跳得最出彩的人之

一。第一次到义乌见到冯旭斌时，站我面前

的是这位身体胖墩墩、一副憨厚的小伙子，丝

毫不像一位商人。尤其是他一上来还兴致勃

勃地告诉我：“1997年的一次散文征文比赛中

我还得过三等奖呢！而且开过广告公司，还

在北京干过好几年，拍过廉政专题片呢！”

我们就是这样相识的。有一天，在通信

里，他告诉我，他正在响应“一带一路”号召，

要搞首条中国到欧洲的“中欧班列”时，我横

竖都有点怀疑这么个“不靠谱”的文学青年是

否也跟其他人一样在犯“痴”？

但很快，我在新闻上证实了真的就是他

把中国第一列由民间运营的火车开到了“一

带一路”的另一端——西班牙的马德里城。

从中国义乌，到西班牙马德里，除了途经

的中国城市外，在这样一条长达13000多公里

的国际运输线上做铁路货运生意，一个民营

企业家怎么能玩得转？但这个义乌人干成

了，干得连中欧多国领导人都为其点赞——

冯旭斌的跨国“芭蕾”从此深深地吸引了我。

义乌小商品市场早已闻名，然而进入“21

世纪”后，一个怪现象在义乌变得愈加突出且

又无奈地长期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小商品，要

“物流”到全世界，只有两种办法，一是靠汽车

数百里长途到东部的上海港、宁波港等，再装

上大船，远洋至千万里之外的世界各地；二是

汽车万里跋涉到各个边境口岸，再通过国际

长途运达目的地……

“有一次我从南门大桥那个地方路过，见

那里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在那里都是来来往往

的货车，一问，说都是到新疆去。我问到新疆

要多少天才能把货运到？那些货车司机告诉

我：一般至少要十天半个月！我再问为什么要

运到新疆，他们告诉我：义乌往欧洲的小商品，

除了走水路，基本都是从这条线上走的。我当

时就想：这么远的路，为什么不用火车呢？再

一打听，原来义乌到欧洲的陆地货运根本就没

有火车一说，火车货运‘零’纪录！”“当时我就

想，为什么不搞火车运输，将义乌的小商品直

接运到欧洲大陆呢！”首先提出这个想法的

人，就是冯旭斌。

想“开”火车的冯旭斌有了这想法后，就再

也坐不住了，开始找各个部门打听相关事宜。

“那个太复杂，你没接触过想象不出来的。”朋

友劝他。而且冯旭斌也打听到：以前义乌政府

也曾委托过省国资部门向国家铁道部门多次

申请“火车通关贸易”，皆石沉大海。“你一个个

体户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人嘲笑我

在白日做梦。”冯旭斌不无感慨地说。

“敢于‘白日做梦’‘无中生有’，其实就是

我们义乌人的创造和创新精神。”冯旭斌想

“开”国际列车的想法，就是这种精神的典型

体现。

从2010年起，他便开始“跑”国际班列的

事。到2012年底，快要“跑”得没有希望的冯

旭斌听到了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一带一路”的倡议，兴奋得简直要跳起来。

“因为我们选择的路线与‘一带一路’高度吻

合，那一刻，我顿时感觉光明的前景就在眼

前！”冯旭斌说此话时，眉开眼笑。

骨子里是个“文学青年”
2013年开春时分，向冯旭斌扑面而来的第

一缕带着暖意的春风，是义乌政府决定投资列

车货运的车站及场地。这一消息又让冯旭斌

觉得自己办“国际班列”的底气一下更足了。

“我们先干一把如何？”初春的江南，淅淅

沥沥的雨声中，冯旭斌对自己公司内几位比

自己还年轻的伙伴们激情道。

“好，动手！”一伙人说干就干，很快，一车

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货物备齐了，相关的出关

手续也随之完成后，冯旭斌急匆匆地找到车

站请求“出发”。

“你真弄好了？”车站负责人惊讶地反问

冯旭斌：“这可不是你玩文学呀！”

“谁说玩文学了？我是来跟你做正经生

意的，国际生意知道吗？”冯旭斌说完这话，哈

哈大笑起来。冯旭斌笑起来一副憨态可掬

状，与之交往的人都说这小伙子面相有人缘。

“多少厢？”

“一共39厢。”

“嗯，蛮像样的一列车了！下周就走？”

“我恨不得现在就走！”

“你小子想得美！国际列车可不像你在

村里开拖拉机那样容易，得一道道手续上报，

被批准后才能‘呜’的一声……”

“那求你老人家快点让我‘呜’起来吧！”

于是，冯旭斌和车站负责人就这么约定

第一列国际货运火车4月23日从义乌出发。

驶出西域，轰轰烈烈。冯旭斌则高兴得

有些手舞足蹈，毕竟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实

现了“比天还要大的”梦想——他做的是真正

意义上的“一带一路”欧洲货列生意！

“那些日子，我一有空就站在地图面前，

一站就是几十分钟甚至几小时。我从祖国的

东边，一直看到从新疆往西的线路，一直将目

光延伸到最西端的地方……那是西班牙的马

德里。眼睛移到那个地方就停住了，我突然

激动起来，很想大声喊几嗓子，喊几声‘我要

把火车开到马德里去！’”冯旭斌又像孩子一

般地笑起来。

冯旭斌骨子里确实是个“文学青年”。只

有这样在生意场上打滚的“文学青年”，才会如

此浪漫而又务实地向着自己的梦想奋勇前行。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号角在国际上获

得更多的反响之际，冯旭斌在自己的办公室

挂出一张《亚欧大陆桥铁路通道示意图》。“从

新的地图挂出来的那一天起，我经常站在地

图前凝视很久很久，渐渐也把自己的心慢慢

胀大了，大到想把整个欧亚大陆全都‘包’进

到我的国际班列中来……”

一份长达十几页纸的关于“义乌国际班列”

的运营报告，在这位“文学青年”手中迅速呈

现。义乌市领导很快批复给相关部门的负责

人，将冯旭斌的思路变成了实际操作的方案。

而此时的冯旭斌又开始了“落点”的思

考，也就是选择欧洲哪个国家的哪个地方为

国际货运列车的终点站？

“最后，我们选择了西班牙的马德里。因

为这个地方对义乌小商品有两个十分有利的

条件：一是马德里是我们所说的欧亚大陆

‘桥’最长的另一头的终点站，这条线路涵盖

了整个欧洲大陆；二是马德里原本就是我们

义乌小商品在欧洲的最大集散地。在征求了

各方面的意见后，大家都认为将马德里站作

为我们义乌的‘国际班列’终点站！”冯旭斌指

着大西洋边的那座被称为“欧洲之门”的古老

城市，如是说。

赤诚之心造就“芭蕾舞者”
2014年9月2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播出了一则重要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

见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时谈到“中欧班列”一

事。“新闻都播了，你的货车什么时候开呀？”

《新闻联播》还没有播完，冯旭斌的手机就响

了，是市委书记打来的。

“那天正好是我儿子出生100天，家里正

在给孩子欢庆呢！书记的电话把我催得又喜

又急。那一刻起，我就决定，无论花什么代

价，一定要尽早把班列开通起来！”冯旭斌选

了个非常吉利的时间：10月18日。

然而，小伙子的激情和浪漫很快就遭遇

到了严酷的现实，他们遇到了一股意想不到

其实也在情理之中的“国际寒流”——德国铁

路工人大罢工。

“同时，我们自己这边也出现了问题。”冯

旭斌说，“班列货运的货源竟然一下组织不起

来，这可是要命的事啊！”

“怎么回事？”连我都感到意外。

“价格问题。”他说。“做生意、搞物流，成

本费用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还有时间快慢

问题。”冯旭斌掰着手指介绍说，“当时我们义

乌的货物对海外主要走海运，一个集装箱走

一次是3000元。我们当时的班列货运每个集

装箱定价为3200元，但时间上比海运要快十

天半个月，单纯从价格和时间上考虑，还是有

生意可做的。最初我们只想到这些，但货主

们提出的一个问题让我措手不及，也是无法

一下子解决的，这就是出境后的货物担保问

题……”冯旭斌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林总兄弟，这事非你莫属！你一定要出

面，与我共渡难关……”冯旭斌一个电话打到

义乌中远国际贸运公司的“老总”林辉寰那里，

经过商议，两个小时时间，两位年轻的义乌商

界才俊就把最复杂和困难的事商定妥当。

义乌市政府也不含糊：支持开往欧洲的

班列开通，一旦有亏，政府补贴。

冯旭斌和林辉寰知道后拥抱了好几回。

“原本定的第一列货车是31——用我们

行话就是31柜。我包了15柜，冯总那边16

柜。可到了10月20日，后来又过了三四天，

只有我备好了8个柜，其他人都没来报货……

这事完全没有想到！”林辉寰说。

冯旭斌和他不得不商量把班列开车的时

候往后拖。“拖到11月18日。我们又选了一

个吉利的日子，但心里仍然没底。”冯旭斌问

林辉寰怎么办，毕竟林是拍过胸脯的“货主”。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到要货的西班牙那

边走一趟。”林辉寰也在抓头皮了，“这回你也

得去，你是班列老板……”

于是，两位年轻人飞达西班牙首都马德

里。冯旭斌是随义乌一个访问德国的经贸团

辗转而去，林辉寰则是重走一次他非常熟悉

了的“老商路”。11月6日，在林辉寰、冯旭斌

到达的第二天，他们出面招待以“中西百货商

会主席”夏永平为核心的18位在马德里经营

义乌货的中国华商。宴席上，冯旭斌先站起

来说：“我是第一次到马德里，专程来此拜访

诸位，就是求助大家一起把满载我们义乌和

中国的货物列车顺顺当当地开到这儿。小弟

我就只有一句话，为了‘一带一路’建设、为了

国家繁荣昌盛，我冯旭斌虽没有多大本事，但

为朋友办事，肝胆相照，竭尽全力！”

“好事！好事！把我们的班列开到马德

里，那才真的让我们华人扬眉吐气！”酒过三

巡，桌子上的气氛已经沸腾起来……

“好！看在冯总对家乡、对祖国的一片赤

诚之心，我们初做中欧班列生意就是赔光了，

也要为国家争口气！”“对对，我们要为国家争

气——”众人越说越激情昂扬，甚至热泪盈

眶。那一夜，马德里的一家饭店里，一阵更比

一阵高的中国国歌声响彻夜空。

第二天，两位年轻人背着行李，开始在马

德里的大街小巷里穿梭，去一家家华商老板

的办公室敲定、落实一个个班列集装箱，直到

他们认为已经“可以了”，才拖着疲倦的脚步

回到住处。为了稳妥，冯旭斌先回国，林辉寰

继续留在马德里处理相关事宜。

2014年11月18日，第一列开往马德里的

中国班列，满载着义乌小商品，徐徐地开出义

乌西站，这一刻，冯旭斌泪流满面……

为了表示对中国首列进入马德里的列车

的重视，西班牙官方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接车

仪式，西班牙工业部部长、马德里市长和数百

人组成了欢迎队伍，另有12个国家驻西班牙

的大使盛装出席。

“最让我难忘的是现场来了许多华人，有的

已经年迈，但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神采飞扬。

当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义新欧”中欧

班列驶进马德里市中心火车站时，欢呼的人群

中，很多华侨、华商们流下了热泪……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特别骄傲，觉得我们中国人特别了

不起，因为是我们这一代人第一次通过火车把

中国货送到了欧洲的马德里！”

我问之后的十年“中欧班列”经历了哪些

故事？冯旭斌的眼眶突然红了，说得另写一

本书。而我知道这样一串数据：十年来，从义

乌开往马德里的班列，累计超过6000列，货运

总量达50万标箱。

如今由冯旭斌等义乌年轻人发放的义乌

至欧洲等地班列每天有5列……他们成为“一

带一路”上飞奔得最出彩的商界“芭蕾舞者”。

跳在“一带一路”上的芭蕾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我与他认识也正好是十年，而他在漫长的“一带
一路”上也恰好跳了十年优美的商务“芭蕾”。此
人叫冯旭斌，义乌人，也是中国最早开创“中欧班
列”的我所熟悉的“文学青年”。

何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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