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口岸文章，经济发展“加速度”
乌恰全县边境线长达 425公里，虽地处西部边陲，但眼光始终面向世

界，拥有伊尔克什坦和吐尔尕特两个国家一类口岸的优势，为乌恰县带来了
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7月15日，记者一行来到伊尔克什坦口岸国门前沿执勤点，只见大卡车
来来往往，一片繁忙景象。伊尔克什坦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二科检
查员沈美颖介绍，该口岸于1997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对吉尔吉斯斯坦开放，
2002年5月20日正式对外开放，是连接中亚、西亚的桥头堡。

2011年12月9日，伊尔克什坦口岸新址在乌恰县落成并正式通关，一举
奠定了乌恰县向西开放桥头堡的重要地位，为阿图什—喀什—乌恰 1
小时经济圈奠定了基础，更为乌恰县边陲高原口岸城市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口岸是乌恰最大的优势、最大的潜力。”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边”的
优势，寻求与喀什的优势互补，乌恰县正在大抓口岸建设、大做口岸文章、大
兴口岸旅游、大打口岸品牌。凭借两大口岸，外贸进出口始终保持快速增
长。外贸出口也由吉尔吉斯斯坦拓展到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并向中
亚延伸。

伊尔克什坦口岸管委会口岸管理局副局长张治新说，该口岸是一个典
型的贸易顺差口岸，出口占比达90%以上，出口货物主要包括服装鞋帽、日
用百货、纺织坯布、汽车及配件、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等，进口货物以干果、羊
牛皮、矿石、煤炭等为主。年进出口货运量继续保持在40万吨的水平。

从往昔的飞沙走石之地，到如今云集中外商贾，借口岸外贸这个支点，
乌恰县正实现经济发展的“加速度”。

“顺应开放融合的发展潮流，充分发挥乌恰的独特优势，做大做强口岸
产业，实现‘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升级，乌恰的综合实力必将跃上一
个新的台阶。”面对未来，乌恰县相关负责人信心十足。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7月15日10时45分，“沿习之路——我和我的祖国”大

型探访活动西线直播团队在祖国西陲——中华人民共和国
伊尔克什坦口岸国门前沿，通过直播连线的方式，直观展现
了我国西部边陲口岸的繁荣经贸往来和当地牧民们的幸福
生活。

伊尔克什坦口岸是我国最西的一条重要国际通道，
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驿站，也是连接中亚五国的重要通
道与关口。

上午10时，伊尔克什坦口岸正式开关，等待查验通关的
货车排起了长队，但办理通关手续十分便捷，驾驶员5分钟
内就可办理好出入境边防检查手续，出入关通畅有序。

作为直播亮点之一，郑报全媒体记者还采访到了伊尔克
什坦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3位河南籍民警左起、王树辉、孙
景寅。他们说，能在距离家乡万里之外的祖国边陲，与来自
郑州报业集团的记者相遇，感到非常亲切。他们在镜头前表
示：“要坚守好岗位，当好守护祖国西大门的卫士，向世界展
示中国形象。”最后，3位警官还用一句正宗的河南话表达了
对家乡的祝福：“河南人，真中!”

随后，直播团队赶到附近的“西陲第一村”乌恰县吉根
乡斯姆哈纳村，带领观众全方位了解当地的美丽风光、民
族风情。在牧民阿迪力的家中，听他和亲朋好友们忆过
往、谈现在、展未来，讲述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下，牧民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阿
迪力用柯尔克孜族语言，道出了心中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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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伊尔克什坦口岸，我们在界碑处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