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梯缓缓上升，在桥面下的平台停

住。带着好奇，学生们小心翼翼走出电

梯，试探几步，发现大桥下的步道坚固稳

当，便大步走了起来。

“同学们，我们所说的悬索桥就像两

个人拔河，西岸是一座山，东岸是用 8.28
万立方米混凝土浇筑的锚碇，他们共同

拉起这座大桥。”在步道上，贵州省坝陵

河桥梁博物馆研学导师赵金燕边走边向

学生们介绍。

在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境

内，一座大桥横跨峡谷间，连接起晒甲山

和关索岭，这便是世界首座山区跨峡谷

千米级跨径桥梁——坝陵河大桥。大桥

是 钢 桁 加 劲 梁 悬 索 桥 ，主 跨 径 达 1088
米，桥面距水面 370 米，是国内少有的可

进入大桥内部观光的超级工程大桥，设

有高空蹦极、高空秋千、空中漫步等多个

体验项目，已成为旅游、研学的好去处。

行走于步道上，头顶是疾驰而过的

汽车，脚下是奔腾的坝陵河，步道两端则

是大山巍峨。如此复杂的地理环境下，

大桥如何建成？在大桥东岸下方的桥梁

博物馆，记者有了答案。

桥梁博物馆内，有展陈区域、多功

能研学教室、桥梁文创店等配套设施。

来到研学教室，赵金燕带着同学们手动

搭建起桥梁模型，深入了解桥梁结构的

受力特性和变形规律，理解桥梁的选址

原因和建设技术难点。

据 介 绍 ，2009 年 坝 陵 河 大 桥 建 成

后，峡谷两岸通行车程缩短为 4 分钟。

作为一座世界级桥梁，坝陵河大桥不再

仅满足于交通需求，而是利用自身优势，

推动桥旅融合发展。2012 年起，7 届低

空跳伞国际邀请赛在这里举办，大桥的

国际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桥在“画”中建，人在桥上游。不只

是坝陵河大桥，在平塘大桥，有“桥梁+
服务区”全景区化融合产品——“天空之

桥”，配有酒店、露营基地、观星台等设

施，既是高速公路服务区，也是景区；建

设中的花江峡谷大桥，是集桥梁观光与

高空探险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体，在设

计建造之初就嵌入了旅游观光功能，如

利用桥塔横梁上空设置观光建筑，让游

客获得全方位沉浸式的体验。

近年来，贵州充分利用桥梁资源优

势，力推桥旅融合，不仅让桥梁连接起一

个个隐于深山的旅游景点，还让桥梁成

为新的旅游目的地。

右图：赵金燕（左一）在步道上为研

学的学生们介绍坝陵河大桥。

陆 曌摄（人民视觉）

下图：俯瞰坝陵河大桥。

朱建国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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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战

略性产业和重要的服务性行业。今年前 7 月，

我 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情况如何？道路货

运、城市客运、交通投资等主要领域呈现哪些

新亮点？8 月 24 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例行新

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交通运输运行

特点，并就行业热点回应社会关切。

货运量增速有所回升，出
行量在暑期带动下持续加快

长江三峡，碧波滚滚，货船往来如织。“今

年以来，沿江人流加速回暖，货物运输高位运

行、持续向好。”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

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前 7 月，三峡船闸货运

量达到 1494.5 万吨，同比增长 11.53%，三峡枢

纽全年航运通过量有望再创新高。

广铁集团暑运发送旅客破亿人次，汉口

火车站累计到发旅客超千万人次……探亲、

旅游、学生流交织叠加，掀起铁路暑运高潮。

前 7 月，铁路累计完成旅客运输量 21.79 亿人

次，同比增长 115.1%。

货运回升，出行旺盛，折射出交通运输行

业向好、活力更足的态势。“总体看，7 月份交

通运输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主要指标同

比均实现增长。”交通运输部政研室副主任孙

文剑说。

看货运，货物运输量在高基数上继续回

升。7 月，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47.4 亿吨，同比

增长 7.1%，较 6 月加快 2.8 个百分点。分方式

看，铁路同比增长 0.1%，公路同比增长 8%，水

路同比增长 6.9%，民航同比增长 11.6%。

看客运，人员流动在暑期带动下持续加

快。7 月，完成营业性客运量 9.1 亿人次，同比

增长 47%。全国完成城市客运量 82.1 亿人次，

同比增长 14.7%。完成高速公路 9 座及以下小

客车出行量 20.7亿人次，同比增长 20.2%。

看港口，货物吞吐量保持较快增长。7月，

完 成 港 口 货 物 吞 吐 量 14.3 亿 吨 ，同 比 增 长

6.6%，其中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705 万标箱，

同比增长 2.6%。

行业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运输结构也

在持续优化。部分民航、铁路企业合作推出

“空铁联运”产品，让旅客一键下单、一次购票；

重点港口拓展“门到门”全程一体化服务，探索

创新“一单联运”业务……今年以来，综合运

输服务“一票制”“一单制”“一箱制”加快推进。

“目前，多式联运发展已取得初步成效，

但仍存在数据信息不共享、服务产品不丰富、

制度规则不衔接等问题。”交通运输部运输服

务司副司长韩敬华说，近期交通运输部会同

多部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多式联运“一单

制”“一箱制”发展的意见》，下一步将推广应

用标准化多式联运电子运单、优化多式联运

“一单制”通关监管，提升“一箱到底”服务能

力，完善相关标准体系，以进一步提升多式联

运服务水平，加快构建现代交通运输体系。

两大“超级工程”加快建设，
推动水运投资持续高位运行

交通基础设施具有投资规模大、落地见

效快的特点，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领域。

数据显示，7 月，我国交通投资规模继续高位

运行，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3486 亿元，同

比增长 5.3%。

仔细观察投资领域，不难发现，水运领域

投 资 成 为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的 一 大 亮 点 。

1—7 月，我国水运领域投资持续高位运行和

较快增长，累计完成投资 1105 亿元，同比增长

25.7%。其中沿海项目 502.3 亿元，同比增长

8.2%；内河项目 576.7亿元，同比增长 41.8%。

两大“超级工程”加快建设，支撑水运投

资较快增长——

东海之滨，上海洋山深水港区，小洋山北

作业区集装箱码头及配套工程全面开工建

设。“作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大工程，项

目总投资达 513亿元，设计年通过能力 1160万

标准箱。”孙文剑表示，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

推进长江黄金水道江海联运发展，促进上海

国际航运中心功能完善和能级提升。

八桂大地，平陆运河企石枢纽泄水闸首

仓混凝土开始浇筑，这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

枢纽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西部

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经广西钦州灵

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

里，未来可通航 5000 吨级船舶，建成后将开

辟珠江—西江第二个入海航道。

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二期工程、百色水

利枢纽通航设施等项目加快推进，上海罗泾

港区集装箱码头改造一期工程、重庆主城港

区寸滩国际邮轮母港等改扩建项目加快建

设……“今年以来，通过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加强沿海和内河港口码头改建扩建等方式，

水运交通运输已形成新建项目与改扩建项

目同步推进、双向发力的良好局面。”孙文剑

说，水运建设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为稳增长、

扩内需提供了有力支撑。

国家综合货运枢纽强链
补链深入开展，推动货运业
高质量发展

道路货运业是畅通国民经济的“血脉”，也

是保障改善民生的基础性服务行业。2022年，

道路货运行业 1100 多万货运车辆和 1700 余

万货车司机完成了全社会 73%的营业性货运

量，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如何进一步促进货运业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聚焦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关键

节点，深入推进国家综合货运枢纽强链补链。

“2022 年，交通运输部、财政部联合启动

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工作，包括天津、

石家庄、宁波等在内的 15 个城市入选首批支

持名单。”韩敬华介绍，前不久，新一批 10 个

城市进入支持范围，目前已下达中央资金支

持综合货运枢纽及集疏运体系建设。

据介绍，目前交通运输部、财政部等多部门

已正式建立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部省工

作协调机制。下一步将推进首批国家综合货运

枢纽补链强链支持城市绩效评价工作，积极支

持综合货运枢纽及集疏运体系建设，提高综合

运输效率，服务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另一方面，切实改善货车司机生产经营

条件，更好保障货车司机权益。

针对广大货车司机反映的停车休息难问

题，近年来，依托加油站、物流园区、高速公路

服务区等，交通运输部持续开展货车“司机之

家”建设，为广大货车司机提供停车、休息、餐

饮、淋浴等基本服务。截至 2022 年底，全国

共建成 1300 余个“司机之家”。

“今年将会同全国总工会在全国范围推

选宣传 100 个布局合理、功能实用、经济实惠、

安全便捷的暖心服务‘司机之家’，进一步推动

提高‘司机之家’服务质量。”韩敬华介绍。

为改善货车司机生产运营条件，今年 6月，

交通运输部会同公安部联合发文部署，简化

道路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申领流程，实现

“ 一 次 报 名 、一 次 培 训 、一 次 考 试 、申 领 两

证”。同时，持续推进货车司机政务高频事项

“跨省通办”，拓展道路运输电子证照应用范

围和场景。今年以来，共完成网上“跨省通

办”业务办理 455 万件，同比增长 120%，平均

业务办结率 98.4%，全国累计生成道路运输

电子证照超 1300 万张。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继续会同相关部

门切实改善货车司机从业环境，降低司机经

营负担，全力保障货车司机合法权益，持续深

化道路货运‘放管服’改革，推动道路货运行

业健康稳定和高质量发展。”韩敬华说。

7月，我国客货运量回升、交通投资高位运行

交通运输持续恢复活力足
本报记者 韩 鑫

核心阅读

前 7 月，我国交通运
输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
势，主要指标同比均实现
增长。交通运输行业规模
不断增长，运输结构持续
优化，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运行，为稳增长、扩内需提
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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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创新投资基金设立
本报海口 8月 24日电 （记者孙海天）为进一步优化海

南自贸港创新创业投资环境，引导社会资本投入自贸港创

业投资事业，重点服务于种子期、初创期企业及“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的引进、培育和发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创新投资

基金实施方案》近日发布。

据了解，创新基金首期规模为 10 亿元，由海南省财金

集团出资设立，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用于支持自贸港创新

创业发展。海南省财金集团由海南省财政安排 100 亿元独

家设立。创新基金投资方向围绕自贸港产业发展定位，重

点支持数字经济、石油化工新材料、现代生物医药、创新医

疗器械研发转化、高端装备制造、软件和集成电路、新能源

和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海科技、南繁育种、

航天科技、设计产业、高端健康食品加工、热带高效农业等

自贸港重点产业发展。

我国全面建成新一代数字高程模型
本报北京 8月 24日电 （记者谷业凯）记者从自然资源

部获悉：我国已全面建成新一代数字高程模型。在地形级

实景三维建设方面，我国全面建成覆盖全国陆地国土的 10
米格网新一代数字高程模型，完成了东部和西部重点区域

约 600 万平方千米优于 5 米格网地形的三维模型建设；建成

了 11 版覆盖全国陆地国土 2 米分辨率、2 版覆盖重点区域

优于 1 米分辨率的影像数据，实现影像成果由不定期获取

向按季度采集和提供的跨越；完成了黄河流域约 40 万平方

千米基础地理实体数据建设。

在城市级实景三维建设方面，已有 26 个省（区、市）的

264 个城市开展了约 5.52 万平方千米城市三维模型建设，

在数字化转型和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部

署要求，自然资源部加快推进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实景三

维中国建设坚持“边建边用”原则，围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目前有灾害防治、智慧安防与调度、历史

文化保护、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等 22 大

类、百余种应用场景。

民营企业诚信合规建设
观摩交流活动在浙江举行

本报杭州 8月 24日电 （记者刘军国）民营企业诚信合

规建设观摩交流活动日前在浙江台州举行。活动通过实地

观摩、经验交流、专题培训等，共同推进民营企业内部腐败

治理，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更好促进“两

个健康”。

活动由全国工商联主办，以“实地观摩+经验交流+专

题培训”形式展开。全国各地工商联、商会、民营企业有

关人员共 300 余人现场参加活动，近 6 万人通过线上形式

参加。

本版责编：林 琳 吕中正 韩春瑶

制图：张芳曼

清晨，层层叠叠的梯田上雾

气缭绕，一垄垄沾着露水的蔬菜

整齐排列。在福建省屏南县棠口

镇山棠村，记者跟着蔬菜种植大

户张贤朝走进菜田，只见蔬菜长

势正旺。“前段时间花椰菜卖得不

错，一亩能卖 5000 多元。”算了算

收入，张贤朝很是满意。

“花椰菜和玉米轮作，高效利

用土地，一年下来能增收不少！”

张贤朝介绍，当地海拔为 950 米，

气温偏低，蔬菜成长速度慢，口感

也更为爽脆；同时，山间温差大，

病虫害少，农药自然也打得少。

近 年 来 ，依 托 资 源 优 势 ，屏

南 县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高 山 蔬 菜 种

植产业，已成为福建高山冷凉蔬

菜主产区。2022 年，屏南县的蔬

菜 种 植 面 积 达 15.35 万 亩 ，主 栽

品种花椰菜、芹菜、茄子、辣椒、

黄瓜等，产量达 36.84 万吨，产值

达 6.99 亿元，带动 4 万多名农户

增收。

提及蔬菜种植，往往难以避

免“靠天吃饭”。如何防范自然灾

害、价格波动等风险？屏南县农

业农村局局长韦孝榭介绍，屏南

县加强设施农业建设，全县已建

设设施农业大棚 1000 多亩；完善

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推广新

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此外，进

一步推动蔬菜储存与加工，建设

组装式冷藏库、引进农产品加工

企业，有效应对市场需求变化与

价格波动。

张贤朝回忆，去年梅雨季下了 20 多天的雨，导致花椰

菜水分过多，难以长途运输。眼看花椰菜就要烂在地里，大

家心急如焚。

好在屏南县于 2019 年就引进了福建天福源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等农产品加工企业，建设了农产品采后处理中心

和脱水生产线，既增加了农副产品附加值，又在关键时刻为

菜农兜了底。“我们有全自动蔬菜脱水生产线，日处理量达

100 吨，年产值达 8000 万元，可以大量收购蔬菜，加工后也

不愁卖。”天福源农业公司负责人苏小兰说。张贤朝介绍，

单是山棠村，当时就往农产品加工企业卖了 4 万斤花椰菜，

挽回了经济损失。

这半年来，坐落于路下乡的仙山牧场吸引了不少游

客。“这里的高山蔬菜挺有名，来了自己做自己吃，这样的沉

浸式体验很不错！”游客黄先生告诉记者。眼下，凭借“高山

一桌菜”的特色，仙山牧场已经成为集研学教育、文化旅游、

休闲旅居等功能于一体的康养基地。

“目前，屏南县还在积极开辟蔬菜种植研学基地，打造

农事研学课堂，进一步丰富高山蔬菜发展业态。”韦孝榭说，

屏南将整体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打造农业农村经济新

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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