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新高铁，东起甘肃兰州市，经青海西宁

市，终至新疆乌鲁木齐市，全长 1786公里，是世

界上一次性建成通车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

自 2014 年 12 月 26 日全线开通以来，兰

新高铁在我国西北地区构建了一条快速客运

通道。开通运营近 10 年来，兰新高铁累计发

送旅客超 1.4 亿人次，运输能力不断扩充，服

务品质持续提升，辐射效应显著增强。

以兰新高铁为骨架

西北地区路网越织越密

道路通，百业兴。

10 年来，以兰新高铁为骨架，西部高铁

突破山川阻隔，织密成网。

2014 年 12 月，兰新高铁建成通车，甘肃、

青海、新疆三省份共同迈入“高铁时代”；

2015 年 9 月，西部地区第一条城际铁路

兰州至中川机场城际铁路开通运营；

2017 年 7 月，“八纵八横”陆桥通道重要

组成部分——宝鸡至兰州高铁开通运营。至

此，依托兰新、宝兰高铁，甘肃、新疆全面融入

全国高铁网；

2024 年 6 月，兰州至张掖高铁中川机场

至武威东段正式开通运营，武威至张掖段可

行性研究报告获批。作为我国第二条进疆高

速铁路通道，兰张高铁未来将与兰新高铁一

同为西部助力。

10 年变迁，西北地区路网结构由“通道

型”向“通道+局部路网型”转变。

数据显示，2014 年以来，甘肃、青海、新

疆三省份累计完成铁路建设投资 3200.4 亿

元。截至 2024 年 5 月底，甘肃、青海、新疆三

省 份 铁 路 营 业 里 程 达 17685 公 里 ，相 较 于

2013 年底的 9195 公里，增长 92.3%。

铁路密布、高铁飞驰，西北地区与东部地

区的联系愈发紧密。

目前，西宁站开往全国各地的直达列车

已达 84.5 对，覆盖 24 个省会城市（自治区首

府）和 3 个直辖市，通达率达 90.3%，雪域高原

不再遥远；新疆铁路贯通天山南北大部分区

域，通达新疆所有地州市，覆盖新疆 80%以上

的县级行政区。

西北地区的铁路建设步伐仍在不断加

快，川青铁路、包银高铁惠农至银川段、兰张

高铁武威东至张掖西段、兰州至合作铁路、

天水至陇南铁路等重点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我国西部地区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

系加快形成，高速铁路的通达性、覆盖面显著

增强。”国铁集团发改部相关负责人说。

客运能力大幅提升

带活沿线地区经济发展

兰新高铁，有效压缩了沿线城市的时空

距离。乌鲁木齐到兰州铁路出行时间由 25
小时压缩至 11 小时 50 分；乌鲁木齐至西宁实

现朝发夕至，最快旅行时间为 10 小时 37 分；

兰州至西宁进入 1 小时“高铁圈”。

时空拉近，激发经济活力。

夏日的祁连山下草木葱茏，一列列高原

动车像道道银色闪电，飞驰于高山峡谷间。

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距离西宁 150 公

里，受益于兰新高铁，从一个没有铁路的偏远

城镇直接跨入了高铁时代，旅游产品也如雨

后春笋，文旅产业蓬勃发展。

“2014 年以前，来门源要翻越达坂山，交

通十分不便，如今高铁直达门源，百里油菜花

海、岗什卡雪峰、仙米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旅

游景区更具影响力，文旅活力持续释放。”门

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安玲说。

数据显示，目前，门源县宾馆已增至 65
家 ，比 2014 年 增 长 3.8 倍 ；农 家 乐 95 家 ，比

2014 年增长 11.8 倍；旅游从业人员 3600 人，

比 2014 年增长 3.2 倍；投放公交车辆 78 辆，比

2014 年增长 2.6 倍。

在 兰 新 高 铁 沿 线 ，像 这 样 的 案 例 还 有

很多。

新疆依托兰新高铁，先后开行“新东方快

车”“天山号”“杏花号”“川和号”等多个特色

鲜明的旅游列车，“坐着火车游新疆”成为不

少旅客的新选择。

2023 年，新疆接待国内外游客 2.6 亿人

次 ，旅 游 收 入 2967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17%、227%。今年，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

团有限公司计划开行旅游专列 116 列。

甘肃积极推进河西走廊旅游环线建设，

推出“环西部火车游”经典丝路游，构建集吃、

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产业链，银发团、研

学团等旅游专列热度持续攀升。

2023 年 ，“ 环 西 部 火 车 游 ”接 待 游 客

8699.8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644.1 亿元。

数 据 显 示 ，兰 新 高 铁 开 通 运 营 近 10 年

来，旅客发送量大幅增长。2023 年累计发送

旅客 2128 万人次，较开通之初的 2015 年增长

99.1%。今年三季度调图后，兰新高铁安排开

行旅客列车 92 列，其中增开乌鲁木齐至峨

眉、西安间快速旅客列车各 2 列，从乌鲁木齐

可直达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运输能力

进一步提升。

释放兰新铁路运能

提升中欧班列西通道
运输能力

兰新高铁，对西北地区铁路货运能力的

提升，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

“兰新高铁开通运营后，铁路部门将部分

普速旅客列车调整至兰新高铁运行，释放了

兰新铁路的货运能力，为重点物资进出疆运

输提供了可靠运力支撑，进一步提升了中欧

班列西通道的运输能力。”国铁集团货运部负

责人说。

数据最具说服力。2023年兰新铁路完成

货运量 25114万吨，较 2014年增长 47.1%，其中

运输煤炭 6977万吨，较 2014年增长 124.3%。

依 托 阿 拉 山 口 、霍 尔 果 斯 两 大 铁 路 口

岸，经兰新铁路开行的中欧班列、中亚班列

保持强劲增长态势，2023 年开行中欧、中亚

班 列 14421 列 ，较 2014 年 增 长 45 倍 ；今 年 1
至 5 月份开行中欧、中亚班列 6419 列，同比

增长 8.7%。

班列呼啸，新疆地区的棉花、棉纱、核桃、

西梅等特色农副产品，搭乘火车迅速进入全

国市场，为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按下“加速

键”；来自俄罗斯、比利时、法国、德国等中欧

班列所经国家和地区的 1000 余种食品和生

活用品通过中欧班列和中亚班列进入寻常百

姓家。

特别是甘肃省，东西绵延 1600 多公里，

自古就是至关重要的“黄金通道”。今日的甘

肃，依托兰新高铁和兰新铁路建成陆港型国

家物流枢纽，因“一带一路”加快对外开放，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面貌日新月异。

2016 年，甘肃（兰州）国际陆港首列“兰

州号”（兰州—日喀则—加德满都）南亚公铁

联运国际货运列车发运成功。此后，甘肃（兰

州）国际陆港先后打通阿拉山口、二连浩特、

霍尔果斯等 10 个口岸通道，班列可通达德国

杜伊斯堡、汉堡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乌兹

别克斯坦塔什干等 22 个国家 34 个城市。

2023 年，甘肃省实现跨境电商进出口额

12.21 亿元，同比增长 20%。“十四五”以来，新

增外商投资企业 27 家，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

及 国 际 知 名 品 牌 71 家 ，完 成 海 外 投 资 额

4927.17 万美元。

车轮滚滚向前，列车高速飞驰。如今，西

部高铁路网正通过基础设施“硬联通”，为西

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图①：动车组列车穿越兰州市区，在兰新

高铁上疾驰。 田云龙摄（影像中国）

图②：在兰新高铁 D8803 次列车上，乘务

员与旅客互动。 摆风亮摄（影像中国）

图③：动车组列车行驶在丹霞地貌群中。

王光辉摄（影像中国）

版式设计：蔡华伟

开通运行近10年，累计发送旅客超1.4亿人次

兰新高铁飞驰 助力西部发展
本报记者 李心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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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作为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通
车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连接
甘肃兰州和新疆乌鲁木齐的兰
新高铁开通运行已近10年。

10年来，以兰新高铁为骨
架，西部高铁突破山川阻隔，
织密成网。西部高铁路网正
通过基础设施“硬联通”，为西
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支撑。

在幽暗的中国南海海底 3500米

处，1000多根千米高的线缆，两两相

隔约百米，竖排成覆盖约 8立方千米

海域的巨型矩阵。不计其数的中微

子如幽灵般光速穿过矩阵，“点亮”

了线缆上串着的一盏盏篮球大小的

玻璃球“圆灯”，捕捉着中微子带来

的宇宙信号。

这样科幻故事般的场面，描绘

的正是南海中微子望远镜计划，由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牵头的

大科学装置。

“每个玻璃球‘圆灯’里，放置着

多个光电探测器件，每根线缆会串

起 20 多个玻璃球舱，连珠成线，像

不像一串串感应宇宙声响的风铃？

我们形象地称为‘海铃计划’。”在李

政道研究所实验室，青年学者梅华

林向记者详解这一科学计划。利用

中微子与水分子原子核发生反应会

发出光的特性，玻璃球探测到的光

信号会被转化为电信号，传输到陆

地上的实验室。进而开展探索极端

宇宙，揭秘宇宙射线起源，寻找新物

理规律等前沿研究。

与光学、射电望远镜利用电磁波

来观测宇宙不同，“海铃计划”的主角

是号称宇宙“隐身人”、“幽灵粒子”的

中微子，这一在宇宙大爆炸后不久便

出现的粒子，观测它们可以了解宇宙

的早期历史；中微子还会在超新星爆

发、黑洞并合等剧烈天体现象中产

生，利用中微子望远镜可以研究这些极端的天体现象。2018年，

科学家首次发现来自于 40亿光年以外的猎户座“耀变体”中微

子，证明了其中心有超级黑洞的活动星系核，可加速宇宙射线至

几万万亿电子伏特，比目前人类最强大的加速器高几千倍。这

一发现，入选《科学》杂志 2018年国际最重大科学突破之一。

因为中微子不易捕捉的特性，探测装置的选址至关重要。

梅华林介绍，对宇宙中高能中微子的探测通常选择在足够深、足

够暗、足够干净的环境里，比如南极的厚冰层、几百米的深井、几

千米的深海，而且探测器往往都是体型巨大的科学装置，才能在

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探测到少之又少的中微子反应。

“海铃计划”选址南海，既利用了透明的海水对光的散射、

吸收更少的特性，也是因为这里离赤道较近，当利用整个地球

作为屏蔽体观测宇宙时，探测器随地球自转扫过的天区更

广。不过，海底洋流会影响探测装置的运行，“海铃探路者”团

队需要选择洋流速度小、适合探测器运行的位置。

为找到适宜布放实验装置的海域，2021 年 9 月，由 80 多

位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海铃探路者”海试团队，

带着他们自研的数套实验装置，首次赴南海科考。

当时，科研团队意外遭遇两个台风的夹击，在评估了潜在

风险以及完成实验的可能性之后，最终决定与台风抢时间。

在晃动不止的船体上，科研人员赶在风力到达顶峰前，采集到

了珍贵的深海数据，实现最后一次探测器的布放和数据采集。

梅华林介绍，“海铃计划”一期将于 2026 年在选定海域布

放 10 根串列，探测器的原型样机也在加紧研发中。未来，“海

铃计划”将建成能够全天候、全时段连续工作 20—30年的海底

中微子望远镜，通过发现高能天体中微子源，解答宇宙射线起

源的世纪之谜。同时，结合其他观测手段，理解极端天体现象

的深层物理规律，推动我国深海精密仪器及探测技术的发展并

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凝聚优秀科技人才，拓宽人类认知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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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 7月 3日电 （庞革平、杨晓佼）日前，广西壮族

自治区海洋局编制完成并发布广西首个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

报——《2023 年广西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以下简称《公

报》），为全区管辖海域生态状况开具详细“体检报告”。

《公报》依照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在 2023 年全年内开展

近海生态趋势性调查监测，覆盖 182 个站位，并完成 8 个典型

海洋生态系统现状调查、8 个典型海洋生态系统预警监测以

及 3 个高风险区赤潮早期预警监测，全面记录了广西管辖海

域海洋生态状况及其动态变化。

《公报》显示，近五年来广西海洋生态基础状况总体稳

定。2023 年，广西珊瑚礁、海草床和红树林等典型海洋生态系

统状况总体优良。

广西首次发布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

本版责编

纪雅林 臧春蕾 张安宇

7 月 2 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建恩高速公路白杨坪枢纽互通

段，云雾缭绕，壮美如画。

近年来，恩施不断加大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纵横交

错，四通八达的路网互联互通，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乡村全面振兴。

张远明摄（影像中国）

湖北恩施

路网畅通促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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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3日电 （记者刘诗瑶）据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消息：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 3 日圆满完成第二次

出舱活动。当日 22 时 51 分，经过约 6.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

十八号乘组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密切协同，在空间站

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下，为空间站舱外管路、电

缆及关键设备安装了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并完成了舱外巡检

任务。出舱航天员叶光富、李聪已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出舱

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截至目前，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出差之旅”已

完成 1/3，后续还将在轨开展大量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第二次出舱

本报北京 7月 3日电 （记者刘温馨）7 月 3 日，国家防总

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进

行防汛专题联合会商，视频调度安徽、江西、湖南等 11 省份，

分析研判汛情发展态势，细化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措施。

会商强调，切实强化超警河段堤防和超汛限水位水库等防洪

工程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华北黄淮等前期受旱

地区要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严防旱涝急转，强化隐患排查整改。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的防汛三级应

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江苏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向河北、江

苏、安徽、山东、河南等 5 省份发出做好近期强降雨防范应对

工作的提示。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会商调度

要求强化巡查防守 严防旱涝急转

1313 综合综合2024年 7月 4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