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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是 中 国 现 代 化 的 开 路 先

锋。近年来，交通强国建设情况如

何？持续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应从何处着眼？ 7 月 10 日，国务院

新闻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进行解读。

交通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我国综合
立体交通网总里程
超过 600万公里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印发近

5 年来，我国交通运输综合实力实

现大幅跃升，向人民满意、保障有

力 、世 界 前 列 的 目 标 迈 进 了 一 大

步。”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表示，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横贯

东西、纵贯南北的综合运输网络更

加成熟。

看总体规模，目前，我国综合立

体交通网总里程超过 600 万公里，

“6 轴 7 廊 8 通道”主骨架已基本形

成，联通了全国超过 80%的县（市、

区），服 务 全 国 90% 左 右 的 经 济 和

人口。

看细分领域，截至去年底，我国

铁路营业里程 15.9 万公里，其中高

铁超过 4.5 万公里；全国公路通车里

程 543.68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

18.36 万公里。

内河航道通航里程 12.82 万公

里，其中三级及以上航道通航里程

1.54 万公里；港口生产性码头泊位

22023 个，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2878 个；民用运输航空机场 259 个，

其中年旅客吞吐量千万人次及以上

的运输机场 38 个，货邮吞吐量万吨

及以上的运输机场 63 个。

成绩显著，短板犹存。“目前普速铁路发展存在短板、区域

间高速公路通道能力有待提升、内河航道建设和水运体系联通

不足、综合交通枢纽辐射能力不强。”李小鹏表示，下一步，交通

运输部将进一步加快“6轴 7廊 8通道”主骨架建设，打造示范大

通道；同时，深入实施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推进铁路货

运网络工程、国家公路联通提质工程、内河水运体系联通工程

等建设，加快打通交通物流堵点卡点，更好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客货运输不断发展，去年每天
完成约 1.5 亿吨货物运输、4.45 亿件
邮快件寄递

近年来，我国客货运输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出行更加舒适

便捷，货物运输更加畅通高效。

近年来，我国交通物流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建成世界最大

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港口集群和邮政快递网。2023 年

每天完成约 1.5 亿吨货物运输、4.45 亿件邮快件寄递。

看铁路，“近年来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在推动加快建

设交通强国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也成效显著。”国家铁路

局局长费东斌表示，近年来，我国铁路运输服务水平不断提

升，客货运输产品日益丰富，运输能力持续提升。

看邮政快递，“通过积极推动建设‘枢纽+通道+网络’的现

代邮政寄递网络，在末端形成宅递、箱递、站递等一系列服务方

式，更好满足了多元化服务需求。”国家邮政局局长赵冲久说，

同时加快实施“一村一站”工程，累计建成 1200 多个县级公共

寄递服务中心和超过 30万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看民航，“通过开设空中大通道，优化空域结构，增加繁忙

空域航班容量，航班快速增长带来的空域紧张问题得到有效

缓解。”中国民航局局长宋志勇说，目前民航的航班正常率连

续 6 年超过 80%。今年上半年，在航班量同比增长 13.4%的情

况下，航班正常率达到 86.37%。

看国际货运，近年来，我国着力提升国际货运服务能力，

已初步形成以国际海运为主体，以国际航空、中欧班列、国际

寄递、国际道路运输为补充的国际物流服务体系。其中，国际

海运承担了我国 95%以上的进出口货量，国际航空货运成为

时效性强、附加值高的高端货物的主要运输方式。2023 年中

欧班列共开行 1.7 万列，发运 190 万标箱。

客货运高效运转的同时，物流成本持续降低，2023 年，我

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比上年下降 0.3 个百分点。

物流结构不断优化，2023 年，铁路、水运货运量在总运量中占

比较 2017 年分别增长 1.4 个百分点和 3 个百分点。

李小鹏表示，下一步将组织开展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专

项行动，全力推进交通物流结构性、系统性、制度性、技术性、综

合性、经营性降本提质增效，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科技创新不断强化，持续推进
低空经济健康发展

5 年来，交通科技创新不断强化，有力推动产业升级。

交通装备加快升级换代。高铁技术树起国际标杆、CR450
科技创新工程取得重大突破、新能源机车首次系列下线……自

主化、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正加速在铁路领域创新应用。

智慧物流引领性作用更加凸显。智能分拣、智能安检等

先进技术应用更加广泛，高铁运快递得到有益尝试，航空快递

运能不断增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无人投递技术应用更加普

遍，科学技术发展不断促进快递物流组织方式重构。

低空经济蓬勃发展。“目前持有现行有效的民用无人驾驶

航空器运营合格证的无人机企业超过 1.4 万家，持有无人机操

控员执照的人数超过 22.5 万。今年上半年，新注册的无人机

将近 60.8 万架，较去年年底增长 48%。”宋志勇说，“我们将统

筹推进传统通用航空转型升级与新兴无人机产业创新发展，

持续推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针对低空经济发展对通用机场

规划、布局、功能等方面的新需求，推动完善通用机场、临时起

降点、垂直起降场地建设和运行标准，引导支持地方政府完善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推动低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加快推动空域分类管理落

地实施，充分利用低空空域资源。

此外，还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各类相关国际标

准和政策的制定工作，积极推广我国低空经济和运行经验，为

中国低空经济“走出去”营造更好国际规则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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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权威发布R

小暑时节，万物葱茏。黄土高原上，满山

遍野的苹果树，青果半熟，累累叠叠。

1060 亩矮化密植苹果园，100 亩黑枸杞，

60 亩樱桃园，20 亩草莓园，还有葡萄、油桃等

10 余个水果采摘品种……走进陕西延安市

安塞区南沟村，山上栽下“摇钱树”，树上结下

“金果果”。

水果水果，“水”字先行。干旱少雨的黄

土高原上种水果，如何解决“水”问题？

“淤地坝和水肥一体化的精准滴灌是延

安水果种植的黄金搭档。”安塞区水土保持工

作队副队长刘涛说。

“沟里筑道墙，拦泥又收粮”。南沟村配

备多个淤地坝，下雨时通过排水系统把水引

到坝里，又在山顶建水塔，天气干旱时用水泵

抽水上山。村里还配套了水肥一体滴水灌溉

设施，通过管网压到每一棵树底下。

南沟村的梁峁间，拦泥蓄水的“南沟 2#
淤地坝”，修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这几年，这

里又安装了不少新设备。这些运行管理及防

汛预警信息化监测设备，全天候 24 小时监测

淤 地 坝 水 位 升 降 、放 水 工 程 运 行 状 态 等 情

况。“大坝的功能也在完善，淤地坝积水可用

于梁峁上果园灌溉。”刘涛说。

据了解，延安市共建成中小型灌区 857处，

有效灌溉面积 80 万亩，节水灌溉面积 61.95 万

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5736，达到

全国平均水平，农业灌溉用水效率不断提高。

农水互促，延安探索出了小流域治理与

产业融合发展的独特经验。“沟道打坝、梁峁

整地、山坡绿化”，凭借一系列科学用水、生态

用水等综合治理措施，昔日荒山变绿洲，旱地

“水”果产业结出累累硕果。目前，延安苹果

种植面积约占陕西的 1/3、全国的 1/9、全球

的 1/20，全市农民经营性收入超过六成来自

苹果产业。

做好水文章不只促产增收，水净水美亦

可赋能美丽乡村。

两个月前，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国有生

态林场传来好消息，经过 30 多个小时的漫长

等待，一只朱鹮顺利破壳。这是去年 10 月朱

鹮引入延安后，首次成功孵化出朱鹮宝宝。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对栖息环境

很挑剔，要有树木营巢，要有河湖觅食，还要

有安静的环境。“这是动物对南泥湾环境的肯

定。”南泥湾管委会项目管理部部长刘岗说，

“除了朱鹮，在南泥湾湿地公园，白鹭、苍鹭等

水鸟数量明显变多。东方白鹳、黑鹳这些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也常停留觅食。”

黄 河 一 级 支 流 汾 川 河 流 经 南 泥 湾 。

2020 年，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项目

在宝塔区开展，总投资 3.67 亿元，着力打造黄

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农村水系整治示范区、绿

色生态与红色文化相结合的旅游目的地，持

续改善人居环境和河湖生态环境。

水润南泥湾，再看“好江南”。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持续

改善，乡村实现宜居宜游宜业，南泥湾处处都

是好风光。

“现在接待旅游团比较多，湖北、四川、广

东……能听到各地方言。游客玩累了，就到

我们家吃碗香菇面、尝尝炖土鸡。”南泥湾镇

桃宝峪村村民冯延东说。

看到家乡的游客日渐增多，常年在外打

工的冯延东 2021年回到老家，改造自家的 7间

房办起了农家乐。去年，这家小馆的净收入

有 30 多万元。“冬天再在后院建十几间民宿，

争取把客人留下来。”冯延东盘算着未来。

2023 年，南泥湾年接待游客突破 100 万

人次，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产业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

山因水而美，水为山增色。延安持续开展

治山治水，截至目前累计建成各类水库 41 座、

淤地（拦沙）坝 1.16 万座、建成各类饮水工程

6056 处，惠及农村人口 163.43 万。“延安市水

土保持综合效益正充分彰显，水生态建设迈

向新高地。”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规划计划

局副局长张洪星说。

陕西延安实施水土保持、推广节水灌溉

水润黄土地 结出“金果果”
本报记者 张丹华 王 浩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本报北京 7 月 10 日电

（记者丁怡婷）7 月 10 日，藏

东南高原，随着汽车吊将重

达 110 余吨的风机叶轮组件

缓缓吊至 110 米高空与机舱

精准对接，世界在建最高海

拔 风 电 项 目 —— 大 唐 西 藏

八宿 100 兆瓦保障性并网风

电 项 目 首 台 风 机 吊 装 作 业

完成。

在新能源项目中，一般

将海拔 3500 米至 5500 米的

地方称为超高海拔地区。该

项目场址平均海拔 5050 米，

风机机位最高海拔 5195 米，

项目采用针对高海拔、高寒

地区特点环境适应性设计的

5 兆瓦双馈风力发电机组，增

强外绝缘设计，提高设备在

强紫外线、高雷暴频次等恶

劣环境下的电气安全。

项 目 风 机 轮 毂 中 心 高

度 110 米，叶轮直径 195 米，

叶片最大扫风面积超过 3 万

平方米，相当于 4 个多标准

足 球 场 的 面 积 。 在 满 发 风

速下，单台机组每转动一圈

可 发 电 9.5 千 瓦 时 。 据 悉 ，

项目总共要安装 20 台风机，

预计今年 10 月底将全面建

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新

增清洁电量 2.23 亿千瓦时以上，相当于可节

约标准煤超 7 万吨。

图为风机吊装作业现场。

宋先吉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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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

以 开 放 促 改 革 、促 发 展 、促 创 新 ，持 续 推 进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 革 要 总 结 和 运 用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特 别 是

新 时 代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宝 贵 经 验 ”“ 坚 持

守 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

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

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

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新”。

守正创新，行稳致远。

港口口岸串珠成线，
构筑双循环大通道

一个个港口、口岸，看似是一个个点，串

珠成线，贯通起来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一条大通道。

新时代，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作为

内陆省份的新疆正成为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一个枢纽地带。

1 天，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平均进出火车

60 列次、汽车 350 辆次。

2022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

通 过 大 屏 幕 看 到 霍 尔 果 斯 口 岸 、阿 拉 山 口

口岸的作业区实时画面。总书记指出，新疆

“过 去 是 内 陆 的 一 个 省 份 ，现 在 有 了‘ 一 带

一 路’就不同了。这里不再是边远地带，而

是成为一个核心地带，成为一个枢纽地带”。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大潮中，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从边境到内陆，大批口岸茁壮成长。

7 月 6 日，中越友谊关—友谊智慧口岸

中 方 项 目 建 设 现 场 ，机 器 轰 鸣 ，工 程 车 穿

梭。智能化、现代化的跨境运输愿景，即将在

友谊关口岸成为现实。

港口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港 口 是 基 础 性 、

枢纽性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渤海湾西岸穹顶处，河北沧州黄骅港煤

炭港区巨轮穿梭。黄骅港是我国西煤东运、

北煤南运的重要港口，每年超 2 亿吨煤炭在

这里下水，扬尘污染是困扰港口发展的难题。

解题，从新发展理念中找答案：创新、绿

色 ，黄 骅 港 依 托 智 能 化 打 造 全 流 程 抑 尘 系

统。如今，黄骅港早已看不到煤尘飞舞，煤污

水也实现循环利用。

港口发展，加快从大到强、从快向好的变

革。“智慧”港口、“零碳”码头、“绿色”口岸，传

统港口拥抱航运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港口之变，彰显新发展理念的实践伟力，

再一次印证：守正就是坚守真理、坚守正道，

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

在上海洋山港，桥吊运转忙碌，巨轮频繁

进 出 ，向 世 界 展 现 着 中 国 经 济 的 活 力 与 韧

性。上海持续推动航运服务业企业成群、产

业成链、要素成市；福建打造服务全国、面向

世界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港口群；广西

以北部湾港口群为基点，全力构建中国—东

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

今年上半年，我国沿海和内河港口进出

港船舶数量达 1521.17 万艘次，货物吞吐量达

91.84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14.35%、4.85%。

新时代以来，我国正以高水平开放促进

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

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紧跟时代步伐，创新
驱动发展

创新，就是勇于探索、开辟新境，敢于说

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

的事情。

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同比增长 8.4%。“空港式”海上交通组织

管理模式，让船舶像高铁一样准时进港靠泊。

新模式得益于“一体化”。浙江创新实施

港域船舶一次性船位报告、锚地一体化管理、

江海联运重点船舶“一程式”交通组织，做到

港口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将港口作为经济发展中的大手笔，习近平

同志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推动了宁波舟山港

一体化。

改革只有进行时，如今各地港口一体化

发展跑出“加速度”——

山东实施港口一体化改革，从“一群港”到

“港口群”，着力打造世界级海洋港口群；广州

海关推进“一港通”大湾区物流一体化改革项

目，以南沙港为枢纽港、珠江内河沿江港口作

为支线港，形成“两港如一港”的作业模式……

2018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频连线

上海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时指出，“加强软

环境建设，不断提高港口运营管理能力、综合

服务能力”。

今年 5 月，在上海洋山海关监管下，中国

船舶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供油船“长航油轮”直

接从保税仓库提油，为一艘邮轮加注保税燃

料油。“得益于‘两仓功能整合’等新的政策机

制，船用油调和成本大幅降低，整个调油、供

油作业流程从 7 天缩短至 2 天左右。”公司业

务总监王莹表示。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改革要从实际出发，

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实际问题。

针对通关流程、效率、成本等方面的堵点

卡点，港口和口岸创新监管方式，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

在国家物流枢纽港（阿拉山口）多式联运

中心，智能设备自动识别运抵信息，出境卡口

自动核放，货车停留片刻，便可通关出境。采

用“公路口岸+属地直通”新模式后，该口岸

通关时间从去年 10 月的平均 34.5 小时，压缩

至 5 小时。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公路口岸

进出境货运车辆辆次同比增长 42.6%。

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创新，更好为高水平

开放蓄势赋能——

中哈、中塔、中吉公路口岸农副产品快速

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全覆盖；位于浙江义乌

的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创新实现海铁联

运班列出口集装箱“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

次放行”，助力义乌小商品“智”达全球……

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

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

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中国打开更大发

展空间，为世界提供全新发展机遇。

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
中创新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准确把握

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

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守正创新”。

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中国在实现自

身发展的同时，正为全球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新时代以来，港口口岸等飞速发展，为

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基础支撑和重要保

障——

东南亚进口香蕉专列开行，老挝啤酒、柬

埔寨吴哥啤酒有了中国代理，合作建立陆海

新通道旅游推广联盟，中老两国共同打造的

万象市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加快推进；步入

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的中哈国际边境合作中

心，在封闭管理的跨境经济贸易合作区内，中

哈两国公民可面对面洽谈和交易，目前已有

3500 余家商户入驻。

2013 年 秋 天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提

出，由此澎湃出新的发展势能。2023 年 7 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加强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

对接，深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

快口岸基础设施和区域国际物流大通道建

设，保障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如今，中欧班列联通欧洲 25个国家 200多

个城市，“丝路海运”联通全球 43个国家 100多

个港口。中国已成为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主要贸易伙伴。这条高水平对外开放之路，

中国走得坚实。

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

越来越多的港口和口岸以大通道带大产业，

赋能开放型经济——

炎炎夏日，云南磨憨口岸平均每天有近

1000 吨水果入境。“中老铁路，让磨憨口岸充

满商机和前景。”国铁昆明局磨憨站站长周明

波说。

“通关便捷助力我们扩大了生产规模，去

年实现营业收入逾 3 亿元。”云南瑞丽市音皇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席斌说。

通关能力提升，带动落地加工，推动外贸

升级。目前，阿拉山口综保区已有 837 家企

业落户，形成进口粮食加工、木材加工、出口

装备制造、医用材料以及跨境电商五大特色

优势产业集群。

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坚持

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推进深层次改革，统一于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就是一个在继承

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历史过程。”

扬帆起航，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新时代中国正奋进在更壮阔的征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