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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 8 月 28 日电 （记 者金

歆、李凯旋）8 月 28 日，2024 年中国网络

文明大会在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

主旨演讲。

与会嘉宾认为，加强网络文明建设

是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

的必然要求，是建设文化强国、网络强

国的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着眼建设“两个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提 出 深 化 文 化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的 重 大

任务，为我们在新起点上推进文化改革

发展、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

遵循。

与会嘉宾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

重要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扎实推

进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各项工作，进一

步在网络空间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

量，凝聚起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的磅礴力量。要牢牢把握网络文明

建设的正确方向，不断发展积极健康的

网络文化，着力增强网络空间治理效

能，健全网络文明建设工作机制，推动

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

本次大会以“弘扬时代精神 共建

网络文明”为主题，由中央网信办、中央

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央和地

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

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

人，专家学者和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成都举行
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开通倒计时！记者 28 日从中国铁路成

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四川成都至青海西

宁铁路四川镇江关至黄胜关段即将开通。届

时，从成都坐动车 2 小时可直达黄龙九寨站，

再换乘公交可便捷到达九寨沟等景区。

“动车进阿坝，九寨等您来”。川青铁路

镇黄段的开通将给当地带来哪些变化？作为

一条高原铁路，它又有哪些特殊之处？

填补西部铁路“留白”的
关键一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国的交通地图就

像一幅画啊，中国的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

是工笔画，西部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

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勾画得更美。要充分

论证、科学规划，铁路建设要算大账。”

川青铁路，起自成都平原，终至青藏高

原，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中兰州、西宁至

广州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填补西部铁

路“留白”的关键一笔。

去年底，川青铁路青白江东至镇江关段

开通运营。镇江关站站长殷建介绍，镇江关

每天到发旅客约 6800 人次，几乎每趟列车都

座无虚席。

动车进九寨，激发产业活力。

以往，从成都开车前往九寨沟景区需 7 小

时。去年，铁路通到镇江关站，用时缩短至 5小

时，如今“公铁换乘”只需 3 个多小时。当一

列列动车载着游客们开进九寨，将更好促进

当地文旅产业发展。

位于九寨沟沟口的漳扎镇，依托九寨沟

景区，串联起生态山水、景点景区、民俗文化、

特色村庄。

“ 九 寨 沟 对 我 们 来 说 ，蕴 藏 着 无 限 可

能。”漳扎镇九寨华美胜地旅游度假区负责人徐韬说，这里

不仅可以体验藏寨文化，还能逛藏羌非遗博物馆、进行户外

运动探险，场景多样、体验丰富，“我们正在积极争创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

交通更便利，推动城乡融合。

川青铁路镇黄段开通后，松潘县一跃成为拥有 4 个高铁

站点的县城。铁路帮助特色农牧产品进一步打开销路。

“松潘县的农特产品很受欢迎，尤其是地胡茶，销量很不

错。”去年底，川青铁路青白江东至镇江关段开通后，当地经营

者陈安勇生产的地胡茶销量倍增。相中新线开通带来的机

遇，陈安勇建起地胡茶生产加工车间，同时在线上线下销售，

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施工难度大，隧道占比高达 95%

川青铁路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位于我国地形第二阶

梯向第一阶梯过渡的高山峡谷区。特殊的地质构造，让川青

铁路创下数个第一：

世界上第一条穿越 8 级大地震灾害核心区的铁路；我国

横断山脉北段第一条铁路；我国穿越活动断裂带最多的铁路；

我国伴行活动断裂带最长的铁路。

精心选线，降低风险。

在活动断裂带上修铁路，确保安全是关键。受 2008 年汶

川地震、2017 年九寨沟地震影响，川青铁路沿线地质环境极

为脆弱。

成兰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付国成介绍，专家分析地

震灾损发现，隧道遭受的破坏相对更小。因此，川青铁路镇黄

段主要采用长段落隧道群及大埋深隧道穿越，以此降低可能

的地质灾害影响和铁路运营风险。

松潘隧道、德胜隧道、红桥关隧道……从盆地进入中低山

区后，川青铁路便一头扎进大山，隧道一个接一个。

攻坚克难，啃硬骨头。

川青铁路镇黄段隧道占比高达 95%，也诞生了一条亚洲

最长单洞双线铁路隧道——德胜隧道。

德胜隧道项目技术负责人万勇列举了

一组数据：建设过程中，全隧大变形发生比

例高达 32.6%；掌子面溜坍、涌泥、突水等问

题共计发生 300 余次；最困难的地段全年掘

进不足 7 米……“德胜隧道堪称‘在豆腐上

打洞’，被业内公认为我国最艰难的越岭隧

道之一。”

在此背景下，德胜隧道建设过程还经历

了多次地震考验，虽然动车经过只需要 7 分

钟，但中国铁建的建设者们坚守了 10 年才终

于贯通隧道。

勇于创新，突破技艺。

“最难的是每座隧道遇到的地质问题都

不一样。”付国成说，德胜隧道难，隔壁的松

潘隧道也不简单，8 公里的隧道耗时 8 年多，

由于修建在活动断裂带上，大山的力量能将

碗口粗的钢筋压垮、扭成麻花。

建设团队一边研究一边建设，开展多项

工程试验专题研究。“松潘隧道申请了 3 项发

明专利、9 项实用新型专利。”中铁二十五局

项目负责人万炳宏说，这些专利已用于多个

其他项目，带来直接经济效益 5000 多万元。

掘进难，铺轨也不容易。

川青铁路镇黄段全长 69 公里，高差却有

650 米，全线最大坡度 17.8‰。加之线路地

处高原，轨道铺设难度非常高。

中铁八局成兰项目常务副指挥长张华

介绍，项目团队安装了运输远程视频监控系

统，同时配置了 80余台（辆）先进设备，按照 3台

机车同时牵引的施工方法，才安全、如期完

成了铺轨。

高原铁路运营有秘诀

铁轨成功“跃”上了高原，动车如何安全

运营？

先看列车。国铁成都局为川青铁路镇

黄段专门配置了 CRH2G 型耐高寒动车组。

CRH2G 型动车组是个全能型选手，可

在零下 40 摄氏度到零上 40 摄氏度极端气温环境下正常运

营。动车组所使用的材料、润滑油脂及电气元件均通过了零

下 40 摄氏度的耐低温试验。

不仅如此，研发人员还专门对动车组转向架进行高寒适

应性设计，独创“喷涂防冻”和“高压吹风除雪”等技术，有效缓

解了高寒冰雪天气转向架积雪结冰问题，确保动车组安全

可靠。

再看应急储备。在德胜隧道内部“藏”着一座亚洲最大的

隧内防灾救援站。该救援站位于隧道中间，上中下、左中右各

三层，共有 35 个支洞。

“逃生通道平均 50 米一个，步入其中沿着指示方向行走，

10 分钟即可撤离到洞外。”中铁二局成兰铁路工程指挥部副

经理陈飞说，整个防灾救援站是个复杂的洞室群，上层排烟、

中层疏散、底层逃生撤离。

为应对雨雪天气，国铁成都局在镇江关、松潘等车站安装

道岔融雪装置 51 组。一键启动装置后，道岔上安设的加热条

和外锁闭加热器件就会通电加热，冰雪落上立即融化，确保道

岔正常转换。

还有人工智能分析系统助力。

国铁成都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保障列车运行安全，川青

铁路将正式启用高速铁路地震预警系统，全线共设置 10个监测

点，实时监控地震活动，并在地震发生时迅速生成、传输和发

布地震警报信息及紧急处置信息。

与此同时，国铁成都局还引入预防山体滑坡、溜坍、泥石

流等自然灾害的报警系统。当发生自然灾害时，可结合智能

监控以及人工巡检，确认灾害范围、分析危害等级，为应急处

置提供有效指导，保证铁路运行的安全。

“期盼、期待。”松潘县的小伙子张德刚谈及高铁很是兴

奋，“家里养殖了近百头牦牛，高铁开通后，旅客可以当天把牦

牛肉‘提’回家，销路更广了。”

上图：试运行期间，CRH2G 型耐高寒动车组行驶在川青

铁路镇黄段。

贺丽娟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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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文昌段，公路沿海岸延伸。路旁一家

地瓜种植基地的摊位前，吴忠手捧刚出锅的地瓜，撕开紫红色

的外皮，粉糯的内瓤冒着热气。路过的车辆不时停下，游客下

车咬上一口，竖起大拇指：“又香又甜！”

2018 年，在外做生意的吴忠回到文昌木兰湾。脚下这片

沙土地，让他萌生了种植沙地板栗地瓜的想法。

别看吴忠如今笑容满面，前些年却一直有两“愁”：一愁地

瓜种植基地起步晚，品牌不强；二愁规模小，销售渠道单一。

前两年，听说要建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吴忠坐不住了：“从

海口出发，木兰湾是东线第一个景点。我得搭上环岛旅游公

路的‘快车’。”

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吴约。他是地瓜种植基地所在地——

文昌市铺前镇林梧村党委书记。村里开会时，“借力环岛旅游

公路”成为共识。

吴约找到吴忠，提出林梧村和附近的铺前村打算拿出

80 万元入股地瓜种植基地。2022 年 9 月，在村里支持下，地瓜

种植基地扩大至 1200 亩。同时，基地电商驿站、分拣中心外搬

2公里，面朝大海，紧靠环岛旅游公路，还搭起产品展示摊位、竖

起巨幅广告牌。远远望去，“木兰湾板栗地瓜”几个大字引人

注目。

2023 年底，环岛旅游公路正式全线通车，“流量”效应很

快显现。“今年春节假期，路上都是车，试吃的地瓜每天煮几十

锅。”吴忠说，上半年，网上商城订单超 80 万元，远超去年全年

的 30 万元。

不仅是零散的小单，大单也找上了门。不久前，在河北首

衡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经营的朱洋在海南环岛自驾，

偶然路过林梧村的分拣中心，参观后一口气下了 35 吨的“大

单”。“大车从分拣中心拐进环岛旅游公路，1 个小时就能到海

口秀英港，很方便。”

吴忠打开手机通讯录，今年以来，因环岛旅游公路“结缘”

电商 20 多家。一家福建福州的电商团队干脆把直播间搬到

海南。“以前出门找销路，现在销路找上门。”吴忠说。

种植基地与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达成合作，途经海文大桥、

铺前老街、风车海岸等景点的观光巴士路线，增加了“地瓜采

摘”一站，丰富游客体验的同时，也带动当地农特产品销售。

村民刘庆洪原来在外地务工，听说家附近的地瓜种植基

地招人，赶紧报了名。吴约介绍，基地带动村里几十人就业，

去年支付工资 500 多万元，向村集体分红数万元。

全长 988.2 公里、连通沿海 12 个市县，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如一条丝带，将板栗地瓜、金钻凤梨、黄金百香果等沿线优质

农产品串珠成链。海南年初出台《环岛旅游公路和美乡村先

期建设工作方案》，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围

绕“好看、好玩、好吃、好文明”，打造环岛旅游公路和美乡村风

景线，让农村变景区、农产品变旅游商品、游客流量变增收

流水。

图①：环岛旅游公路旁的地瓜种植基地。

图②：村民正在采收地瓜。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为沿线农产品打开新市场—

“以前出门找销路，现在销路找上门”
本报记者 曹文轩文并图

①①

②②

本报北京 8 月 28 日电 （记 者王

观）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

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完善市

内免税店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明确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按照

《市内免税店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规范市内免税店管理工作，促

进市内免税店健康有序发展。

根据《通知》，现有北京、上海、青

岛、大连、厦门、三亚等地的 6 家市内免

税 店 ，自《通 知》施 行 之 日 起 适 用《办

法》；现有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地的 13家

外汇商品免税店，自《通知》施行之日起

3 个月内转型为市内免税店，经海关验

收合格后开始营业。同时，在广州、成

都、深圳、天津、武汉、西安、长沙和福州

等 8 个城市，各设立 1 家市内免税店。

《办法》明确，市内免税店的销售对

象 为 持 出 入 境 有 效 证 件 即 将 于 60 日

（含）内搭乘航空运输工具或国际邮轮

出境的旅客（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籍旅

客）。旅客在即将离境口岸所属城市的

市内免税店购物，应在设立于口岸出境

隔离区内的免税商品提货点提取所购

免税商品，并一次性携带出境。

市内免税店主要销售便于携带的

消费品，鼓励市内免税店销售国货“潮

品”，将具有自主品牌、有助于传播中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特 色 产 品 纳 入 经 营

范围。

市内免税店政策进一步完善
鼓励销售国货“潮品”

本报北京 8月 28日电 （记者林丽

鹂）据市场监管总局所属中国物品编码

中心统计，截至今年 6 月底，我国登记

使用商品条码的消费品品种总量突破

2 亿种，结合国际物品编码组织（GS1）

统计数据看，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位居

全球第一。

据统计，上半年，登记使用商品条

码的消费品新增 966.4 万种，同比增长

14.8% ，消 费 品 品 种 总 量 达 20084.7 万

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相关负责人分

析：“新增消费品增速在 2023 年转负为

正，2024 年在上一年度基础上继续保

持快速增长，反映出我国消费市场在

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作用下，经营主体

活力强劲，社会经济恢复发展态势好

动能足。”

商品条码是消费品的唯一产品“身

份标识”，企业每申报一种商品条码数

据就标志着一款新商品的诞生。

我国消费品品种突破 2亿种

本报北京 8月 28日电 （记者丁怡

婷）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 1 至 7 月份全

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截至 7 月底，全

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超 31 亿千瓦，同

比增长 14%。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

量约 7.4 亿千瓦，同比增长 49.8%；风电

装 机 容 量 约 4.7 亿 千 瓦 ，同 比 增 长

19.8%。1 至 7 月份，全国新增发电装机

容量 18484 万千瓦，其中风电、太阳能

发 电 新 增 装 机 容 量 分 别 为 2991 万 千

瓦、12353 万千瓦。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 月份，规上

工业发电量 883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增速比上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

1 至 7 月份，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

源工程完成投资 4158 亿元，同比增长

2.6%。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2947 亿元，

同比增长 19.2%。

截至 7 月底

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超 31亿千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