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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网络延伸更广

杨传堂说，2014年，交通部门注重优化投资
结构，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公路铁路民航水运等
建设保持良好势头。

预计新增公路里程9.3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
路 7450 公里，全年新改建 23 万公里农村公路，
超额完成国务院下达的建设任务。推进现代工程
管理，加强重大项目建设管理，京新高速公路内
蒙古西段等开工建设，港珠澳大桥等重点工程进
展顺利。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全年完成
8000 亿元建设任务，新线投产 8000 公里。服务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走出去”迈出坚实步
伐，务实推进中俄、中蒙、中印、中泰铁路合作
交流，积极参与推动中老、中巴、中东欧、中吉
乌及美国西部快线高铁等铁路合作项目。

民航基本建设稳步推进，航线结构进一步优
化，新建成黑龙江抚远、湖北神农架、青海德令
哈、四川阿坝、贵州六盘水等8个机场，迁建陕西
汉中机场，我国大陆地区颁证民用航空机场达到
202个。

水运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扩建泊位 631 个，
其中万吨级泊位 125个，改善内河航道里程 2068
公里。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建设一期工
程、引江济汉通航工程等投入试运行，长江中游
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顺利进行，上海国际航运
中心洋山深水港区四期等开工建设。

杨传堂说，2014年，全国交通系统做好运输
保障，提升运输服务能力和水平，全年运输生产
平稳，预计全社会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完成客运
量、货运量同比增长3.7％、7.2％。

主动引领“交通新常态”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服务性行
业，交通运输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正在
呈现新的特点。

杨传堂在接受采访时说，从运输生产增速上看，
在经济增速转入中高速增长后，交通运输生产也在
向5％－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转变。2014年铁路公
路水路民航客运量增速约为3.7％，货运量增速约为
7.2％。其中铁路货运量同比降低约3％；港口货物吞
吐量增速继续放缓，预计全年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
吐量和外贸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速分别回落4.1和3.8
个百分点。这一点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变化有较大
的耦合性。

从运输结构变化上看，高附加值运输需求快
速增长，特别是高端出行增长较快。2014年高铁、
动车旅客发送量增长均超过 30％，快递业务量增
速超过50％，民航旅客运输量同比增长10％左右。
这种变化体现了运输结构优化取得新的成效。

从固定资产投资上看，公路水路投资增速由“十
二五”期前三年的年均6％，提高至2014年的9.2％，
其中公路投资预计增长11.4％，铁路投资全年完成
8000亿元，比去年增长20％以上。新常态下固定资
产投资仍能保持较高增速，说明在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情况下，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对稳增长作用依
然重要。

“要看到，新常态蕴含着新机遇，也伴随着新
矛盾新问题。我们一定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
观规律与交通运输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全面认
识新常态，抓住用好新常态蕴含的新机遇，趋利避
害克服新常态带来的新矛盾新问题。”杨传堂说。

（综合本报和新华社12月28日电）

今
年
铁
路
公
路
水
路
投
资2

. 5

万
亿
元

中
国
大
交
通
彰
显
大
格
局

今
年
铁
路
公
路
水
路
投
资

今
年
铁
路
公
路
水
路
投
资22

.. 55

万
亿
元

万
亿
元

中
国
中
国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大
交
通
彰
显
彰
显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大
格
局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官”，事关百姓衣食住行的切身利益。
2014年，我国综合交通取得长足进展，人便其行，货畅其流。

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 28 日召开的 2015 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
说，2014年，我国交通部门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狠抓稳增长措施落地，加大
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全年铁路公路水路完成投资2.5万亿元。

12 月 28 日，世界跨度最大的三
塔四跨悬索桥、武汉长江上第八座
长江大桥鹦鹉洲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鹦鹉洲长江大桥位于武汉长江
大桥上游 2 公里处，全长 3.42 公里，
主桥为三塔四跨悬索桥，主跨 850
米，桥面宽 38 米，设双向 8 车道。
大桥仅用3年半时间就顺利建成，创
造了长江上悬索桥施工的新纪录。
图为大桥鸟瞰。

本报记者 付 文摄

世界最大三塔四跨悬索桥

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通车
世界最大三塔四跨悬索桥世界最大三塔四跨悬索桥

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通车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通车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日前召开
的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十三次
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
十 二 届 全 国 委 员 会 第 三 次 会 议 的 决 定

（草案），建议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明年 3 月 3 日在北京召开。主席会议决定
将决定草案提请政协十二届九次常委会
议审议。

全国政协主席会议举行

建议明年3月3日召开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本报北京 12月 28日电 （记者孙懿）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28日
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根据这一决
定，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5日在京召开。

决定建议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的议程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
准计划报告、预算报告，审议立法法修正
案草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两高”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规定，全国人大常

委会应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
提出会议议程草案。

今年林业产值将超5万亿元今年林业产值将超5万亿元

◀图为中国南车四方股份
公司CRH380A高速动车组

（中国南车公司提供）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闭幕
会议表决通过航道法 决定任命雒树刚为文化部部长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张德江主持会议

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将于明年3月5日召开

本报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孙懿） 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28日下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张德江委员长主持
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 163 人出席会议，出席
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国
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17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蔡武的文化部部
长职务，决定任命雒树刚为文化部部长。国
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18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
请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委托李建
国副委员长代表常委会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作说明。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
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

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

开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
决定。根据决定，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于2015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批准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的决定、关
于批准中国和阿富汗引渡条约的决定、关于批
准中国和伊朗引渡条约的决定。

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
会、法律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
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
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第四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澳
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会议还表决了其他任免案。

北京地铁告别“2元时代”
4条新地铁线开通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28日电 （记者熊
琳） 28 日，北京正式实施公共交通新票
价。北京地面公交起步价调整为 10公里内
2元，地铁告别“2元时代”，起步价调整为
6公里内3元，并迎来了共计62公里的6号
线二期、7 号线、14 号线东段、15 号线一
期西段等4条轨道交通新线开通试运营，北
京轨道线路总里程达527公里。

2014 年岁末，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
亚洲航空公司QZ8501航班在从印度尼西
亚飞往新加坡的途中失联，机上载有 162
人，下落不明。

毋庸置疑，2014 年成了世界民航业
“多事之秋”的一年。一年中，世界空难和
事故多达30起左右，超过1000人遭遇致命
劫难，其中包括马航 MH370、MH17 航班
在内的 6起民航事故和空难共导致 700余
人丧生。

难道今年的航空旅行变得比以往更
加不安全了吗？

盘点历史上的重大空难以及上述6起
致命空难，原因可谓各不相同，人为失误、
机械故障、软件失灵、天气异常、恐怖袭击
等等，不一而足。今年马航接连发生两起
空难事故，一个迄今无从知晓到底发生了
什么，飞机残骸和机上人员葬身何处；一
个到现在都无法确信谁应该对飞机坠毁
负责。接二连三的航空事故难免让人对航
空旅行的安全状况心存疑虑。

客观地说，当我们回顾过去几十年航
空业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到一个大的趋
势，即航空安全总体上在不断改善，并且
这是发生在航空运输业突飞猛进的大背
景下的。从百万架次民航重大事故率来
看，近年来世界平均水平一般为 0.5上下，
中国为 0.1 上下。民航安全的改善得益于
航空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从统
计数据看，飞机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
工具。

尽管如此，2014 年民航安全领域“多
事之秋”仍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些空
难表明，航空安全仍然存在不少漏洞、短
板，如何进一步预防空难事故、提高空难
搜救效率，是各界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
民航业有一个好的传统，针对每一起空难
和事故，都要尽量查明真相，还原事故缘
由，以期改进技术、管理。当然，民航安全
不仅仅是民航业一个领域的问题，而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诸多领域，需要
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当务之急，是要改进全球航班追踪监
控技术和体系，力争早日实现全球民航飞
行数据的实时监控和及时处理。MH370失
联之后，对于航班行踪和机上情景迟迟找
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一教训是深刻
的。亚航此次失联的情况可能没有MH370
航班那么复杂，但依然在失联之后相当长
时间内无法掌握必要信息。要更有效、及
时追踪全球航班，现有技术已经可以满足
需要，但不客气地讲，非不能也，是不为
也。对技术成本的商业考虑影响了技术的
采纳。在技术可行的情况下，权衡商业利
益和航空安全之间的关系时，必须把安全
放在第一位，这是不言而喻的。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2014 年民航“多
事之秋”已在世界范围内触发航空安全大
讨论，官方和民间都各抒己见，献计献策。
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及有关航空
当局正在研究如何改进航班追踪体系，减
少和消除安全盲点，提高空难事故搜救效
率，以及航班飞经战乱和存在隐患地区的

预警和规避。
“多事之秋”并非民航安全的宿命。即

使像亚航这样低成本、低票价的航空公司
也并不必然与“不安全”画等号，该公司成
立 10 多年来，安全和运行纪录总体良好，
多次被评为“世界最佳低成本航空公司”。
亚航的口号是“现在人人都能飞”，这句话
的英文被醒目地油漆在每一架亚航班机
上。对于世界民航业来说，做到“现在人人
都能飞”，是值得称道的，做到“现在人人
都能飞得安全”，更是值得追求的。为此，
国际社会需要协力打造民航“安全之春”，
不让悲剧重演。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民航深陷“多事之秋” 多方期盼“安全之春”
■ 贾秀东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刘羊
旸）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建龙 28 日透露，
2014年我国林业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林业产业
总产值预计超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约10％。

张建龙是在此间举行的中国林产工业
协会换届大会上作上述表示的。他说，今
年全国人造板产量为25801万立方米，全国
木竹地板产量为 7.06 亿平方米，均比上年
有所增长。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 28 日下午说，尚未发现失联亚航 QZ8501
航班上有中国公民。

有记者问：据报道，一架从印尼泗水飞往
新加坡的亚洲航空公司客机 28 日清晨失去联
系。中方对此有何反应？机上是否有中国公民？

华春莹说，获悉亚航QZ8501航班失联，我们
对机上人员的安危深感忧虑，向他们的家属表示慰
问。外交部及中国驻印尼、新加坡使馆和驻泗水总
领馆立即分别了解核实有关情况。目前尚未发现机
上有中国公民。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进展。

外交部发言人：

失联亚航航班未发现中国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