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新作为

吃过早饭，湖北浠水县小金山村村民李焕春骑上电动车，沿着平
整的村道到公司上班，“每月收入3000多元，挣钱顾家两不误，家门口
就业真不错！”

2021年 3月，李焕春所在的湖北山蛋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开张，
每天出产鸡蛋50多万只，销往武汉、深圳等地。“出村道、上乡道、走县
道、连高速，运送饲料和鸡蛋一路畅通，时间快、损耗小。”小金山村党
支部副书记张卫春感慨，交通改善是吸引企业投资、群众增收致富的
关键所在。

修通一条公路，便利一方百姓，带起一片产业。近年来，湖北省交
通运输厅持续加大投资力度，构建“外通内联、通村畅乡、班车到村、安
全便捷”的农村交通运输网络。2020年5月，小金山村所在的洗马镇建
成“第二通道”洗桃线，解决了沿途11个行政村村民出行难题，还吸引一
批能人回乡创业。莲花心村创办生态园、熊山村建起鞋厂、堰桥村打造
油茶基地，洗马镇如今“村村有企业、人人能就业”。

发挥交通先行作用，加大对贫困地区交通投入，让贫困地区因路
而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建设“四好农村路”，新改建农村公
路252万公里，解决了1040个乡镇、10.5万个建制村通硬化路难题，新
增 5万多个建制村通客车。一条条“四好农村路”成为民生路、产业
路、致富路、现代化路，让农业更繁荣、农村更美丽、农民更富足。

路通了，特色产品更畅销。“水泥路通到家门口，前来采购的商贩
越来越多，牛肉牛奶不愁卖，大家的腰包鼓了起来。”青海久治县沙科
村村民加柏说。

路通了，乡村旅游更兴旺。河北涉县用千里乡村路串起300多处
文化景点，擦亮了清漳画廊等旅游名片，吸引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路通了，农民出行更便捷。在江西贵溪市黄梅村，专线班车驶入
公交站，村民许新长拎着一大袋农产品上了车，准备进城售卖，“家门
口上公交，40分钟能进城，太方便了！”

农村公路

编织农民幸福生活

3月30日，搭载着61台装载机、压路机等工程机械，75062次中欧
班列驶出柳州南物流中心，直奔满洲里口岸。

“铁路部门不断优化方案，运输时间有保障，为我们节约了不少物流
成本。”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链中心市场经理薛冰介绍，2021
年5月，首趟“柳州—莫斯科”跨境直通中欧班列开行，截至今年4月7日，
公司有630台工程机械搭乘这趟班列“走出去”，出口货值超1.8亿元。

近年来，中欧班列发挥运输速度快、性价比高、安全可靠、绿色环
保等优势，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跑出加速度——

线路覆盖更广。2016年至2021年，年开行数量由1702列增至15183
列，年均增长55%；国内稳定开行城市由13个增长到33个，覆盖欧洲国家
由9个增长到23个，境内班列固定运行线从39条增加到78条。

运输能力更强。霍尔果斯、阿拉山口、二连浩特等口岸站扩能改造
工程陆续实施，郑州、重庆、成都、西安、乌鲁木齐等5个城市枢纽节点的
集结中心示范工程稳步推进，中欧班列的口岸和通道运输能力有效提
升，货物品类扩大到汽车配件及整车、化工、机电、粮食等5万余种。

保障更加有力。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向德
国、波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运送防疫物资超 1360万件，为各国携手
抗疫提供了有力保障。

截至今年 3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52455列。“我们将不断提高
中欧班列的运行效率和品质，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中欧班列

畅通中外商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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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新篇章

路网纵横交织，航线通达全球，货物往来顺
畅，出行舒适便利……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
繁荣发展的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更多更先进的
航空枢纽、更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加快建
设交通强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部分领域交通运
输现代化水平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正阔步迈向
交通强国。

坚持交通先行，综合立体交通
网日益完善

今年以来，各地重大交通项目建设马不停
蹄，“进度条”不断刷新——

华北平原，高速公路加快成网。京秦高速遵
秦段工地热火朝天，工程机械紧张作业，重型卡
车来回穿梭，力争今年底前完工。京津冀协同发
展，三地交通一体化跑出加速度。

南海之滨，跨海通道建设繁忙。沉管隧道已
完成24个管节的沉放对接，东、西人工岛建设有
序推进，伶仃洋大桥开展上部结构施工……深中
通道通车后，将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增添快捷新通道。

雪域高原，川藏铁路不断延伸。这一世界铁
路建设史上地形地质条件最复杂的工程去年底
全线开工，今年一季度形成建设高潮。工程竣工
后，将为西部地区特别是川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强劲动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铁路为主干、以公路为
基础、民航和水运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国家综合
立体交通网加快完善，挺起了大国发展骨架。

公路越来越密。截至 2021年底，全国公路
总里程约 528万公里，公路密度约 55公里/百平
方公里。其中，高速公路总里程近17万公里，稳
居世界第一，约占公路总里程的3.2%。

铁路四通八达。截至 2021年底，我国铁路
运营里程突破15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超4
万公里，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 2/3以上。党的
十八大以来，134个县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
204个县跨入高铁时代。

航空广泛覆盖。截至 2021年底，我国境内
运输机场达到 248个。航空服务已覆盖 83%的
脱贫地区人口，脱贫地区机场每天至少有一个航
班联通所在省会的区域枢纽机场，最多中转一次
就能抵达国际枢纽机场。

水运更加发达。截至2021年底，全国港口拥
有生产用码头泊位超2万个，其中万吨级及以上
泊位超过2600个，约占泊位总数的12.7%，位居世
界首位。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到12.8万公里，长
江成为全球内河运输中最繁忙的黄金水道。

“目前，‘6轴7廊8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
通网主骨架空间已经初步形成，各种交通方式由
相对独立发展逐步向更加注重一体化融合发展

转变，实现了从‘瓶颈制约’到‘基本适应’再到
‘适度超前’的转变，为服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坚实保障。”交通
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表示。

坚持创新引领，交通运输科技
实力稳步提升

“感觉很愉悦！”北京冬奥会期间，京张高铁
赢得国外运动员一片赞扬。2019年 12月 30日
开通运营的京张高铁，是全球首条采用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并实现自动驾驶等功能的智能高铁。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已经全面实
现自主化、标准化和系列化。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交通运输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实力水
平迈上新台阶。

——重大工程彰显非凡实力。
2018年 10月 23日，全球最长跨海大桥港珠

澳大桥建成通车。面对沉管隧道施工这一工程技
术难题，建设者们从零起步、攻坚克难，自主研发制
造出海底沉管，并逐一将33节沉管安放成功。

2021年 6月 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
林铁路开通运营，历史性地实现“复兴号”动车组
对 31个省份的覆盖。90%以上线路走行于海拔
3000米以上，全线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桥隧比
高达75%……建设者们相继攻克一系列难题，创
造了高原铁路建设奇迹。

跨江河、越湖海、穿峡谷、连群山，这 10年，
京新高速、京张高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上海洋
山港自动化码头等一批超大型交通工程相继建
成投运，中国交通基建赢得世界瞩目。

——装备制造实现重大突破。
碧海蓝天，塔吊林立，自动导引运输车来回

穿梭，集装箱上下起落。3月12日，在“日邮维纳
斯”轮作业中，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桥吊
单机作业效率达到 52.7自然箱/小时，再次刷新
世界纪录。近年来，自动化码头在我国加快推
广，沿海主要港口专业化码头装卸作业效率、百
米岸线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均为世界领先。

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水上首飞成
功，2.3万标箱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首艘国
产大型邮轮坞内起浮……这 10年，技术创新与
广阔的交通应用场景交汇融合，推动我国交通运
输装备制造水平显著提升。

——运输装备更加绿色低碳。
2021年全年累计销售 352.1万辆，同比增长

1.6倍，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经过10多年发
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有效贯通，产业
发展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在城市公交、出租车和
货运配送领域，新能源汽车使用量超过120万辆。

这10年，我国运输结构不断优化，交通装备
更加“绿意盎然”：5类重点专业化泊位岸电设施
覆盖率达 75%；全国铁路电气化率近 73%，国家
铁路燃油年消耗量降幅达60%；营运柴油货车淘
汰工作有序开展，车辆清洁化水平逐步提升。

坚持交通天下，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2月 28日，随着靠泊天津港集装箱码头的
“金星布莱特”轮开始吊装作业，天津至澳大利亚
首条直航航线正式开通，将两地之间的海运时间
从原先的35天至45天缩短到21天。

海运，承担了我国约 95%的外贸货物运输
量，是“交通天下”的重要力量。这10年，我国港
口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水平持续提升，海运服务
网络不断完善。目前，我国已是全球海运连接度
最高、货物贸易额最大的经济体，水路国际运输
航线往来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20年底，海
运船队运力规模达到 3.14亿载重吨、居世界第
二，国际海运量约占全球海运量的1/3。

辽阔海面上，远洋巨轮穿梭往复；亚欧大陆
上，中欧班列奔驰不息。2016年至2021年，中欧
班列年运输货值由80亿美元提升至749亿美元，
在中欧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约 1%提高到 8%左
右。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通达欧洲
23个国家、180个城市的中欧班列，为保障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今日中国，运输繁忙程度全球领先。目前，我
国铁路旅客周转量及货运量、公路客货运输量及周
转量、水路货运量及周转量等指标均居世界第一，
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0多年居世
界第一，民航运输总周转量、旅客周转量、货邮周转
量均居世界第二，快递业务量稳居世界第一。

内畅外联的发达交通网络，打通了“大动
脉”，畅通了“微循环”，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畅循环，促开放。2021年 12月 3日，历经 5
年建设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至 2022年 4
月3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25.4万人次、发
送货物131万吨，呈现客货运输两旺态势。中巴
经济走廊“两大”公路顺利建成通车，巴基斯坦瓜
达尔港等港口运营良好，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地中
海第一大港地位更加巩固……近年来，“一带一
路”交通互联互通稳步推进，“六廊六路多国多
港”的架构基本形成。

兴产业，惠民生。“快递点直接开到果林边，
脐橙运输越来越方便，销路越来越广。”湖北秭归
县果农周功寿感慨，交通条件的改善让老百姓增
收致富更有底气。如今，秭归县一年有6万吨脐
橙“搭乘”快递销往全国各地。2021年，我国农
村地区收投快递包裹总量370亿件，带动农产品
出村进城和工业品下乡进村超1.85万亿元。

“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将坚持服务大局、
人民至上、开拓创新、生态优先、交通天下，围
绕构建‘全国 123 出行交通圈’‘全球 123 快货
物流圈’，推进出行服务快速化、便捷化，保障
物流供应链稳定畅通，加快实现‘人享其行、物
畅其流’，在新的赶考路上继续考出好成绩。”
李小鹏表示。

交通运输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交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这
10年的交通之变，让我们对“开路先锋”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更真切的体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推动交通事业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一马当先，豪情万丈。
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

飞机翱翔，发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日复一日地
延伸拓展，将都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中国与世
界紧密联结，为经济发展、区域战略实施提供了
有力支撑。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拥
有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

港口群，成为世界上运输最繁忙的国家之一。发
展大动脉更畅通，让14亿多人口携手迈入现代
化底气更足。

敢为人先，激情澎湃。
“复兴号”动车组飞驰神州，C919大型客机

直入云霄，中国路、中国桥、中国港、中国高铁成
为靓丽的“中国名片”……得益于经济实力、科技
实力、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得益于各行各业同
心同德、攻坚克难，一项项工程奇迹接连问世。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我国交通事业锻造了更强
实力，也开启了广阔未来。

以民为先，温情流淌。
为了小康路上不让任何一地因交通而掉队，

大力建设“四好农村路”，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

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村村直接通邮，乡镇快
递网点基本覆盖；为了更好满足城乡百姓出行需
求，加快发展公交地铁，开行公益慢火车、旅游扶
贫专列、农民工务工专列，推动网约车、网络货
运、共享单车等新业态持续健康发展……人民交
通为人民，交通之变不断增强着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为交通运输事
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开路先锋，勇毅向前。《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蓝图已经绘
就，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我国交通事业定将在新
时代新征程上不断书写新篇章。

开路先锋 勇毅向前
刘志强

■潮头观澜

图①：四川眉山市“金通工程”乡村客运站点。 王鹏 摄
图②：港珠澳大桥上的“中国结”造型桥塔。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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