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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5日
电 9月25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向全球可持续交通高
峰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建设安
全、便捷、高效、绿色、

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
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
现“人享其行、物畅其
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
措。中国正在加快建设交

通强国，将继续坚持与世
界相交、与时代相通，致
力于推动全球交通合作，
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新
机遇。中国愿同世界各国
一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

理念，让可持续交通发展
成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
民，为落实全球发展倡
议、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

贡献。
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

论坛主题为“可持续交
通：携手合作助力全球发
展”，由交通运输部主办，
25日在北京开幕。

建设安全、便捷、高
效、绿色、经济、包容、韧
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
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
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
措。

9月25日，全球可持续
交通高峰论坛在北京盛大开
幕。全球各界交通人士汇聚
于此，共商交通可持续发展
大计，为未来全球可持续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强基固本
共享交通发展成果

9月14日，随着一列试
验列车从成都东站缓缓开
出，川青铁路青白江至镇江
关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这
条铁路正式开通后，将彻底
改变川西北地区没有铁路的
历史。

从墨脱公路正式通车让
我国实现公路“县县通”，
到“爱达·魔都号”邮轮完
工试航“解锁”国产大型邮
轮制造技术；从C919一飞
冲天推动国产大飞机规模化
发展，到中老铁路打通冷链
国际运输大通道……如今的
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
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
界级港口群，航空航海通达
全球。

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的
过程中，安全、便捷的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必不可少。截
至2022年底，全国高速铁
路运营总里程超过 4 万公
里，高速公路覆盖 98%的
20万以上人口城市，港口
万吨级及以上泊位达2751
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达9554公里，全国颁证运
输机场达254个。

可持续交通在解决发展
不平衡问题中具有关键作
用。

8月31日，暑运落下帷
幕。西藏拉萨贡嘎机场暑运

期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
122.9万人次，同比增长56
万人次，增幅为83.8%。

我国航空服务已覆盖
83%的脱贫地区人口；公路
交通运输网络延伸到每一个
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国
204个县跨入高铁时代……

交通通达，山乡巨变。
青藏高原、大别山区、云贵
高原、大兴安岭等曾经山高
路远、闭塞落后的地区，如
今因交通通达而焕发生机与
活力。

创新引领
共建绿色低碳世界

德国慕尼黑车展上，比
亚迪、零跑、小鹏等众多中
国品牌集中亮相，占据展区

“C位”。
2012年，我国新能源

车销量为 1.3 万辆；2022
年，这一数字达到了688.7
万辆。锂电池、固态电池等

新型电池和自动驾驶等技
术，持续传递中国交通领域
的可持续发展声音。

建设可持续交通体系，
高效、绿色是题中应有之
义。

2019年11月28日，山
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
二期投产运营，以自主研发
氢燃料电池组为动力，在减
轻设备自重的同时降低了设
备机构复杂度、设备维保量
和维修费用。

2020年 4月 11日，靠
泊在江苏苏州港太仓协鑫电
厂码头 2 号泊位的“神华
523”轮完成 6.6 千伏高压
岸电连船送电作业，成为长
江港口完成高压岸电连船送
电的首艘船舶。

推动构建可持续交通体
系的过程中，我国也在努力
将绿色发展理念传播到世界
各地。

淡布隆跨海大桥作为中
资建筑企业在文莱承建的最
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过程

中需穿越文莱热带雨林。中
国团队在施工过程中，桩基
及架梁等作业全部在“不落
地移动式钢平台”上完成，
不破坏雨林植被，实现绿色
智能高效建造。

“随着各国加速落地
‘双碳’愿景规划，对绿色
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加，
可持续交通发展成果将更好
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
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汪建平说。

交通天下
开放合作利惠全球

9月22日，新疆乌鲁木
齐多式联运中心，数辆大货
车沿着中蒙俄沿亚洲公路网
4号线（AH4）国际道路奔
赴远方。

“这是继 AH3 号线路
后，开通的第二条连接中蒙
俄三国的国际道路运输通
道，将为打造中蒙俄经济走

廊发挥重要示范引领作
用。”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
司副司长宣登殿说。

目前，我国已经与 21
个国家开展了国际道路运输
合作，我国已有68个口岸
已开通国际道路运输业务。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实
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我国始终致力于做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
者。

7月2日，一列满载汽
车配件的火车从泰国罗勇出
发，一路向北直抵四川成
都，途经哈萨克斯坦等国家
后到达匈牙利。这是首趟以

“中老铁路+中欧班列”模
式运输过境的货物列车，意
味着中老铁路与中欧班列实
现衔接。

数据显示，中老铁路累
计发送旅客超 1900 万人
次、货物2300多万吨；中
欧班列累计开行7.7 万列，
运送货物731万标箱，货值
超3400亿美元。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
的重点项目，以中欧班列、
中老铁路等为代表的项目工
程，已成为我国可持续交通
开放合作、联通世界的“金
字招牌”。

2022年10月14日，中
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
识中心成立。发展一年以
来，中心深入贯彻“与世界
相交、与时代相通”的发展
理念，深入推进国际可持续
交通合作。如今，全球可持
续交通高峰论坛让全世界的
目光再次汇聚中国。

建设安全、便捷、高
效、绿色、经济、包容、韧
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努力
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
流”的美好愿景，必将让可
持续交通发展之路越走越坚
实、国际合作共赢发展之路
越走越宽广。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经济参考报》9月25日刊发文
章《重磅会议接连部署新型工
业化加快推进》。文章称，全国
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9月22日
至23日在京召开，会议就加快
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多项部
署。此前，9月20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加快推进
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明确深
刻分析把握国内外形势变化和
我国新型工业化的阶段性特
征，扎实做好各项重点工作，
全面提高工业发展质量、效益
和国际竞争力。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
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工业是
综合国力的根基、经济增长的
主引擎、技术创新的主战场。
当前我国新型工业化面临新的
形势，系列部署将进一步推动
产业体系优化升级，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夯

实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基础，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提供有力支撑。

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我
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突破40万亿
元大关，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
居世界首位。今年8月，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
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加快，绿色转型对工业生产带
动增强。

“工业发展质量决定了国家
现代化的速度、效率和水平。”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规划研究所所长程楠认为，当
前我国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又
面临日趋复杂严峻的国际形
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
加，需要坚定不移把制造业和
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加快
推进新型工业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
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杨光普
表示，工业不仅在稳定宏观经
济大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也
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随着我
国发展方式持续转变，创新驱
动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要顺应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趋势，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为构建大国竞争优势、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
大物质基础。

根据相关部署，要坚持推
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培育壮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两手抓，加
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协同推进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着
力补齐短板、拉长长板、锻造
新板。

“制造强国建设要与数字经
济发展有机融合，形成倍增、
叠加效应。”北京交通大学中国
高端制造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朱明皓认为，要积极运用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
技术，加快智能制造工厂建
设，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充分释放数据要素
价值，支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
研发，形成更先进的生产能力
和更高效的组织体系。

程楠表示，推进新型工业
化，要在“创新”牵引、“结
构”优化、“数字”赋能、“绿
色”转型、“融合”发展上下大
功夫。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先进制
造业，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通过应用牵引加速产品迭
代升级，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新
引擎。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着力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兴产
业实现快速发展。工信部有关
负责人表示，将加紧增强发展
动能。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

程，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系统推进5G、智能网联汽车、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开辟
新领域新赛道，培育一批增长
新引擎，打造竞争新优势。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全
面提升企业竞争力发挥着重要
作用。目前，遍布全国的9.8万
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5个
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持续
推动着工业经济稳增长、提质
量、优结构。

相关部署明确，要坚持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各类
企业优势互补、竞相发展，发
挥全国统一大市场支撑作用，
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引导产业合
理布局，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不断增强推进新
型工业化的动力与活力。

“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全国
一盘棋，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全

国统一大市场为支撑，支持大
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扩大外资
开放，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活
力，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提供物质技术服
务。”朱明皓说。

程楠表示，推进新型工业
化，完整的产业体系和高效的
配套能力是我国制造业的重要
竞争优势。未来的产业布局，
要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形成
地区产业高端化、差异化发
展，不断增强特色优势产业的
市场竞争力和本地根植性。同
时，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提
升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
平，推动产业跨区域转移和生
产要素双向流动，通过深化产
业分工，形成产业错位发展，
促进跨区域产业协同，推动产
业整体实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
高。

广汕高铁开通运营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记者25日从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建宁
波至广州高铁广州至汕尾段（广汕高铁）于
26日开通运营，汕尾站至广州东站、深圳
北站最快分别73分钟、70分钟可达，汕尾
融入广深地区“一小时”交通圈。

广汕高铁正线全长200公里，设计时速
350公里，全线设新塘、增城、罗浮山、博
罗、惠州南、惠东、深汕、汕尾等8座车
站。据广汕高铁设计单位中国铁建铁四院设
计负责人江黎明介绍，广汕高铁穿越沿海高
盐高湿区域，地质环境复杂，建设施工难度
较大。全线共建成迎牌山隧道等 53座隧
道，架设增城增江铁路大桥等121座桥梁，
桥隧比达到86.6%。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公司广州工程建设
指挥部党委书记郭飞表示，作为“八纵八
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汕高铁与规划的宁波至温州至福州高铁、
即将开通的福州至厦门高铁、正在开展前期
工作的漳州至汕头高铁、预计年内开通的汕
头至汕尾高铁，将组成新的更高标准的宁波
至广州高铁通道。广汕高铁开通运营，为粤
东革命老区增添了一条快速客运通道，极大
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助力老区加快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向全球可持续交通
高峰论坛致贺信

一通惠天下 万里尚为邻
——我国可持续交通为全球交通发展注入新活力

重磅会议接连部署 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

9月12日，在山东港口烟台港汽车码头，大批出口商品车等待装船发运。/新华社发

（上接A1版）
习近平强调，浙江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上积极探索。要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赓续历史文脉，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发展反映
时代要求、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文化，发展中
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广
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书香社会
建设。运用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世界互联
网大会等窗口加强文化交流传播，不断提升
中国文化感染力和中华文明影响力。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树立正确政绩观，
坚持立足实际、科学决策，坚持着眼长远、打
牢基础，坚持干在实处、务求实效，防止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
炼，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保护机制，激发干
部干事创业活力，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
关系。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第二批主题教育
的组织领导和工作指导，把握不同层级、不同
领域、不同对象的特点，结合实际，分类指导，
上下联动抓整改，让群众看到实效。

9月24日下午，在返京途中，习近平在
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翔陪同下来到
枣庄市考察。枣庄是我国石榴集中连片种植
面积最大、品种最多、产业链最完整的地区
之一。习近平来到位于峄城区的冠世榴园石
榴种质资源库，察看石榴树种，了解当地石
榴种植历史、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产业发展
情况，并来到石榴种植园中向老乡们询问今
年石榴种植、收获和收入情况。得知当地大
力发展石榴深加工和石榴盆栽培育有力带动
了农民增收，习近平很高兴。他指出，人们
生活水平在提高，优质特产市场需求在增
长，石榴产业有发展潜力。要做好品牌、提
升品质，延长产业链，增强产业市场竞争力
和综合效益，带动更多乡亲共同致富。祝乡
亲们生活像石榴果一样红红火火。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
蔡奇陪同考察。

李干杰、何立峰、王小洪及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分别参加上述有
关活动，主题教育中央第五巡回指导组负责
同志参加汇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