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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万公里，看“铁路上的中国”再跨越
□新华社记者 樊曦 吴涛 丁怡全

2024年9月16日 星期一

14日11点30分，G8491次列车从梅
州西站缓缓开出，向广州东站加速驶
去。车厢里，“遇见梅州、遇见美好”的横
幅随处可见，旅客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从梅州到龙川最快只要半小时左
右，到广州只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太方便
了。”作为龙龙高铁梅龙段的建设者，中
铁十二局梅龙高铁项目部经理李大春见
证了首趟列车的开行和中国铁路16万公
里的突破。

从1949年2.1万公里到1978年5.2万
公里，从 2003 年 7.3 万公里到 2012 年 9.8
万公里，再到2024年突破16万公里，中国
铁路“跑”出发展“加速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铁路建设投
资持续加大，铁路网特别是高铁网规模
和质量实现重大跃升——

2012 年以来累计建成投产铁路 6.6
万公里，其中高铁3.8万公里，铁路、高铁
营业里程分别增长64.2%、392.2%；

复兴号常态化按时速350公里运营，
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实现高铁时速 350
公里商业运营的国家；

……
广袤的神州大地上，一张世界上最

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正在
快速延展。目前，我国“八纵八横”高铁
主通道建成运营规模达80%，京沪、京哈
—京港澳、青银、陆桥、沪昆、广昆等通道
顺利贯通。

看东南沿海，沪宁沿江高铁助力长
三角一体化加速发展，广汕高铁为粤港
澳大湾区打造“新引擎”；望西部腹地，贵
南高铁串起30多个民族地区，丽香铁路
点燃沿线旅游经济……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铁路覆盖全国
99%的 20 万人口以上城市，新时代以来
共有 145 个县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
铁覆盖全国 96%的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
全国 19 个主要城市群均已实现高铁联
通。

“我国铁路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已居
世界前列，具备了向更高水平现代化迈
进的基础和条件。”国铁集团党组书记、
董事长刘振芳表示，经过“十四五”努力，
到2025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6.5
万公里，其中高铁5万公里左右。

翻山越岭 跨越江河，创新驱动世界领先

秋日里，京张高铁线上，一列“复兴
号”智能动车组呼啸而去。

这列世界领先的列车从八达岭长城
脚下穿过，与100多年前京张铁路并肩前
行，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高铁飞驰的背后，是中国创新力的
快速提升。依靠自主创新，中国高铁基
础设施和移动装备水平不断提升，一步
一个台阶，经历了时速 200 公里、250 公
里、300公里、350公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自主创新
的一个成功范例就是高铁，从无到有，从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
在已经领跑世界。

国铁集团科技和信息化部网信安全
总监刘大为介绍，目前，中国铁路总体技
术水平迈入世界先进行列，高速、高原、
高寒、重载铁路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智能高铁技术全面实现自主化，高铁技
术树起国际标杆。

今年6月24日，“复兴号高速列车”项
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一列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动车组，
零部件超4万个，其采用的254项重要标
准中，中国标准占84%，整体设计和关键
技术全部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
伴随京广高铁武广段复兴号动车组

列车按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中国高铁
安全标准示范线建设刻下新的里程碑。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京沪高铁、京津城
际、京张高铁、成渝高铁、京广高铁等线
路建成时速350公里安全标准示范线。

继往开来，中国高铁又瞄准了更高
的目标。

刘大为表示，由国铁集团牵头实施
的 CR450 科技创新工程目前正全面推
进，该工程主要包括 CR450 动车组和时
速400公里高铁线路、桥梁、隧道等基础
设施技术创新。

走进中车长客股份公司国铁制造中
心装配产线，记者看到，CR450项目样车
生产正在有序推进，预计年内可完成整
列车生产和调试。

“CR450 动车组的研制是在 2017 年
下线的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CR400的
基础上又一次技术突破，未来列车运行
时速将从350公里提升到400公里。”中车
长 客 股 份 公 司 资 深 专 家 王 雷 表 示 ，
CR450 动车组列车在时速提高的同时，
噪音和能耗等环保指标都不超过CR400
复兴号列车。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14日，龙岩至龙川高铁
梅州西至龙川西段（龙龙高铁梅龙段）正式开通运营。
至此，中国铁路营业总里程突破16万公里，其中高铁
营业里程超4.6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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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路网规模、质量和现代化水平
显著提升，建成并运营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先
进铁路网。

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为此点赞：“高铁是我国装备
制造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复兴号高速列车迈出从追赶
到领跑的关键一步”“高铁技术树起国际标杆”。

连点成线、织线成网，万里铁道线上，一列列动车
组穿梭江南水乡，跨越西北山川，驰骋东北雪原，奋力
描绘着新时代交通强国的图景。 通江达海 联动城乡，

高铁重构经济发展版图

随着龙龙高铁梅龙段开
通，梅州、龙川等革命老区迎来
发展新篇章。

“新高铁线的开通将梅州、
龙州等地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旅
程缩短到两小时之内，这将大
大促进区域间的生产要素流
通，为广东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上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带来助
力。”梅州市委书记马正勇表
示。

经济社会发展，交通运输
先行。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
铁路让越来越多地区之间缩短
时空距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

在西北，满载货物的中欧
（中亚）班列经阿拉山口铁路口
岸出境，一路向西。今年以来，
阿拉山口铁路口岸累计通行中
欧（中亚）班列突破4万列，为服
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保
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畅通
注入新动能；

在西南，由青藏铁路、拉日
铁路、拉林铁路构成的西藏铁
路“Y”形主骨架，成为雪域高原
上亮丽的“天路”风景线，带动
沿线人民创收增收，过上更美
好的生活；

在华东，高铁最密集的长
三角地区，基本形成了0.5小时
至3小时城际交通圈，促进同城
化效应不断扩大，为推动长三
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世界级
城市群建设等作出了贡献。

2021 年 7 月，青藏高原。
习近平总书记实地察看拉林铁
路沿线建设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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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8 月 30 日，川青铁路
镇江关至黄胜关段通车，从成
都东站抵达黄龙九寨站最快只
需1小时3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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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青铁路串联起三星堆、
九寨沟等著名景区，是一条黄
金旅游线。”阿坝州发改委主任
陈敬一表示，铁路的开通也助
力川西北地区将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牦牛肉、高原果
蔬等特色农产品如今通过铁路
运往全国各地，促进了沿线地
区发展和乡村振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
运输研究所交通运输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樊桦表示，随着我国
铁路特别是高铁网进一步完
善，各地人流、物流、商流、信息
流、资金流等要素资源将加速
流动和汇聚，对缩短城市与城
市之间的距离，助力区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展望未来，中国铁路版图
还将延伸。新征程上，以“八纵
八横”高铁网为代表的中国铁
路将续写新的辉煌，一个充满
繁荣发展活力的“流动中国”正
在奔腾向前。

横贯东西 纵连南北，现代化铁路“倍速”前行

盐城市防空警报试鸣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江苏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办法》的有关规定，按照
全省统一部署，决定于 2024
年 9 月 18 日上午 10∶00 至
10∶19 组织全市防空警报集
中试鸣。防空警报试鸣程序
和时长如下：

10∶00，鸣放预先警报。
鸣36秒、停24秒，3遍为一个
周期，持续3分钟。

10∶08，鸣放空袭警报。
鸣 6 秒、停 6 秒，15 遍为一个
周期，持续3分钟。

10∶16，鸣放解除警报。
连续长鸣3分钟。

防空警报试鸣期间，请
广大市民保持正常的工作和
生活秩序。

特此公告。

盐城市人民政府
2024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