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眸 2017，中国铁路成绩几何？展望

2018和更远的未来，中国铁路又将如何续

写“火车上的故事”？2日，中国铁路总公司

在京召开 2018年工作会议。现在，就让我

们来点击铁路发展“关键词”，一起述说铁

路。

速度

说起速度，大家都知道，2017年 9月 21
日，“复兴号”以 350 公里的时速在京沪线

上正式开跑，树立了世界高铁商业运营的

新标杆。

这样的“快”不仅体现在时速上，也体

现在高铁的建设上。来自中铁总的统计显

示，2013 年至 2017 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 3.9 万亿元，新增铁路营业里程

2.94万公里，其中高铁 1.57万公里，是历史

上铁路投资最集中、强度最大的时期。到

2017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2.7 万

公里，其中高铁 2.5 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

量的 66.3%。

中铁总总经理陆东福表示，铁路今后

还要继续“速度前进”。按照规划，2018年，

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安排 7320亿元，其

中国家铁路 7020 亿元，投产新线 4000 公

里，其中高铁 3500公里。

创新

高铁是重大高端装备的代表，其技术

含量不容小觑。如何持续保持中国高铁的

“世界霸主”地位，答案就是不断创新。

据了解，在时速 350 公里“复兴号”上

线运营后，时速 350 公里长编组、时速 250
公里、时速 160 公里系列化中国标准动车

组研制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之中。陆东福表

示，近年来，高铁自主化列控系统、智能牵

引供电系统、高铁地震预警系统等功能不

断优化，设备监测检测、故障预警技术和应

急救援能力显著提升。

“到 2020 年，动车组保有量达到 3800
标准组左右，其中‘复兴号’动车 900 组以

上。”他表示，铁路部门还将深入开展混合

动力动车组和机车、高原内燃机车、高铁综

合巡检车及维修作业车等设备的研制工

作；加强基础设施和移动装备检测监测技

术研究，深化高铁故障预测及服役期健康

管理、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技术攻关，提升

高铁安全保障能力。

服务

出行在外，“获得感”很重要。

2017 年 以 来 ，铁 路 部 门 相 继 推 出 互

联网订餐、动车组选座、智能验票进站、

中转接续换乘、常旅客服务、大站智能导

航等便民利民措施，让乘客有了更多获

得感。

以中转接续换乘服务为例，旅客通过

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购票，当遇到出发

地和目的地之间的列车无票或没有直接到

达的列车时，可选择“接续换乘”功能，售票

系统将向旅客展示途中换乘一次的部分列

车余票情况，如果旅客选择购买，可以一次

完成两段行程车票的支付。

客货运业务也都更加“信息化”。目前

网上办理货运业务比例超过 70%，互联网

售票比例达到 70%，人们彻夜排队购买火

车票的情景已大大减少。

陆东福表示，今后，铁路部门还将进一

步拓展互联网售票系统功能，探索提供预

约订票服务，推行电子客票，推动客票销售

进农村乡镇；推进常旅客体系建设，增加接

续便捷换乘车站数量，延伸售票窗口服务

功能，打造铁路客运特色服务；落实“厕所

革命”要求，整治站车环境，确保站车卫生

动态达标。

开放

2017 年，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标志性

成果的中欧班列可谓“成绩满满”，共开行

3600列，超过 2011年至 2016年六年开行数

量的总和。

“中铁总与丝路沿线六国铁路部门签

署的合作协议纳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主导成立了中欧班列

国际铁路合作机制和国内运输协调委员

会，推动中欧班列出境换轨三列并两列，

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陆东福

说。

中国铁路在加快“走出去”。印尼雅万

高铁、中老铁路、巴基斯坦拉合尔橙线轻轨

工程等项目扎实推进，匈塞铁路塞尔维亚

境内段、中泰铁路合作项目一期工程开工

建设。

陆东福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发挥中

铁总在企业层面的牵头作用，推动上述项

目实施，同时做好马新高铁投标和莫喀高

铁前期合作相关工作。

未来

2017 年 ，国 家 铁 路 完 成 旅 客 发 送 量

30.39 亿人次、同比增长 9.6%，其中动车组

发送 17.13 亿人次、同比增长 18.7%，占比

56.4%。2018年，国家铁路设了一个“小目

标”：全年完成旅客发送量 32.5 亿人次、货

物发送量 30.2亿吨。

数字在增长，脚步不停歇。陆东福表

示，未来铁路还有大量难题需要攻克，比如

如何探索和把握高铁发展规律，实现高铁

持续安全；如何科学把握铁路建设的时序

和强度，推动铁路建设由规模速度型向质

量效益型转变；如何有效控制铁路负债率，

扩大直接融资，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铁路建

设并分享发展成果等。

前行路上，蓝图已经绘就。陆东福表

示，未来铁路人还将接续奋斗，力争到 2025
年，我国铁路网规模达到 17.5万公里左右，

其中高铁 3.8万公里左右；到 2035年，率先

建成发达完善的现代化铁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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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起点击中国铁路发展“关键词”
□ 新华社记者 樊曦

当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不断见证中国

经济发展速度时，串联城乡的农村公路也

考验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度。

过去 5 年，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 127.5
万公里，约 98.3%的建制村通上了水泥路，

通客车率达到 96.5%以上，这意味着群众

“抬脚踏上水泥路、出门坐上公交车”的梦

想正逐步成为现实。

在成绩面前，偏远极贫之地路难通、车

难行的现状仍不容忽视，这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不得不补齐的短板。同时，如何建

好、管好、护好、运营好这些“毛细血管”，也

需要持之以恒攻坚克难。

路是农村的命脉，路通了，农村
才能振兴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乡村振

兴”和“精准脱贫”成为未来一年经济工作

的重点。交通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领域，

也是脱贫的先决条件。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说了几十年的

话，在广大农村地区依然应验。在吉林省

公主岭市双龙镇，78岁的兴林中心村党委

书记曹发喜欢开着车在村里的水泥路上转

悠。10 多年来，他带领村民修了 42 公里

路，实现了户户通。

“路是农村的命脉，路通了，农村才能

振兴。”曹发回忆，10多年前，路不好村里什

么产业也做不起来，只能在贫困中打转。

如今，平均每 7户就有一台机动车。

“农村公路越修越好，我们当地人的致

富路也越走越宽。”陕西省大荔县范家镇镇

长秦武杰说，以前小轮车换蹦蹦车，倒三四

次才能把鱼交到商贩手里，死鱼率高，卖不

上价。现在村里路修好了，一些“洋水产”

也在黄河边的池塘里安了家。

贵州省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

份，地形复杂，路一直是农村发展最突出、

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如今，“贵州到，

汽车跳”的现象正逐渐改变。

“我们村由于地势偏远从来都是靠山吃

山，你看，现在我们就靠这条路致富了。”贵

州省荔波县拉岜村村主任覃树友站在“果园

公路”边说，路的建成解决了水果销售运输

难题，外地客商可以直接开着大卡车到村里

收购，减少了重复上下车和倒运的环节。

修成一条公路、带动一片产业、致富一

方百姓。近 5 年贵州先后启动实施了“四

在农家·美丽乡村”小康路行动计划、农村

公路建设 3年会战、农村“组组通”公路 3年

大决战，累计投资 883亿元，建设农村公路

10.9万公里。

“以前车进不来、粮卖不出去，咋能不

穷？又哪敢想致富？如今村路通到了家门

口，我们再不为卖粮难、出行难犯愁了！”吉

林省通榆县新兴镇东兴村的兰淑芬大娘坐

在热乎乎的炕上，说出了因交通改善而受

益的千万百姓的心声。

出门就有班车坐，农村版“滴滴
出行”想到哪儿就到哪儿

农村公路通了，但因为客运经营成本

高、效益低，常常出现班车进不去、司机不

愿跑的现象。同时也滋生了正规客车少、

黑车到处转的安全隐患。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

县，尽管 2015 年底就实现了村村通油路，

群众告别了肩挑背驮，但出行依旧不便。

雷山县客运站站长王贵说，由于山高坡陡、

村寨分散，导致客运班线分布不均，出现了

“高峰人找车、平时车找人”等问题。

针对这一痛点，当地研发“通村村”智

慧交通平台，提供电话咨询、汽车购票、公

交查询、班车呼叫、出租车、包车等一系列

服务。“这是一款农村版的‘滴滴出行’，利

用大数据，实现人车信息匹配。”负责运维

的贵州智通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罗永安表示，有路是硬件，还得有软件，不

然就是美中不足的事儿。

为拉近城乡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多县

区开始探索城乡客运公交一体化改革。通

过专项补贴等手段，让农村群众享受到和

城市公交一样的公共交通惠民服务。交通

运输部提出要创新农村客运运营组织模

式，到 2020年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

村通客车比例达到 100%。在吉林，建制村

都实现通客车外，屯屯通客车率也达到

85.5%。

“公交通了，我们可以直接把菜运到城

区，一斤最少多赚 0.1 元，一年下来也有好

几千元。”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柳陂镇吴家沟

村种菜大户肖波说，以往到市区都是坐班

车、摩托、黑“面的”，价格贵不说，菜也经常

被压价；新开的公交不仅舒适安全，价格也

降了一多半。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今年是当地交

通建设史上农村公路投资额最大、建设里

程最多的一年。全区新增通客车建制村

（连队）132 个，通车率 97.7%，达到 10601
个。阜康市滋泥泉子镇街西村村民周天芹

说，如今，出门就有班车坐，想到哪儿就到

哪儿，外出非常方便。

小康路上不让任何一个乡村因
交通而掉队

道路改变命运，未来从脚下开始。日

前举行的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提出：“最

后一公里”将在 2020 年全部打通。其中，

2018年将新改建农村公路 20万公里，新增

通硬化路建制村 5000个，新增通客车建制

村 5000 个。尤其以西藏、四省藏区、新疆

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

肃临夏州等“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为

重点。

“交通扶贫脱贫攻坚不断深化，极大改

善了贫困地区路网结构，有效解决了群众

‘出行难’问题，支撑了当地特色产业发展，

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改变了贫困地

区整体发展面貌。”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戴东

昌说。

不过，受制于地理条件及经济发展水

平，西南地区诸省的交通普遍落后于中东

部地区。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

长胡晓登指出，根据木桶原理，如果区域内

各方的“短板”不尽量补齐，各方优势和综

合交通的效益也难以发挥。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贵州，特殊的地

质地貌决定了农村公路建设的艰巨性和复

杂性。贵州省公路局局长张胤说，修路不

会止步，下一步将投资 388 亿元，修建 9.7
万公里通组路，2019年底将实现 30户以上

村民组“组组通”硬化路。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王秉清表示，

将进一步推进农村公路“组组通”建设，充

分发挥农村公路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作用，助力产业扶

贫上台阶、黔货出山见成效、美丽乡村上档

次。

“有一位老乡还未走出泥泞，交通人就

不能安之若素！扶贫攻坚，就是要把有限

的资源瞄准最贫困的乡村、最困难的群体、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实行‘精准滴灌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王振

才说，2018年，将建设贫困地区通屯硬化路

3000公里，基本达成“小康路上不让任何一

个地方因交通而掉队”。

抬脚踏上水泥路 出门坐上公交车
——我国竭力破除农村交通“最后一公里”瓶颈

□ 新华社记者 向定杰 刘硕 张斌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忠诚镇郊外的乡村公路。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