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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印 发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在全国交通运输行业引发热
烈反响。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结合实际，就学习贯彻《纲要》、推进
交通强国建设，畅谈落实思路。

创新突破
提供智力支撑和技术保障

《纲要》提出，要强化前沿关键科
技研发，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完善科
技创新机制，培育高水平交通科技人
才，打造素质优良的交通劳动者大
军，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交通科技创新
体系，实现交通关键装备先进安全，
人才队伍精良。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院长石
宝林表示，部科学研究院将按照建设

“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交
通强国的总要求，坚持走创新驱动、
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着力开展交通运
输领域基础性、前瞻性、公益性研究，
加强交通运输发展理论、重大战略政
策研究，强化交通运输关键共性技
术、前沿引领技术等核心技术攻关，
打造高质量的政策研究体系、科技创
新体系、研产协同体系、人才队伍体
系、科研条件体系，为交通强国建设
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与科技保障。

“我们将按照《纲要》的总体要
求，以交通强国建设为主战场，发挥
自身‘天星地网’通信信息化资源优
势，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重要的通信
信息化支撑。”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
心党委书记徐鹏展介绍，该中心将打
造交通运输行业北斗应用发展中心、
行业大数据服务中心、多式联运公共
信息平台、国家物流信息平台和智慧
交通网络系统等，主动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实施，全力推进人民满意交通建
设，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强国
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
究院院长张华勤表示，将重点实施“科
研领先、高端人才、产业壮大”三大工
程，着力做好水运交通科学的前沿跟
踪、基础研发、关键技术攻关工作，强
化深远海工程建设科技保障，加强港
口、海岸和湾区生态保护与修复、水运
工程防灾减灾等技术研发，加快实施

“港航传统专业+”安全、绿色、信息化
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
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水
运基础设施建、管、养、用中的应用，为
交通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智慧。

完善布局
打造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纲要》提出，建设现代化高质量
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构建便捷顺畅的

城市（群）交通网，形成广覆盖的农村
交通基础设施网，构筑多层级、一体
化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到 2035 年，
基本形成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江苏地处“一带一路”交汇点、长
江经济带龙头地带、长三角核心区，
各种运输方式齐全，是名副其实的交
通大省，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总体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江苏省交通运
输厅厅长陆永泉表示，将认真贯彻落
实《纲要》的总体部署，加快完善八大
体系，全力打造交通强国十大江苏样
板，高质量建设交通强国建设先行
区，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江苏智慧、
提供江苏方案。

重庆市交通局局长许仁安表示，
当前，重庆正以城市提升交通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为主抓手，加快构建现代
综合交通体系，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今后，重庆将更
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
全局，扎实做好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编
制实施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和铁公水
空等专项规划，努力以交通优势提升
区位优势、彰显战略优势，助推重庆在
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汪洋表
示，四川将围绕“加强东向、突出南
向、提升北向、拓展西向、强化空中”
这一战略方针，加快构建以“四向八
廊五枢纽”为主骨架的现代综合立体
交通体系，着力推动基础设施联网优
化，着力推动运输服务提质升级。

绿色发展
谱写交通强国水运新篇

《纲要》提出，打造绿色高效的现
代物流系统，强化节能减排和污染防
治，强化交通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到
2035 年，货物多式联运高效经济，智
能、平安、绿色、共享交通发展水平明
显提高。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
长唐冠军表示，建设交通强国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战略决策，《纲要》为新时代长江航
运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长江黄
金水道作为连接我国东中西部的水
运大通道，在构建安全、便捷、高效、
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具
有基础性、先导性的地位。长江航务
管理局将对标对表《纲要》部署，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科学发展、有序
发展、高质量发展，制定方案，强化责
任，把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成为交通通
道、经济廊道、旅游航道，把长江航运
打造成为交通强国建设先行区、内河
水运绿色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
样板区，为推动交通强国建设、推动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
撑和有力保障。

重庆市港航管理局局长汪伯涛表
示，该局将科学编制航运发展新规
划，引领重庆水运高质量发展；大力
推进港口、航道重点项目建设，不断
优化航运转型升级；扎实推进安全专
项整治，确保全市水运安全形势平

稳；注重绿色发展，着力保护水上生
态环境。把推进交通强国建设落实到
加快建成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推动重
庆水运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中。

交 通 运 输 部 珠 江 航 务 管 理 局
局长王建华表示，该局将坚持生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 ，加 快 落 实《推 进
珠 江 水 运 绿 色 发 展 行 动 方 案
（2018-2020 年）》各项任务，完善珠
江水运绿色发展规划、推进生态航
道和绿色港口建设、加强船舶污染
防 治、优 化 水 路 运 输 组 织、提 升 绿
色水运管理能力，全力打造好珠江
生态走廊。

开放合作
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纲要》提出构建互联互通、面向
全球的交通网络，加大对外开放力
度，深化交通国际合作。到 2035 年，
交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人民满意、
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交
通安全水平、治理能力、文明程度、国
际竞争力及影响力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2019 年，广西公路水路投资额将
达到 1003 亿元，是西部省份中第 4 个
达千亿投资的成员。广西壮族自治
区交通运输厅厅长陈鸿起表示，广西
将紧跟国家发展战略，紧抓中国（广
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发展机
遇，加快推进南宁至玉林城际铁路及
贵港至隆安高速公路等重大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优先规划建设连接粤港
澳大湾区的高快速骨干交通体系，构
建“南向、北联、东融、西合”全方位
开放发展新格局，不断助力广西经济
社会大发展。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李静表
示，广东交通运输系统将紧紧抓住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深圳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重大历
史机遇，加快深中通道等重点项目建
设，打造内通外联、高效便捷的粤港
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天津市毗邻首都北京和雄安新
区，连接东北亚与中西亚，是“一带”
与“一路”的交汇点。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赋予了天津交通北方国际航运
核心区和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定
位，全方位、立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基本建成。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主任王魁臣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对照交通强国更高更远的发展目
标，必须放眼世界、胸怀全局，坚持面
向全球、面向区域、面向城市、面向乡
村、面向未来，打造一流智慧绿色港
口、“轨道上的京津冀”、文明绿色城
市交通、美丽畅通乡村路，推动天津
和区域交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世
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和城市群建设。

（全 媒 记 者 陈 俊 杰 龙 巍 杨 柳
周佳玲 特约记者 王取发 通讯员 苏
交 刘 俊 涛 林 健 芳 林 楚 忠 赵 小 雪
周显仁）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建设交
通强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着眼全局、面向未来作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交通行业发
展的重大机遇，是新时代做好交
通工作的总抓手。我们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抓住机遇、奋发有
为，敢于担当、众志成城，为建设
交通强国而努力奋斗!

建设交通强国，我们一定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交通运输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把握
交通先行官定位，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打造一流设施、一流
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构建安
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
化综合交通体系等。这些都为建
设交通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长期坚持。

建设交通强国，我们一定要以
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为
总目标。目标是前进的方向。交
通强国的战略目标，既要对标国
际，更要立足国情，建设人民满意、
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
具体而言，从 2021 年到本世纪中
叶，分两个阶段推进交通强国建

设 ：到 2035 年 ，基 本 建 成 交 通 强
国，进入世界交通强国行列，实现
人便其行、货畅其流;到本世纪中
叶，全面建成交通强国，进入世界
交通强国前列，实现人享其行，物
优其流。

建 设 交 通 强 国 ，我 们 一 定 要
以打造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
管理、一流服务为重点。明确战
略 重 点 ，才 能 集 聚 资 源 、精 准 发
力、实现目标。要着力实现基础
设施布局完善、立体互联，交通装
备先进适用、完备可控，运输服务
便捷舒适、经济高效，科技创新富
有活力、智慧引领，安全保障完善
可靠、反应快速，绿色发展节约集
约 、低 碳 环 保 ，开 放 合 作 面 向 全
球 、互 利 共 赢 ，人 才 队 伍 精 良 专
业、创新奉献，完善治理体系，提
升治理能力。

建设交通强国，我们一定要以
强有力的组织、资金、政策措施为
保障。建设交通强国，根本是要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建立统筹协调的
交通强国建设实施工作机制，重点
是要加强资金保障，完善政府主
导、分级负责、多元筹资、风险可控
的资金保障和运行管理体制，关键
是要加强实施管理，促进政策协
同，鼓励试点先行。

蓝 图 已 经 绘 就 ，目 标 催 人 奋
进，奋斗正当时。建设交通强国，
我 们 一 定 要 始 终 牢 记 初 心 和 使
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接力相
传 、久 久 为 功 ，早 日 建 成 人 民 满
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
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当好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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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9 日上午，在枝城长
江大桥通航水域，风和日丽，万里无
云，阳光照射在平静的江面上，泛起
一层层金色的光芒。远处，一艘艘满
载货物的船舶有序地驶来，似乎在迎
接这条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传统航路
即将发生的重大变革。

“我宣布，枝城长江大桥水域航路
调整正式实施。”长江海事局副局长李
江嘹亮的声音划破长空，宜昌海事局
枝城大桥执法大队海巡艇“1203”随即
发动，开启了这片水域航路优化调整
后的首航仪式。至此，宜昌海事局历
时三年多的枝城长江大桥航路调整课
题研究终于“修成正果”。

航路优化 刻不容缓

枝城长江大桥通航水域（长江中

游 564.5km—575km）共长 10.5公里，其
中就包括了洋溪、枝城、魏家河 3 个横
驶区，平均每 3.5 公里 1 个横驶区。该
水域以枝城长江大桥为中心，上下游
码头、横驶区、停泊区密布，通航环境
极为复杂。

“近 6 年来的事故统计表明，枝城
长江大桥通航水域受航路复杂，礁石
碍航等因素影响而引发的事故，占该
水域发生事故总数的 81.3%，船舶通
行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宜昌海事
局局长汪吉发表示。

据了解，按优化前的航线，枝城长
江大桥机动船上行通航桥孔为 8 号
孔，下行通航桥孔为 6 号孔，洋溪横驶
区以下和枝城横驶区以上，船舶各自
靠右航行，而船舶在通过枝城长江大
桥时各自靠左航行，船舶过桥前后两
次交叉航路，增加了上下行船舶在横

驶区内会遇的几率，稍有不甚，船舶
就容易发生碰撞、碰擦事故。枝城长
江大桥上游 500 米处右岸还有一处石
牌礁，礁石浮标正对大桥 8 号孔正中，
上行船舶过桥后需要立即大角度转向
避开礁石区，然后再重新调整航向，
操作复杂度高。

宜昌宜都海事处处长查朝阳告诉
记者，“有些船对这里航路不熟悉，就
容易误入礁石区触礁。另外，上行船
在过 8 号孔后大角度向右操舵避让礁
石时，船员因操作经验不足，操船时机
选择不合适可能造成与桥梁碰撞。”

记者了解到，枝城长江大桥下游 2
公里处右岸是石鼓南停泊区，由于石
鼓南停泊区并无明确的边界标志，船
舶超宽锚泊或进出停泊区会挤占航
路，造成船舶避让困难，也容易引发
碰撞事故。 （下转第 4 版）

航路优化保民生 为交通强国建设蓄势发力
——宜昌海事局完成枝城长江大桥航路优化调整

□ 全媒记者 丁文 通讯员 裴祥豪 朱澄澄

实干逐梦实干逐梦——

交通强国新征程交通强国新征程

学习与实践学习与实践——

交通强国新征程交通强国新征程凝心聚力共建交通强国

今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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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深学笃行 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长江海事局开展主题教育取得明显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