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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记者 樊曦）辞
旧迎新，时光列车飞驰而来。回望2023年，中国
铁路取得了哪些发展成果？展望2024年，中国
铁路又将瞄准哪些新目标？
　　9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召开工作
会议。聚焦铁路建设进展、客货运输、科技创新
三大亮点，中国铁路书写新的发展篇章。

建设进展

　　2023年———
　　国铁集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构建现代化
基础设施体系的决策部署，优质高效推进铁路
建设，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645亿元、同
比增长7.5%；投产新线3637公里，其中高铁2776
公里，圆满完成了年度铁路建设任务。
　　“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102项重大工程
中的铁路项目有序推进，铁路建设投资拉动作
用显著。聚焦“打基础、利长远、补短板、调结
构”，实施24个联网、补网、强链项目；丽江至香
格里拉铁路、贵阳至南宁高铁等34个项目建成
投产，广州白云站、南昌东站等102座客站高质
量投入运营；重庆至万州高铁、成渝中线高铁等
112个在建项目有序推进；潍坊至宿迁高铁、邵
阳至永州高铁、黄桶至百色铁路等9个大中型基
建项目开工建设；建成铁路专用线92条、物流基
地10个。
　　截至2023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9
万公里，其中高铁4.5万公里。
　　2024年———
　　国铁集团将全面完成国家铁路投资任务，
高质量推进国家重点工程，投产新线1000公里

以上。
　　铁路部门将以“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
102项重大工程中的铁路项目为重点，加大出疆
入藏、沿边铁路等国家战略通道项目实施力度，
积极推进沿江沿海高铁、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
点项目建设，高质量建成投产上海至苏州至湖
州高铁、杭州至义乌至温州高铁等工程，确保完
成年度投资投产任务和实物工作量。

客货运输

　　2023年———
　　客运方面，国铁集团充分发挥高铁成网运
营优势，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加大高峰时段客运
能力供给，全年国家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36.8亿
人次，高峰日发送旅客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发
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全年和高峰日旅客发
送量均创历史新高。
　　货运方面，国铁集团全力保障电煤、粮食、
化肥等重点物资运输，加大集疏港运输和“公转
铁”力度，积极推进铁水多式联运、物流总包开
发，试点推出高铁快运整列批量运输，不断提升
货运服务质量。适应货运市场形势变化，灵活
实施市场化运价，加强跨区域营销协调，尽最大
努力增运上量。全年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
39.1亿吨，再创历史新高。
　　2024年———
　　国家铁路计划完成旅客发送量38.55亿人
次，同比增长4.7%。铁路部门将按照创新供给、
带动需求的思路，开展客运产品谱系化设计，完
善优化客运产品供给体系；巩固扩大优势动车
组产品，增开夕发朝至旅客列车，增加县城站客

车停靠，大力开发县城站客流；推进旅游列车市
场化经营，灵活实施高铁票价市场化机制，促进
客流增长，助力发展旅游经济，带动发展银发
经济。
　　国家铁路计划完成货物发送量39.31亿吨、
同比增长0.5%。铁路部门将提升95306数智化物
流服务水平，试点物流金融服务和多式联运“一
单制”运输，加快构建以铁路为骨干的现代物流
体系；扩大快运班列开行范围，打造高铁快运、
多联快车、铁海快线等品牌，增强铁路物流时效
性，构建全国1、2、3天快货物流圈。

科技创新

　　2023年———
　　国铁集团牵头组建铁路科技创新联盟，推
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编制印发《数字铁路规
划》；发布实施复兴号CR400动车组系列标准等
122项重要技术标准；深化推进智能高铁技术创
新，重点领域应用技术创新成果显著，CR450科
技创新工程取得重大突破，高速列车实现明线
单列时速453公里、交会时速891公里运行。
　　2024年———
　　国铁集团将继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
应用型技术创新，包括持续深化CR450科技创
新工程，完成样车制造并开展型式试验；推进智
能高铁2.0技术攻关，推动京沪高铁智能化提升
示范应用；加快铁路5G专网技术研究试验；推
动中国高铁技术自主创新实践研究取得阶段性
成果；深化铁路安全理论、减振降噪、故障机理
等基础研究，加大前沿技术在铁路领域应用研
究力度。

开年看铁路：三大亮点书写发展新篇章
　　这个冬天，“冰城”哈尔滨火了，不仅在国内
成为顶流，也引来国外媒体的密集关注。英国
《每日邮报》说，哈尔滨拉高了“旅游业的服务门
槛”。还有不少外国网友表示，想去这个“神奇又
美丽”的地方看看！
　　哈尔滨“冰雪经济”爆火，预示着中国文旅消
费的加速复苏。今年元旦假期，哈尔滨累计接待
游客超过3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过59亿
元。路透社报道说，这两项数据都超过了疫情前
水平，哈尔滨的“冰雪奇迹”甚至带动了东北旅游
股上涨。马来西亚《星报》也注意到冰雪经济带
来的“热”能量，认为冰雪带来的发展机遇壮大了
新型消费，为各类冰雪相关产业带来了商机。有
了哈尔滨的生动示范，一系列“冰雪+”消费新场
景将陆续涌现，带动中国“冰雪经济”快速增长。
　　哈尔滨“冰雪经济”爆火并非偶然，驱动力来
自中国消费升级的新潜力。当前，中国经济正沿
着高质量发展轨道稳步前行，消费市场进入消费
升级、模式创新的快车道，政府接连出台政策增
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
费潜力得以充分释放。绿色、健康、智能消费等
新型消费日益受到国人青睐，冰雪运动就是典型
代表。北京冬奥会点燃的冰雪热潮推动“冰雪经
济”蓬勃发展，居民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持续攀
升，滑冰滑雪成为时尚邀约，冰雪旅游、冰雪休
闲、冰雪装备等行业随之焕发出勃勃生机。以哈
尔滨为代表的北方城市依托资源优势、政策扶
持、创新策划，持续扩大冰雪旅游优质产品供给，
用“掏家底”的诚意和高性价比的服务，努力接住

“冰雪热”的流量。
　　“尔滨”火了，是中国经济迸发新活力的生动
体现，展现出中国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蕴
藏的深广力量。今年元旦假期，国内消费市场暖
意浓浓，新意十足，全国国内旅游出游1.35亿人
次，同比增长155.3%。节日消费旺盛是经济活跃
的表现，是对过去一年经济复苏趋势的延续，更
是对未来前景的积极预期。无论是北国的冰天
雪地，还是江南的诗情画意，人们对“诗与远方”的向往意味着创新消费模
式的无限可能。从“特种兵式旅游”到citywalk，从“进淄赶烤”到围炉煮茶，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让消费热点层出不穷。随着春节临近，节日消费热
度有望继续保持，更多消费新亮点将为中国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尔滨”火了，折射出大国经济发展纵深回旋新空间。大国经济之大，
在于回旋余地大、发展韧性强，在于地域差异和产业多样性不断碰撞出新
的火花，激活新的增长动力。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多元，不同元素的碰撞往
往能创造出丰富的消费新场景。北上赏冰滑雪、南下赏花看海的南来北往
各有特色，这样的差异性催生出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中国经济
贡献了消费驱动力。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滑雪、滑冰运动当下在中
国南方地区也被列入冬季“运动清单”。随着更多人关注冰雪，参与冰雪，
中国多地发展冰雪旅游大有可为。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将更好地释放中
国旅游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冰城”火爆关系经济冷暖。外媒关注“尔滨”，归根结底还是对中国经
济温度的关注。消费力就是竞争力，节日经济暖，冰雪经济热，中国经济开
年活力满满。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活力社会的共同作用下，居民消费
信心必将进一步增强，消费需求持续走旺，消费市场潜力的释放将为中国
经济提供有力支撑，为全球经济带来新
希望。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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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记者 胡璐 郁
琼源）2023年，我国粮食产量再获丰收，全国收
购平稳有序，全年收购量保持在4亿吨以上，与
上年水平大体相当，“大国粮仓”安全保障能力
不断提升。
　　这是记者在8日至9日召开的全国粮食和
物资储备工作会议上获悉的。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鑫说，目前我国粮食库存充
裕，库存消费比远高于17%至18%的国际粮食
安全警戒线。全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达到7亿
吨，粮食仓储管理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智
能化水平不断提升，仓储条件总体保持世界较

先进水平。
　　据介绍，虽然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但粮食供
求中长期呈紧平衡态势，品种结构矛盾仍然突
出，粮食生产向主产区集中，大范围、长距离、快
速调运供应的压力增大。刘焕鑫说，为了保障
粮食市场供应充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加
大粮食宏观调控力度，认真组织政策性粮食销
售，适时开展中央和地方储备轮换，发挥吞吐调
节作用。在国际粮食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下，
我国粮食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2023年，我国粮食储备管理力度逐步加大。
中央储备粮、最低收购价粮实现信息化全覆盖。

所有省级储备粮、29个省份的市县级储备粮实
现信息化全覆盖，省市县三级储备粮信息化覆
盖率达到95%。坚决查处涉粮违法违规案件，
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作出行政处罚8000多
例，罚没金额达2210万元。
　　刘焕鑫表示，2024年将进一步强化粮食产
购储加销协同保障，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
策性收购，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入市，及时启动最
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积极应对灾害天气等突发
情况，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强化收购
服务，优化组织方式，提高农民售粮满意度。立
足市场供应，关注重点时段、重点地区、重点品
种，精准落实调控措施，保持粮食市场平稳运
行，做好政策性粮食销售工作，发挥调节供需、
稳定市场的作用。还将加强区域粮食应急保障
中心建设，健全粮食应急保障体系，提高应急保
供能力。

2023年全国粮食收购量超4亿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