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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载风雨前行七十五载风雨前行 持续发展有声有色持续发展有声有色
编者按：

岁月如歌，75 年薪火相传；光阴似箭，七十五载铸就

辉煌。

以“歌”为证，历史不曾忘记。75年时间，56个民族同声共

振，创作了众多久经传唱、多姿多彩的歌曲，歌声里的中国流

光溢彩，亿万民心交融凝聚，奏出了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的

乐章。

以“农”为笔，擘画希望的田野。果蔬产品多样、四季新鲜

上市，畜禽生产质效提升、肉蛋奶供应充足，渔业生产繁荣发

展、鱼虾蟹贝藻品种丰富……75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呈现出翻

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实现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5亿人吃不饱”

到“进入新时代14亿多人吃得好”的历史性跨越。

一“路”向前，织密阡陌交通网。一条条公路、铁路，一

座座桥梁、隧道，一个个机场、码头……车轮滚滚，它们见证

着神州大地上的历史变迁，诠释着中国交通的发展历程，注

解着交通强国迈出的坚实步伐，更映照着75载光辉巨变。

以“标”为识，风景这边独好。超级工程、国之重器跃然

眼前，文化遗产、生态高地熠熠生辉……七十五载，每一处

新地标，都是中国实力的璀璨注脚，是钢铁之筑、岁月之痕、文

化之魂。

回首七十五载，我们见证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大胜利，

经历了春风化雨润沧桑的改革开放，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崭新征程，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让中

华民族在世界东方熠熠生辉。

田野上的中国田野上的中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端牢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端牢““饭碗饭碗””

□ 本报记者 刘宝亮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新中国

成立75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呈现出翻天覆

地的巨大变化，实现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5

亿人吃不饱”到“进入新时代14亿多人吃得

好”的历史性跨越。一幅和美的农业农村画

卷，正在华夏大地上铺展。

从“吃不饱”到“吃得好”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

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农产品供给严重

短缺，“吃饱饭”曾经是一件难事。为保证群

众基本生活的需要，国家决定实行“计划经

济”，发放粮票来保障粮食供给。小小的一

张粮票，成为了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凭“票”吃饭的背后，是当时农业生产力

的低下。1949年，我国粮食平均亩产仅68.6

公斤，全国仅有13台联合收割机。1978年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农业农村改革的不断

深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我国粮

食生产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粮食产量仅

2000多亿斤，1962年稳定在3000亿斤以

上，1966年达到4000亿斤，1978年改革开

放之初超过6000亿斤。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实施，极大激

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

产力，粮食产量接连跨上新台阶。1984年

全国粮食总产量超过8000亿斤，1993年超

过9000亿斤，到1996年首次突破1万亿斤

大关，2012年迈上1.2万亿斤台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

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实行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生产

开创新局面。2015年粮食产量突破1.3万

亿斤，此后连续 9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

上。2023年粮食产量达到13908亿斤，比

1949年增加1万多亿斤，增长5.1倍；人均粮

食产量493公斤，连续多年超出世界平均水

平，也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

线；粮食单产大幅提升，2023年全国粮食单

产 389.7 公斤/亩，比 1949 年增加 321.1 公

斤/亩。

既要吃得饱，也要吃得好。新中国成立

以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膳食结

构变化，经济作物生产蓬勃发展。如今的中

国，蔬菜水果琳琅满目，品质不断提升，并且

实现跨地区、反季节供应，居民的“菜篮子”

“果盘子”更加丰富。肉类禽蛋产量多年稳

居世界第一，奶类产量进入世界前列。新中

国成立以来，我国渔业生产逐步恢复，特别

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以养殖为主”的

渔业发展方针，水产品产量迅速增长，从

1989年起稳居世界首位。

随着农业经济的进步和农村改革的推

进，农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

场，曾经紧俏的米票、面票等风光不再。

1993年，粮票彻底退出流通，定额定量供应

的计划配给制成为历史。市场化改革解除

了计划经济对农业生产的束缚，中国用举世

瞩目的成就有力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

疑问。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守护百姓的“米袋子”

我国粮食产量接连跨上新台阶，让中国

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背后离不开

我国农业基础的持续改善和农业科技的创

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以农田水利为重

点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基

础条件，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党的十八大以

来，国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推

进灌溉水源保障和灌区建设改造，农业生产

条件明显增强，农业基础更加稳固。截至

2023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

亿亩以上，完成10.58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任务。2023

年我国耕地灌溉面积10.75亿亩，比1952年

增长2.6倍，累计建成大中型灌区7300多

处，建成泵站、机井、塘坝等各类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2200多万处，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装备和农业

机械化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农机装备总

量持续增长、作业水平不断提升、社会化服

务能力显著增强。1952年全国农业机械总

动力仅18.4万千瓦，拖拉机不到2000台，

联合收割机仅284台。到2022年，全国农

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1.1亿千瓦，拖拉机总

数达到2144.1万台，联合收割机总数达到

173.1万台。目前，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超过73%，小麦生产基本实现全程

机械化，玉米、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

过80%。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科技发展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长足进步。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农业科技

事业加快发展，创新体系更加健全，创新能

力显著增强。2023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63.2%，比2012年提升8.7个百分点，

农业科技整体水平跨入世界第一方阵。核

心种源“卡脖子”问题得到缓解，畜禽、水产

核心种源自给率分别超过75%和85%，农作

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对粮食增产贡献率

达45%以上。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物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数字农业、智

慧农业已成为农业生产向现代化转型升级

的重要驱动力，科技兴农、科技助农成为现

代农业的主旋律。

发挥“压舱石”作用
现代农业体系逐步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解决好地怎么种、谁来种为导向，我国

农业经营体系不断健全，现代农业蓬勃发

展，使田野涌现新动能。

伴随农业现代化进程加速，我国持续构

建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土

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农业从传统劳动密

集型产业向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现代

农业转变。2004年全国农村承包地流转面

积仅0.58亿亩，到2022年，全国已有1474

个县（市、区）建立流转市场、约2.2万个乡镇

建立流转服务中心，全国家庭承包耕地土地

经营权流转面积已超5.32亿亩。我国农业

规模化水平显著提升，2023年，我国生猪养

殖规模化率超过68%，鸡蛋和肉鸡养殖规模

化率超过 80%，奶牛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76%，有力促进了我国农业标准化、规模化、

集约化发展。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健全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建设

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近年来，

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质量

效益稳步提高，服务带动效应持续增强。截

至2023年10月末，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

管理的家庭农场近400万个，农林牧渔业法

人单位达到250万家。

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以

设施农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生产模式快速

发展。我国设施农业规模连年扩大，产品

种类日益丰富，产业效益持续提升。2022

年我国设施种植面积达4270万亩，占世界

设施农业总面积的80%以上，已成为设施

农业第一大国。依托温室、大棚、垂直农

场、智能农牧场、植物工厂等新模式，突破

了自然资源条件的束缚，拓宽了农业发展

新空间，推动肉蛋奶、蔬果、水产品等有效

供给持续提升，更好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

多元化的食物需求，有力提升了“大食物”

供给水平。

近年来，我国积极培育壮大农业新业

态，凝聚新动能，引领新发展，持续释放现代

农业发展潜能。全国累计培育县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超过9万家，培育全产业

链产值超10亿元的强镇超350个，培育乡村

特色产业专业村镇 4068 个，实现总产值

9000多亿元。产业融合水平不断提升，数

字农业、订单农业、休闲农业等农业新业态

方兴未艾，农业多功能性日益显现。农村创

业环境持续优化，2012～2022年底，全国返

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到1220万人。

全国许多地方依托资源优势，打破传统农业

生产边界，立足乡土特色、对接市场需求，

“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悠远

的农耕文明、特色生态资源与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相呼应，催生出一批有特色、有热

度、有前景的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成为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

地标里的中国地标里的中国：：文化遗产生态高地熠熠生辉文化遗产生态高地熠熠生辉

歌声里的中国歌声里的中国：：时代变革华美乐章同频共振时代变革华美乐章同频共振

车轮上的中国车轮上的中国：：
人享其行货畅其流人享其行货畅其流

□ 本报记者 季晓莉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2024 年，75

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矢志不渝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

同的时代诞生了众多久经传唱、多姿多彩

的歌曲，56个民族同声共振，歌声里的中国

流光溢彩，亿万民心交融凝聚，奏出了繁荣

富强的乐章。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的激

动喜悦心情体现在众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中。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了：“起

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

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

前进！进！”解放了，但人们没有忘怀中国近

现代以来炮火连天的岁月里，有多少仁人志

士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自由挺身而

出、献出宝贵生命，中国人民永远都牢记居

安思危的道理。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

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

强。”这首《歌唱祖国》，是1950年国庆一周

年前夕，32岁的作曲家王莘路过天安门时被

金色晚霞笼罩的天安门广场吸引，心潮澎湃

灵感突现创作出来的。1951年9月12日，

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令，在

全国广泛传唱该歌曲，使其成为新中国历代

人奋进的合唱歌曲，甚至被誉为“第二国歌”。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

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

上的白帆……”建设祖国、和平发展成为

1950年代的主基调，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

国，《我的祖国》作为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

唱出了志愿军战士对祖国、对家乡的无限热

爱之情和英雄主义气概。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

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

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

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共产党好，共产

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社会主

义好》这首歌曲于1957年8月在《北京日报》

发表，迅速传唱开来，陪伴着全国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艰苦创业、建立起一个独立、较完整

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

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

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像

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

里人民得解放……”这首人人耳熟能详的《东

方红》，旋律源自陕北民歌，它曾被改编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而创作的音乐舞蹈史

诗，1964年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首演。它

也是1970年发射的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在太空中播放的旋律，还是北

京火车站整点报时悠扬钟声的旋律，伴随着

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成为人民心中的永恒

红色经典。

见证改革开放“黄金年代”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

大江南北，大量讴歌改革开放和祖国母亲

的优秀歌曲百花齐放。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爱你春

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我

爱你青松气质，我爱你红梅品格，我爱你家乡

的甜蔗，好像乳汁滋润着我的心窝！我爱你，

中国，我爱你，中国！我要把最美的歌儿献给

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1979年电影

《海外赤子》的插曲《我爱你，中国》在1980年

红遍大江南北。歌曲一咏三叹细腻刻画了祖

国的春苗秋果、森林山川、田园庄稼，表达了

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满腔炽热和真挚的爱国主

义情感，传唱至今仍能让人体验到其中喷涌

而出的激情。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

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

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

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

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

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

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啊亲

爱的朋友们，创造的奇迹要靠谁？要靠我，要

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1980年创作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运用稍

快的速度、充满激情的情绪，刻画了改革开放

初期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禾苗在

农民的汗水里抽穗，牛羊在牧人的笛声中成

长……”1981年创作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通

过对家乡充满希望的田野的赞美，歌颂了改

革开放以后的新变化、新面貌。皖北地区的

音乐元素被不留痕迹地写进歌曲，隐喻中国

改革的序幕在凤阳小岗村拉开。与现实争分

夺秒的干劲，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整

个中国社会时代精神的一种缩影。

“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

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发行于

1991年11月，作为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会歌，以积极向上、节奏活泼的曲

调，展现了一种回旋的激情，成为多年来众多

单位大合唱中的热门曲目。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

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创作于1992年

的《春天的故事》，受到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

眼春》的启发，具有史诗般的气势，热情歌颂

了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深圳和

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歌曲发行30年来成为

改革开放的代表曲。

“啊，我们意气风发，走进那新时代。我

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

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

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高举旗帜

开创未来……”1997年，《春天的故事》的词

作者蒋开儒意识到改革开放将会继续下去，

便又一次创作了《走进新时代》。

“月儿弯弯的海港，夜色深深，灯火闪

亮。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

的诺言。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

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歌唱

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罗大

佑作词作曲的《东方之珠》，在1997年香港回

归祖国的时刻，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歌曲。改

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一系列

领域取得骄人成就，让经受殖民统治百余年

的香港人放下心理包袱，有了大国公民的优

越感和自豪感。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

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来吧，朋友，伸出你的

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我和

你》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

中英结合、舒缓温情的风格不仅与奥林匹克

精神吻合，也凸显了北京奥运会所倡导的以

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理念，让亿万观众感受

“地球村”的和谐之美。

扬起新时代的风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的心胸更加

开阔，视野更加高远，心境更加平和。这一时

期的代表歌曲，往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紧密相连。

“一场阔别，让白云化为千年冰雪。清

清泉水，汇成世间一轮新月，你心我心合而

为一。我放声高歌你的到来，翩翩起舞，丝

绸衣带。从阳关到沧海，千年之约，情意

满怀……”《千年之约》献礼中国“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由韩红于2017年1月27日在中

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完成首唱，还原千

年之前东西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盛景，表

达21世纪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

的美好愿景，是中国与世界的“千年之约”。

“都市的街巷已灯影婆娑，社区暖暖流

淌的欢乐。远山的村落火苗闪烁，渐渐明亮

小康的思索。归港的船帆从灯塔掠过，追

梦脚步月下交错。广场焰火在节日诉说，

星空升腾时代的巍峨。灯火里的中国青春

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灯火

里的中国》是一首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指导支

持、大鹏新区组织创作的原创歌曲，2020年

疫情期间奋力完成，由张也和周深在2021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合唱，

从而引发广泛传唱，传递了来自向海而生的

大鹏新区的心声，是大鹏湾畔、山海半岛的

时代眺望和深情祝福。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

望。孩子们啊，安睡梦乡，像你深爱的那

样……”2021年 9月25日，电影《我和我的

父辈》发布由王菲歌唱的主题推广曲《如愿》

MV。电影从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四个故事

切入，其中载人航天、威严阅兵、航母护海等

画面展示中国如今的强盛之景，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梦正在实现，一代代为之奋斗的父

母之辈终于如愿。

“赤子之心只为锦绣河山，更好的日子

是那唯一的心安。心在一起脚步永向前，铁

肩担起强国复兴的心愿……”《无我》由韩红

演唱，在2024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

欢晚会首播。

回望75年风雨同舟，我们一起经历了多

少难忘的岁月。以歌为证，历史不曾忘记。

□ 本报记者 白 雪

车轮滚滚，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国家

的发展。从曾经的羊肠小道到如今纵横交

错的高速公路网，从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到

风驰电掣的高铁，从依赖进口汽车到自主

品牌的崛起，我国交通领域经历了一场波

澜壮阔的改革，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生

动写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强国建设的

步伐显著加快，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如

今，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

立体交通网络，打造了一批世界领先的样板

工程。这些成就不仅为人民群众的出行带

来了极大便利，也为货物流通提供了高效快

捷的通道，真正实现了“人享其行、货畅其

流”的美好愿景。

交通工具的变化让出行更便捷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自行车

是人民群众出行的主要工具，我国更是被称

为“自行车上的国家”。当年，拥有一辆自行

车是家庭经济实力的象征。

随着时代的发展，摩托车进入人们的生

活，成为人们出行的新选择。摩托车的出

现，标志着出行从人力向机动的飞跃。

汽车的普及则是近年来出行方式变化

的重要标志。从曾经的“奢侈品”到如今

成为普通家庭的日常出行工具，汽车的出

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让出

行更加便捷、舒适。新能源汽车则使环

保、节能的出行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自动

驾驶则被视为未来交通发展的新趋势。目

前，我国在自动驾驶技术领域的研究和应

用已经取得了重要突破，部分城市开始了

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并逐步推进商业化运

营。这不仅将进一步提高交通效率，降低

事故发生率，也将为人们的出行带来全新

的体验。

高铁的崛起让人们的出行进入了一个全

新的时代。从改革开放初期平均时速不到

40公里的绿皮车，到如今标准时速350公里

的复兴号，高铁以其高速、安全、舒适的特点，

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高铁的发展，不仅缩

短了城市之间的距离，也为区域经济的发展

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铁路运输服务

水平不断提升，客货运输产品日益丰富，运输

能力持续提高，网络订票订餐、高铁公交化、

多式联运等让出行和物流更加便利快捷。

飞机出行也变得更加普及，国内航线网

络日益完善，国际航班连接世界各大城市。

航空业的繁荣，不仅提升了国民的出行效

率，也为旅游业、国际贸易等领域的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

全国交通网络逐渐完善

交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改

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薄弱，道

路狭窄崎岖。对此，国家加大了对交通基础

设施的投资。全国范围内的交通网络逐渐

完善，城市间的互联互通成为现实。如今，

我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数已跃居世界前

列，覆盖城乡的公路网让每个角落都焕发出

新的生机。同时，铁路网的密集布局，尤其

是高速铁路的快速延伸，使得“千里江陵一

日还”不再仅仅是诗句，而是成为日常生活

中的一部分。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近期国务院

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我

国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已突破600万公

里。其中，“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已经基

本成形，“6轴7廊8通道”是《国家综合立体

交通网规划纲要》中所明确的国家综合立

体交通网的主骨架。“6轴”就是指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

四个经济发展极之间的主要通道，也是我

国交通的主通道；“7廊”主要是指西部陆海

走廊等7条走廊；“8通道”指的是沿边通道等

8条通道。“6轴7廊8通道”主骨架覆盖了全

国超过80%的县，服务了全国90%左右的经

济和人口。

分领域来看，就全国而言，截至去年年

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5.9万公里，其中

高铁超过 4.5 万公里；全国公路通车里程

543.6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18.36万公

里；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82万公里，其中三

级及以上航道通航里程1.54万公里；港口生

产性码头泊位达22023个，其中万吨级及以

上码头泊位达2878个；民用运输航空机场

总数259个，其中年旅客吞吐量千万人次及

以上的运输机场数量达38个，货邮吞吐量

万吨及以上的运输机场达到63个。

其中，农村公路建设在改善人民群众出

行和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李小

鹏提到，我国幅员辽阔、乡村广布，发展程度

参差不齐，农村公路作为覆盖范围最广、服

务人口最多、提供服务最普遍、公益性最强

的基础设施，为脱贫攻坚、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截至去年底，我国农

村公路总里程已达460万公里。

交通领域改革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交通领域的改革不仅带来了出行方式

的改变，更深刻地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

展。便捷的交通促进了人员的流动和交

流，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带动了相关产业的

蓬勃发展。

随着物流行业的效率大幅提升，电子商

务得以迅速崛起，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

和丰富。

“基于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快递服务

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快速配送，极大地方

便了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业内专家表示，

同时，这也为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提供

了高效通道，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过去，火车速度慢、运力不足，严重制

约了人员和物资的流动。而如今，高铁的

出现不仅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时空距

离，还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推动了

城市群的崛起。专家告诉本报记者，一方

面，铁路建设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钢

铁、建材、机械制造等。庞大的铁路网络建

设规模，为相关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

求。另一方面，铁路运输促进了区域经济的

协调发展。以京沪高铁为例，开通前10年，

累计运送旅客13.5亿人次，累计行程超15.8

亿公里，带动沿线地区人才流、技术流、资金

流、信息流快速有序流动，沿线崛起24个高

铁新城、高铁新区，成为吸引产业聚集和促

进产业优化布局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汽车领域自主品牌的崛起速度

令人惊叹，尤其是新能源汽

车。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新

能源汽车销量仅有7.5万辆，市

场占有率仅为0.3%。经过十年

的努力，2023年新能源汽车销

量达到949.5万辆，连续9年位

居全球第一，年均增长超过71

倍 ，

市场占

有率达到

31.6%。2023

年，我国在售新能

源乘用车品牌数量

过百，在售车型近400

款，车型产品极大丰富。

据了解，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崛起源于其完整的产

业链布局。从锂矿、锂电池等原材

料到整车制造，我国已掌握了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各个环节，这种垂直整合模式

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给相关产业带来

了显著的联动效应。如在电池技术领域，随

着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增长，动力电池需求也

在快速增长。2019和2023年，中国动力电

池产销量及装车量呈向上增长趋势，其中产

销率整体保持稳步上升。

业内专家表示，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

战，我国交通领域仍在不断探索创新。智

慧交通、绿色交通成为新的发展方向，自

动驾驶、共享出行等新兴业态不断涌

现。同时，交通领域的改革也在助力乡村

振兴战略的

实施，为农

村地区的发

展注入新的

活力。

□ 本报记者 邵鹏璐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历经七十五

载，超级工程、文化遗产、生态高地熠熠生

辉。每一处新地标，都是中国实力的璀璨注

脚，是钢铁之筑、岁月之痕、文化之魂。

一城一线 一脉相承

在北京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中，

有一条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不仅是地理上

的坐标，更是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与智慧

结晶。今年7月，“北京中轴线——中国理

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

北京中轴线始建于13世纪，成形于16

世纪，经历了7个多世纪的不断完善，形成

了如今规模宏大、组织有序、规划格局均衡

的城市轴线，也成为了中国传统都城中轴

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范例。这是世界

上保存最完好的城市轴线，北起钟鼓楼，向

南经万宁桥、景山，过故宫、端门、天安门、

正阳门，直至南端永定门。而太庙和社稷

坛、天坛和先农坛，则分列中轴线东西两

侧，共同形成了全长7.8公里的世界最长城

市轴线。

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责

人、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介绍，

中轴线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物质形态的城

市的地标。如今，大家会用一种新的眼光

来看它，它恰恰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形成

的多样性。在文化对话、文化交流的过程

当中，它成为了文明互鉴的一个载体。“时

代的变化同样体现在中轴线上，景山变成

了我们的公园，故宫变成了博物院，天安门

广场也打开了，变成了国家庆典活动的一

个中心。这一切都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变化。”吕舟说。

作为世界遗产的北京中轴线同时也是

百姓日常工作生活的场景，这让北京中轴线

成为了“活遗产”。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南端，

重新复建的永定门，如今已经成为百姓休闲

和游客打卡的好去处。今年78岁的唐华

德，是首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监督

员、原联合国人居署专家，他已经在北京中

轴线上的钟鼓胡同里生活20年了，亲眼见

证了中轴线上百姓生活的变化。唐华德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很多变化。现在抬头没

有电线了，人们用电取暖不再烧煤，还能拿

到补贴，公共卫生间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整

个地区的卫生环境与我刚住在那里时完全

不同了。”

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钟鼓楼，这里

如今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地。近年来增

设的数字互动展、中心券洞沉浸展厅，让游

客以图像、声音、文字等多个角度了解钟鼓

楼的历史和中国古往今来的“时间的故

事”。今年暑期，这里还举办了“我在鼓楼”

生活节。戴上AR眼镜，剧情式导览让人身

临其境探秘钟鼓奇观。换上VR头戴，则能

开启一场北京中轴线的时空之旅。而文

物实景剧情研学更让小朋友们在解密探

秘中建立起古今以来中国人守时敬时的时

间观念。

随着时代发展的脚步，如今的北京中

轴线正迸发出新的生命力。永定门向南，

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体机场航站楼——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以开放的姿态联通世界。钟

鼓楼向北，贯通鸟巢、水立方、奥林匹克森

林公园，彰显着中国“绿色、科技、人文”的

新理念。

大国首都在传统中轴线上被赋予了古

今交融的时代意义，北京中轴线这一世界遗

产的“中国队”新成员正向世界讲述着中华

文明发展历程和对人类文明贡献的中国故

事，也让独特的世界遗产在传承、保护和弘

扬中焕发新生机。

鹤舞长江 山乡巨变

云南巧家大寨镇的白鹤驿道，高悬于

金沙江畔的千米危崖之上。最近几年，这

条一米多宽的临崖小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游客。他们慕名而来，只为“打卡”白鹤滩

水电站。

白鹤滩水电站，中国“西电东送”战

略的骨干电源点。它是世界第二大水电

站和当今世界建设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

工程。建设者在这里开山凿岩、拦河筑

坝，创造了 289 米、相当于 100 层楼高的

巨大混凝土双曲拱坝；可以实现洪水快

速下泄的世界规模最大无压泄洪洞……

据统计，白鹤滩水电站共攻克了 16项世

界级核心科技难关，形成了 127 项关键

技术突破，代表了当今世界水电技术的

最高水平。项目整体共摘下六项世界第

一、两项世界第二和两项世界第三。“我

们的理念就是千年大计，我们经常提的

一个口号，就是都江堰两千年还在运用，

我们建的白鹤滩大坝要保证它千年万

年。”白鹤滩工程建设部大坝项目部高级

专业师王克祥说。

白鹤滩水电站于 2010 年开始筹建，

2022年底，白鹤滩水电站全部16台机组投

产发电。12年间，金沙江川流不息。建设高

峰时，这里的施工现场也昼夜不停。近2万

人参与其中，在深山峡谷、激流险滩之间，建

起了一座超乎想象的“超级工程”。

白鹤滩电厂生产管理部监控主任师何

宏江介绍，白鹤滩水电站安装了16台百万

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年平均发电量能达到

624.43亿度电。如果16台机组同时并网

满发，一天的发电量大约是 3.84 亿度电。

这3.84亿度电，能够满足1.48亿人一天的

生活用电量。截至今年6月，白鹤滩水电

站累计发电超过1300亿度，相当于减排二

氧化碳超过1亿吨。

除了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白鹤滩水电

站还在改变当地的自然风貌与百姓生活方

式。临近电站的云南省巧家县曾经是金沙

江畔的深度贫困县，滚滚金沙江水让半山腰

的县城交通不便，发展缓慢。白鹤滩水电站

蓄水后，近5万当地居民搬进了新家，居住

条件大幅改善。而上涨的金沙江水，也让巧

家县成为了大家口中的“临海城市”。黎明

码头、白色灯塔，帆船游艇、水上飞机，这些

与水有关的名字，赋予这座曾经的贫困县新

的发展活力。

新中国成立75年来，从“万里长江第

一坝”葛洲坝，到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枢

纽三峡工程，再到如今，白鹤滩、乌东德、

溪洛渡、向家坝等在内的六座巨型水电站

连珠成串，在长江和金沙江上共同构建起

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这条清洁能

源走廊跨越1800公里，改变了山乡面貌、

百姓生活，也为发展中的中国持续注入澎

湃动力。

穿越沙海 注入活力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最大沙漠、世

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面积超过33万平方

公里。围绕它一周，有一条全长2712公里

的铁路环线，这也是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

线。

2022年 6月，新疆南部从和田到若羌

的和若铁路正式通车，它与已经运行的格

库线、南疆线“牵手”，让环塔克拉玛干沙

漠铁路线形成闭环，也成为了我国的新地

标之一。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风沙特别严

重的地段，一座座“过沙桥”拔地而起，其

中最长的依木拉克特大桥有8.6公里。以

桥代路，可以尽可能减少风沙对线路和列

车运行的影响。采用这种巧妙而又实用

的路线设计方案的，正是两年前通车的和

若铁路。作为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

线的最后一段，和若铁路的建成结束了和

田地区洛浦、策勒、于田、民丰等县和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等地不通火车的

历史。

和若铁路沿线自然环境恶劣，大部分

线路位于风沙和戈壁的荒漠无人区，严重

缺水，无法满足现场施工及混凝土养护需

求。建设者们经过反复研究，在三座特大

桥的 434 个桥墩中应用了装配式桥墩技

术，在工厂预制加工好构件运到现场，再进

行组装搭建，这种方式被形象地称为“搭积

木”。在中国铁路建设中，这种方式是首次

应用。新疆和若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尽忠介绍：“这种建设方式对

于环境要求小、破坏少，在安全、质量、环

保、进度方面，都有很多的好处。”与此同

时，全长825公里的和若铁路全线没有一

条轨缝，是新疆一次性铺设跨区间无缝轨

道最长的铁路，也被形象地比喻为“千里一

根轨”。

和若铁路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有534公里分布在风沙区域，占线路总长

的65%。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一年有7个月

是风季。沙漠修铁路，治沙要先行，特殊的

环境也给和若铁路的建设维护增加了额外

的任务。新疆和若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综合

管理部部长陈健说：“在建设和若铁路过程

中，采取的就是铁路建设和风沙防护工程

同步施工，这样才能保证在铁路建设过程

中沙不上道。”建设者们在和若铁路沿线共

修建草方格5000万平方米，种植梭梭、红

柳、沙棘等植物1300万株，造林面积超过

11万亩。“新建和田至若羌铁路风沙防护治

理工程”被评为全国2023年度生态环境保

护示范工程，这也是唯一入选的铁路建设

项目。

开通两年，和若铁路运输货物近100万

吨，累计发送旅客70万人次。不仅方便了

沿线交通、增进民族团结，更为南疆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列车飞驰，搭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穿越茫茫沙海，驶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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