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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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戴小河

“小包裹”连着“大市场”，关乎
“大民生”。最新数据，2023年我国快
递业务量预计超 1300亿件，实现从

“年均百亿”到“月均百亿”的跨越，成
为现代物流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产业。

这个“天文数字”咋理解？如果按每
个包裹平均0.3米长计算，这些包裹首
尾相连的长度，可绕地球赤道近1000
圈，相当于我国人均快递量超90件。

一条条流动的分拣线，一辆辆疾驰
的快递车，一件件如约抵达的包裹……

不仅展现了快递业发展的强大韧性，
更彰显出中国超大市场“基本盘”没有
变，消费升级的增量仍在延续。

放眼全球，1300亿件又意味着什么？
横向比，我国的“小包裹”量相当于

美国2022年快递量的6倍，日本2022年
快递量的14倍，英国2022年快递量的25
倍，约占全球快递总量的六成以上。

纵向看，随着寄递网络加速覆盖，
快递业务量实现从年百亿件到年千亿
件的加速跃升。2014年年快递业务量超
过100亿件，2021年年快递业务量超过
1000亿件。进入2023年，从3月起，我国

每个月快递业务量均超过百亿件。
小小快递，连接千城百业、联系

千家万户，连通线上线下、畅通供需
两端。

古时神秘西域，今日富饶新疆；
古时驼铃丝路，如今西北“快递动
脉”。以圆通速递为例，连接杭州、乌
鲁木齐两地的快递班车，每周 7对，
每辆车装载2万多单包裹。

快递业如何激发产业融合新动
能？在河北沧州，寄递服务融入到产
业链和供应链的前端，快递积极“进
厂”，让当地“名片”工艺玻璃远销海

外 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发货量超
3000万件。

小包裹最终到了哪？如今，全国
3000多个边疆村落全部通邮，海拔
5380米的神仙湾哨所也通了快递。随
着“快递进村”覆盖率持续提升，每天
有1亿多件快递包裹进出乡村。

国家邮政局局长赵冲久说，2024
年行业将继续保持稳步上升态势，预
计增速 8%左右。随着“智能化”浪潮
的到来，快递大国将加速向“强”迈
进，从“无处不在”走向“无时不至”。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超1300亿件！小包裹里的快递大国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贾远琨

热门、繁忙的“黄金航线”京沪航
线上迎来了新成员——国产大型客
机 C919。1月 9日，东航的一架 C919
飞机执行MU5137航班，从上海虹桥
国际机场起飞，前往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这是 C919飞机在京沪航线上定
期商业航班的“首秀”。

“我出差去北京，没有特意选机
型，没想到坐上国产大飞机C919，惊
喜又亲切。”旅客王先生说。

“京沪航线频次高、客流大，是精
品航线。C919在这一航线常态化运

营，有望进一步提高市场适应性和全
方位保障能力。”中国东航党组副书
记唐兵说。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东航
C919机队已累计安全飞行2202.88小
时，累计执行商业航班655班，承运旅
客近8.2万人次。

几天前，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
达·魔都号”搭载3000多名宾客，完成
7天 6晚的商业首航。这是继国产大
飞机 C919投入商用后，走进寻常百
姓生活的又一“国之重器”。

新年伊始，首航、首秀不断开启，
大国重器“新远航”，一批科技创新成

果走入百姓生活，给中国制造“开门
红”增添了喜庆，更传递出我们发展
的底气，发展目标就是更高科技含
量、更多造福人民。

有“魅力”，更有“实力”——作为我
国高端制造业提质升级的典型代表，国
之重器创新突破的背后，不仅在于零部
件的制造体量之大，更在于综合研制、
集成创新的克服难度之大，还在于对关
键攻关、产业升级的带动之大。

在 C919航迹不断扩展的同时，
其产业带动性也在不断增强。越来越
多的产业因国产大飞机的研发、制
造、试验、运营而链接起来，也因C919

的赋能创造出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船舶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刚说，国产大型邮
轮集纳了全球数百家供应商，形成的
邮轮供应链“图谱”，为大型邮轮批量
化建造打下坚实基础。

广阔的大市场，为这些“大家伙”
提供迭代升级、创新突破的土壤，更
为高端制造业产业化发展提供重要
支撑。从螺丝帽到工程机械，从新材
料到新工艺，上下游产业链瞄准“高
精尖”不断提质升级。

人们期待，有更多大国重器“乘
风远航”。（新华社上海1月9日电）

C919京沪航“飞起来”
大国重器“新远航”

1月9日，嘉兴市南湖区市场监管局建设所执法人员在江南超市内检查
食品。

随着春节临近，浙江嘉兴的年货市场年味渐浓，嘉兴市南湖区市场监管局
对全区核心商圈和重点场所开展年货市场专项检查，着力营造良好的节日消
费环境。 新华社记者徐 昱摄

嘉兴：年货市场年味浓 专项检查保安全

新华社南京1月9日电（记者沈汝
发）9日上午，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
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黄某某等16人跨
境电信网络诈骗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 9月至
2022年6月间，黄某某等16名被告人
先后在他人的纠集下，在境外参加针
对中国大陆居民的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集团。该犯罪集团通过投放互联网
兼职广告获取被害人个人信息，由

“拉手”将被害人拉入指定微信群，以
完成刷单任务发放红包为诱饵，引导
被害人注册第三方APP。再由“炒群”
负责发放小额任务红包进行诈骗铺
垫，“导师”负责引诱被害人大额充值
骗取钱财。犯罪集团成员集中居住，

统一管理，按诈骗所得计算个人提
成。16 名被告人共诈骗被害人 189
名，诈骗资金达2700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黄某某等16名
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境外利用
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数额特别
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各被告
人所在诈骗团伙系为共同犯罪而组成

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系犯罪集团。
鉴于各被告人分别具有跨境多次诈骗、
立功、坦白、认罪认罚等不同量刑情节，
根据其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作用，并
结合其认罪悔罪态度、主动退赔被害人
经济损失金额等因素依法判决。

根据判决，黄某某等16名被告人
分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十
二年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追缴各被
告人退出的赃款人民币200余万元，按
比例发还各被害人；扣押在案的汽车、
首饰等财物依法处置后，按比例发还
各被害人。责令各被告人在各自剩余
份额内连带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

涉案资金2700余万元的
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一审公开宣判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胡
璐 郁琼源）2024年，我国将围绕加
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
产业，实施粮食绿色仓储等六大提升
行动，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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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在会议上说，通过深入推进优质粮
食工程，2023年我国粮食产业实现提
质增效。预计 2023年粮食企业实现
工业总产值 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组织发布小麦、大豆强制性国家
标准，建立完善粮食质量安全第三方
检验监测制度。

他表示，2024 年将实施粮食绿

色仓储、品种品质品牌、质量追溯、
机械装备、应急保障能力、节约减
损健康消费等六大提升行动，不断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
应链。开展国家现代粮食物流（产
业）示范园区创建，促进园区设施
完善和功能提升，搭建优质粮油产
品产销衔接平台，深入推进优质粮

食工程。
近年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推进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开展“中国
好粮油”行动，建设粮食产后服务体
系，不断完善粮食质量安全检测体
系，发挥粮食流通对生产、消费的引
导作用，不断满足消费者“吃得营养、
吃得健康”要求。

我国将实施六大行动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白
阳）司法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日前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人法律服
务工作的意见，明确到 2025年，要形
成覆盖城乡、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
残疾人法律服务网络，残疾人法律服
务的精准性、有效性显著增强，服务
质量明显提高，残疾人平等享有基本
公共法律服务的权利得到更好实现。

意见就进一步配强残疾人法律
服务力量、丰富残疾人法律服务内容
和方式、有效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促
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作出部署安
排。要求加强资源整合，进一步配强残
疾人法律服务力量，丰富律师、公证、
法律援助、司法鉴定、法治宣传等方面
残疾人法律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不断
满足残疾人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

求，助力残疾人共享美好生活。
意见聚焦当前残疾人最迫切需要

的法律服务，提出11项重点工作任务，
包括：完善残疾人公共法律服务网络、
降低残疾人法律援助门槛、优化残疾人
法律援助工作机制、提高残疾人法律援
助质量、开展助残公益法律服务活动、
成立残疾人权益保障专业委员会、减免
残疾人相关法律服务费用、加强无障碍

环境建设、发挥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
补充作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
任制、开展残疾人法治宣传活动等。

意见还提出，各级司法行政机关
和残联要加强协同配合，强化资金保
障，提升残疾人法律服务能力和专业
化水平，及时总结经验、宣传典型，营
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关爱残疾
人的良好氛围。

两部门印发意见加强残疾人法律服务

新华社武汉1月9日电（记者李
思远 刘诗平）随着新进场 7个主体
施工标开工令的下达，南水北调后续
工程首个重大项目——引江补汉工
程近日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1月 9日上午，位于湖北省襄阳
市保康县马良镇的引江补汉工程输
水隧洞8号平洞施工现场人声鼎沸，
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设备轰鸣，一
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在洞口外平台，
衬砌台车下，钢花四溅，工人们正在
紧张地进行模板安装作业。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江
汉水网公司引江补汉工程建设管理
二部主任彭春林说，作为引江补汉工
程主体隧洞埋深最深的标段之一，8
号平洞经过场地平整、边坡治理防
护，目前已经钻爆开挖 200余米，年
底可以完成硬岩隧道掘进机进驻。

“工程全面进入高标准高质量
加速建设阶段。”中国南水北调集团
有限公司江汉水网公司副总经理上
海峰说，2022年 7月 7日开工以来，

引江补汉工程如期完成年度投资计
划，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截至 2023
年底，先期开工建设的出口段工程
主体隧洞进洞 1015米，桐木沟检修
交通洞提前实现贯通，前期施工准
备工程 14条支洞实现进洞施工，18
条进场道路及相关附属设施基本修
建完成。

作为我国在建长距离有压引调
水隧洞中单洞长度最长、洞径最大、
综合难度最高的工程项目，引江补汉
工程从长江三峡库区引水至汉江丹
江口水库下游安乐河口。输水线路总
长194.7公里，多年平均调水量39亿
立方米，工程施工总工期 108个月，
工程静态总投资551.58亿元。

引江补汉工程是加快构建国家
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标志性工程。
建成后，将实现三峡水库和丹江口水
库隔空“牵手”，可有效提高汉江流域
水资源调配能力，增加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北调水量，并为引汉济渭实现远
期调水规模创造条件。

南水北调引江补汉工程
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1月9日，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兴融
支行的工作人员展示 2024年贺岁双
色铜合金纪念币和纪念钞。

当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2024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和纪
念钞开始兑换。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面
额10元，发行数量1.2亿枚；纪念钞面
额20元，发行数量1亿张，纪念币和纪
念钞均采取预约兑换方式发行。

新华社记者李 鑫摄

20242024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
和纪念钞开始兑换和纪念钞开始兑换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戴
小河）国家能源局 9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3年我国国内油气产量当量超
过3.9亿吨，连续7年保持千万吨级快
速增长势头，创历史新高。

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司长刘

红说，原油产量达2.08亿吨，同比增产
300万吨以上，较 2018年大幅增产近
1900万吨，国内原油2亿吨长期稳产的
基本盘进一步夯实。海洋原油大幅上产
成为关键增量，产量突破6200万吨，连
续四年占全国石油增产量的60%以上。

页岩油勘探开发稳步推进，新疆吉木萨
尔、大庆古龙、胜利济阳3个国家级示范
区及庆城页岩油田加快建设，苏北溱潼
凹陷多井型试验取得商业突破，页岩油
产量突破400万吨，再创新高。

“天然气产量达2300亿立方米，连

续7年保持百亿立方米增产势头。”刘红
说，四川、鄂尔多斯、塔里木三大盆地是增
产主阵地，2018年以来增产量占全国天
然气总增产量的70%。非常规天然气产量
突破960亿立方米，占天然气总产量的
43%，成为天然气增储上产重要增长极。

2023年我国油气产量当量超3.9亿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