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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专题策划⑥

中国交通，万水千山只等闲
■张 伟 中国国防报记者 方 帅

从北京上空俯瞰京南大地，一只由
钢铁骨架构筑的“凤凰”展翅欲飞。2017
年 12月 31日，北京新机场航站楼封顶封
围后，凤凰展翅的设计风格已初露真
容。根据计划，今年底这里将实现主体
工程完工，2019年建成通航。

设计师精心设计的“凤凰展翅”造
型，让人们联想到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
民航业的快速发展。有关资料表明，改
革开放以前，我国拥有国际、国内各类航
线共 162条；各类运输飞机 140余架，且
大多数是上世纪 50年代或 40年代生产
的苏式中小型客机；70个定期通航机场
设备落后，保障能力很低。

“改革开放之前，出外能乘坐飞机，
那是身份的象征。”国航客舱服务部主任
林雅丽，是我国最早的一批空姐之一。
据她回忆，在 1978 年以前，购买机票需
出具单位介绍信，乘机人大多是县（团）
级以上干部，民航归属军队系统管理。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民航很快完成了
“军转民”的身份之变，买机票也不再需要
单位介绍信。经过 40年来的发展，民航
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普通百姓乘坐飞机
出行早已不是啥稀罕事。《2017年民航行
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去年，我国民
航业已有颁证运输机场229座，开辟定期

航线 4418条，各类运输飞机 3296架。仅
去年，民航旅客运输量就达 55156 万人
次，运输周转量较 1978年增长 362倍，年
均增长16.3%。
“中国毫无疑问是民航业全球增长

最快的市场。”美国波音国际副总裁庄博
润曾对媒体透露，2017 年，波音公司生
产的飞机 25%销往中国。事实上，民航
业的快速发展让波音公司等航空巨头调
高了对中国市场的预期。前不久，波音
公司发布预测称，未来 20年，中国市场
将需要 7600 多架新飞机，总价值达 1.2
万亿美元，将成为世界首个总价值超万
亿美元的航空市场。

乘飞机出行不再是身份象征

仲秋，层峦叠嶂的秦岭深处，一列乳
白色的动车组列车沿着西成高铁线飞
驰。西成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千年来阻
隔我国西北西南的秦岭天堑被贯通，西
安至成都列车运行时间由 11小时缩短
为 4小时，蜀道难成为历史。

从逢站必停的绿皮车，到舒适的空
调列车，再到奔驰的高铁……40 年来，
铁路成为交通运输业辉煌发展的有力见
证。数据显示，1978 年，我国铁路运营
里程只有 4.86 万公里，而到 2017 年底，
这个数字已增加到 12.7万公里，其中高
铁 2.5 万 公 里 ，占 世 界 高 铁 总 量 的
66.3%，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冠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中国铁路 40年（1978-2018）》的作
者才铁军，有着 30年记者经历，长期研
究和宣传中国铁路。在他看来，伟大诗
人屈原的这句诗，就是中国铁路改革开
放40年来锐意前行的诗意表达。

铁路是国民经济发展大动脉。铁路
建设不仅能为公众出行提供方便，更能
为地区发展注入新动力。2008年 8月 1

日，我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最高时速
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开通
运营，中国正式跨入高铁时代。如今，京
津城际从最初的 47对列车一路增加至
108.5 对，累计发送旅客 2.5 亿人次。客
流也从开通之初的旅游探亲为主演变为
旅游流、探亲流、商务流等，有力促进了
两地深层次交流合作。

京津冀只是“高铁经济”发展的一个
缩影。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渤海之滨到
西部戈壁，从中部平原到西南群山，从东
北雪原到江南水乡，中国高铁串珠成线、
连线成网，创造了百姓出行新速度、经济
发展新动力和中国创新新高度，改变着
中国，也影响着世界。

与此同时，中国铁路逐步走向世界，
成为见证我国高端装备创新实力的名片。
“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铁路‘走出

去’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渐入佳境。”才铁
军说，我国铁路以兼容性好的标准体系、
通用性强的建造技术、系统性好的运营管
理技术，赢得了先进、可靠、性价比高的
“中国口碑”。

高铁为地区发展注入新动力

川滇交界，雨后的群山披上了一层
新绿，金沙江汹涌奔腾，河谷里的风裹挟
着水汽在山峦间升腾，雅西高速腊八斤
特大桥横悬其上。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东海大桥、杭
州湾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近年来，我
国陆续建成一批世界级桥梁，排名世界前
10的大跨径悬索桥和大跨径斜拉桥中，我
国分别有 5座和 6座——“最长、最高、最
大”的纪录，不断被写进世界桥梁史。

享誉全球的“中国桥”，仅是改革开
放 40年来我国公路建设突飞猛进的缩
影。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公路通车总
里程89万公里，公路密度为9.27公里/百

平方公里，而到 2017 年底，总里程已达
477.35 万公里，密度达 49.72 公里/百平
方公里。其中，全国通公路乡（镇）达
99.99%，建制村达99.98%。
“翻天覆地”，人们经常用这四个字

形容我国公路的发展变化。作为现代交
通运输代表的高速公路发展最为典型。

1988年，我国大陆第一条高速公路——
沪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从那以后，高
速公路建设连创新高：1999年总里程突
破 1万公里，2007年突破 5万公里，2012
年达 9.62万公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速公路总
里程增加了4万公里，高速公路网已覆盖

97%的 20万人口以上城市。截至2017年
底，高速公路以 13.65万公里的通车里程
居世界之首，创造了世界高速公路史上
的奇迹。
“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

路，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
供了基础设施保障。”前不久，交通运输
部一位领导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城乡服务等“八大工
程”，不断提升农村公路管理水平。

农村公路服务乡村振兴，只是我国
公路发展惠民生的缩影。展望未来，我
国公路交通将越来越成为全面小康征程
中的新“助力”，不断描绘民生新画卷。

高速公路里程居世界之首

“铁生铁生，为铁路而生。”刚坐定，
谭铁生就聊起了自己名字的由来。他
说，这个名字是由同在铁路工作的父亲
给起的，挺有纪念意义，自己很喜欢。

1964年，谭铁生进入铁路系统工
作，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做扳道员。
1978年，他被调入广铁集团军调室，一
直干到军调室主任才退休。一直以
来，谭铁生都认为是因为这个名字，自
己才与铁路一生结缘。
“我刚到军调室那会，京广线到湖

南衡阳就变成了单线，车辆调度是半
自动的。”今年 69岁的谭铁生声音洪
亮、精神矍铄。他告诉记者，当时搞调
度主要是靠人工——工作人员整天趴
在调度台上，手里拿着多种颜色铅笔、
钢笔铺画着铁路运行图，外加一部电
话机指挥着20多个车站。

事隔多年，谭铁生至今还记得一件
事。一次，大浦街站一位职工家属临
盆，需要去衡阳医院。由于大浦街站太
小，一般的火车不经停。事情紧急！谭
铁生向值班主任建议，让过站列车在大
浦街站停靠一分钟。值班主任同意了
他的建议，为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列车司
机，他们又联系株洲站在列车经过的地
方悬挂一个铁盒子作“路签”，里面放着
“在大浦街站停靠一分钟”的指令。经
停列车工作人员路过时，用一个夹子取
走“路签”。最终，列车在大浦街站停了
一分钟，才没有误事。
“现在，一个按键就能精准传达调

度指令。”聊起现在的条件，谭铁生啧
啧赞叹。言语间，充满羡慕之情。他
介绍，改革开放之初，广铁集团只负责
运营京广线深圳段，共 1000 多公里。
后来，又建设了广梅汕铁路、三茂铁路
和海南铁路。如今运行里程达 9000
公里。截至目前，京广线先后提速 6
次，运行列车由每天 10 多对增加到
200多对，运力大幅提升。

谈起铁路提速，谭铁生兴奋不已。
“前几天，我的老伙计们乘高铁

来湖南看我，从广州到衡阳不到 2小
时。”谭铁生说，以前，从衡阳到广州
的单线铁路一到坪石就“卡脖子”，坐
着绿皮火车一路上“咣当咣当”需要
十几个小时。

打开话匣子的谭铁生，聊起军
列调度也滔滔不绝。他介绍，改革
开放之初，即使是绿皮火车数量都
很有限，输运新兵基本都是靠“闷罐
车”，既没有座位，又没有照明，速度
也很慢。

在谭铁生看来，“如今有了高铁，真
是天壤之别”。他说，现在输运新兵高
铁使用率超过30%，即使是普通列车输
运也多数能安排卧铺，乘坐体验舒适，
运行速度又快，真羡慕现在的条件。
“关键是，军地沟通协调机制逐步

完善，为军列的协调调度提供了有效
保障，输运效率因而也大大提高。”聊
起以往经历，谭铁生颇为感慨。他相
信，搭上新时代的快车，未来的一切一
定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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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路硬化到地头，公共交通到村头，

游客民宿到门头”，这是浙江武义上黄村

村民的“三头”生活写照。近几年，随着农

村公路的改造提升，这个村以“江南布达

拉宫”的美名成为网红村。

回顾浙江乡村公路发展历程：2003

年实施“乡村康庄工程”，2006年所有乡

镇通等级公路，2011年实现“农村公路村

村通”，2016年全面创建“万里美丽经济

交通走廊”，2017年实现“农村客车村村

通”……10多年间，浙江新改建农村公路

9万公里，农村交通水平居全国前列。

浙江农村公路建设，仅是我国交通运

输业改革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国民经

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交通运输业的水平代

表着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影响着人民的

生产和生活。从主要依靠步行，到拥有第

一辆自行车；从时速几十公里的绿皮车，

到时速300多公里的高铁；从长时间排队

只为搭上一辆公交车，到如今手机一点就

能叫到网约车……改革开放40年来，我

国居民出行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

历史的脉络，总会在一些地方留下

清晰的印记。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铁

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改革开放

4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铁

路以实干实绩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今天，我们拥有全世界速度最快的铁路

系统，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4个半小时；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长的高铁网，总里程

超过第 2至第 10位国家高铁里程的总

和；在我国最繁忙的车站，平均每84秒就

有一趟高铁驶过……数字折射出的，是

交通运输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如今，我

国高铁、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

程和港口深水泊位数量均居世界第一。

与风竞速，陆地飞行。作为我国自

主建设的首条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

京津城际在高铁技术标准体系等方面实

现一系列创新突破。高速度不仅让人们

享受高质量的出行体验，更让高铁所连

接和承载的城市文化和精神特质互相融

合。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交通正以更快

的速度、更时尚的生活方式，让人们感受

到国家的强大和作为中国人的自信。

每年的春运，是观察我国交通运输能

力的窗口。相关数据显示，1979年，我国

春运历史性突破1亿人次。此后，“一票难

求”成为春运的焦点。2018年春运，全国

旅客发送量达近30亿人次。40年间，我国

春运规模扩大了近30倍。速度和运力提

升的背后，是交通运输业的跨越式发展。

数十年磨砺，一朝惊艳。我国交通

运输业发展带来的，不仅有时空观念的

变化、经济版图的重构，更有难能可贵的

精神财富。多年来，我们一步一个台阶

冲破技术封锁，苦练内功、厚积薄发，靠

自主创新实现了高铁产业腾飞的梦想。

探寻中国高铁成功的深层原因，以优取

胜的品质意识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

最重要的关键词。无疑，这是中国高铁

后来居上的秘诀所在，也是中国制造迈

向中高端不可或缺的内在支撑。

中国的发展牵动着世界。今年6月

底，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第一单——印

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铁项目进入全

面实施推进的新阶段。值得期待的是，

建成后的高铁线上，将出现来自中国的

标准动车组疾驰的身影。

举目已觉千山绿，宜趁东风马蹄

疾。无疑，高铁技术将把中国制造带到

一个新的关键路口。今后，中国高铁的

“金名片”不仅会让中国人体会到经济发

展的强劲动力，也将让全世界感受到中

国制造的不俗实力。

交 通 ，改 变 中 国
■张 毅 王雪峰

纵 横 谈

改革开放 4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业实现跨越式
发展，如今正以新速度跨越新高点，以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助力中国这艘巨轮
在伟大复兴的征途上谱写时代华章—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铁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一张更加均衡的交通运输网徐徐铺展开来。根据规划，到2020年，我国铁路网规模将达15万公里，

其中3万公里高速铁路将覆盖80%以上大城市。这是无人机拍摄的海南环岛高铁东线三亚段。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亲历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