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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

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让西藏自

治区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伍达倍感振

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通过乡村

建设行动，补齐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弱项，深化农

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农畜

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和农牧民持续增收韧性，将为共同富裕奠

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徐伍达说。

在拉萨市 40 个村（居）中，“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设行

动计划先行试点和整村推进工作正在进行。“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激励着我们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拉萨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郭万军说，下一步，拉萨农

业农村部门将继续抓好“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设提档升

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等项目，系统提升

农牧区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水平，建设群众安居乐业、生态

良好、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

在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玉麦村，乡村振兴专干达娃卓玛

说：“聆听党的二十大报告后我备受鼓舞。在党的领导下，我

们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农牧区更美了，农牧民更富了。去年

年底，玉麦村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 3.7 万元。”达娃

卓玛表示，要抓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机遇，立足本职

岗位，竭尽所能、发挥所长，为乡村振兴事业添砖加瓦。

聆听党的二十大报告后，陕西省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各项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振兴，令我们深受鼓舞。”陕西省铜川市耀州

区照金镇党委书记杨琦说，他们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奋力打造红色党建、循环农业、特

色产业、全域旅游四大品牌，让老区人民生活得越来越好。

崔婧是榆林市绥德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派驻该县满堂

川镇武平村的第一书记。“党的二十大为乡村振兴描绘了新

蓝图，驻村干部将继续践行初心使命，和村民们一起以昂扬

的斗志创造更加红火的生活。”崔婧说。

为保护秦岭生态和水源地安全，西安市长安区前些年

对山区数个自然村进行集中安置，实施了五台街道石砭峪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项目。该村第一书记王伟说：“我们将认

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通过党建引领、企业带动、村企共

建、党群共建，把党支部打造成乡村振兴的‘主心骨’。”

于 2018 年建成的咸阳市淳化县铁王镇铁王村易地搬

迁社区，让 115 户脱贫户住进了新房。铁王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张小刚表示，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我们将通过强党建、强规划、强产业、强生态、强治理，

进一步形成人心思齐、人心思干的发展局面”。

高产高效端牢饭碗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

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河南省郸城县委书记李全林

说，“我们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坚持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坚决把我们的饭碗装上中国粮。”

2022 年 4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河南周口国家农高

区，农高区位于郸城县，总面积 118 平方公里。抓住这一重

大历史发展机遇，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齐心协力抓建

设。“六横九纵”路网工程、水系连通工程和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已启动，河南省农科院郸城分院、河南现代农业研究院、

周口现代农业研究院等科创平台正在完善。“粮食深加工企

业云集农高区，势必大有作为。”郸城县县长董鸿说。

“我们在农高区建设紫优 5 号功能小麦种植基地，从育

种、试种到生产、销售，建成了第一条小麦全产业链。我们

将乘着党的二十大的东风，进一步壮大产业链。”中科院农

业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小麦育种专家张正斌说。

“聆听党的二十大报告，深感农高区建设责任重大。我

们要积极打造创新高地，继续深化与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

合作，大力引进培育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争取在打造供应

链、提升价值链上取得新突破。”河南周口国家农高区工作

人员韩金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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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 年以来，10 年间，广铁集

团积极有序推进粤湘琼三省的铁路建

设，铁路网络不断织密，“轨道上的粤

湘琼”正从蓝图逐步变为现实。2022 年

9 月 6 日，渝厦高铁益阳至长沙段正式

运营，益阳市加入高铁城市圈，至此，

广铁集团管内粤湘琼三省除海南三沙

市外，实现市市通高铁。

10 年来，广铁集团积极克服各

种严峻挑战和考验，特别是近 3 年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勇毅前行谋

发 展 ， 各 项 工 作 取 得 历 史 性 成 就 。

2012 年底，广铁集团铁路运营里程为

6699.7 公里，其中高铁 1494 公里；10

年后的今天，广铁集团铁路运营里程

达 到 11411 公 里 ， 高 铁 达 到 5391

公里。

高铁在粤湘琼大地上不断延伸，

10 年间，广铁集团先后建成投产沪昆

高铁长怀段、京港高铁赣深段、深湛铁

路江湛段、贵广高铁广东段、张吉怀等

20 条、3897 公里的高铁及城际新线，

结束了粤西、粤东北、湘西北等 7 个

市、州不通高铁的历史，香港进入了全

国高铁网。高铁已成为沿线群众出行

的“主通道”、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乡村振兴的“加速器”。

让旅客出行更美好，广铁集团科

学规划并加快推进广州、深圳、长株潭

等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积极推动干线

铁路与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城市轨道

交通互联互通。加快粤港澳大湾区、

长株潭等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地区轨

道交通“四网融合”，一步步实现广州、

深圳枢纽“四面八方、四通八达、面向

全国、连接东南亚”的重要目标。建成

5 条、520 公里普速铁路，在全国铁路

率先构建起多层次、大容量、通勤式、

公交化的快捷轨道网。

依托日益发达完善的铁路网，广

铁集团持续扩大动客车开行覆盖面，

更大范围推广运用 5G、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不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

结构，实施服务便捷工程。完善刷脸

进出站、无感支付、验检合一和智能引

导，改善车站市政交通接驳、站车基本

服务，保障老年及脱网人群服务。加

大一日往返、夕发朝至等列车开行力

度，发展“高铁＋航空、共享汽车、海

运”等联程联运服务，率先打造高铁出

行生态圈。

悄然过去的时光中，无数张纸质

车票，已隐入手机中。售票之变，换来

的是旅客越来越好的出行体验。自

2012 年春运起，广铁集团全面实施互

联网售票。目前，互联网售票已经成

为旅客购票的主要渠道。据统计，截

至 2022 年 10 月，互联网售票日常占比

为 86%，2022 年春运占比达 96%。

从 2012 年到 2022 年，广铁集团的

客运营业站由 143 个增加至 320 个，日

开 行 旅 客 列 车 从 536.5 对 增 加 至

1498.5 对 。 动 车 组 由 313 对 增 加 至

1291.5 对，增长 312.6%。10 年间，年旅

客发送量高达 5.3 亿人次，2021 年，高

铁发送旅客占总发送人数的 81.5%。

十载光阴流转，广铁集团始终围

绕振兴铁路现代物流，全面推动铁路

“大物流”体系建设，形成“干线通道+

集疏运体系+内陆港”高效衔接的现

代物流体系。加快推进智慧怀化西、

长沙北、广州大田、深圳平湖南等 18

个物流基地建设，为建成区域现代化

铁路基础设施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自 2013 年在东莞石龙站首次开行中

欧班列以来，广铁集团中欧、中老等国

际货运班列始发站点陆续增加了大

朗、平湖南、怀化西、长沙北、广州国际

港、常平、江门等站，抵达国家从原来

的中亚 5 国，逐步辐射德国、法国、俄

罗斯、老挝等 40 个欧亚国家。

未来 10 年，广铁集团将加快建

设长赣、湛海等一批粤湘琼对外铁路

大通道，建成瑞梅等普速铁路，全面

畅通粤湘琼三省的“微循环”，加快

构建区域性铁路延伸集散的现代化铁

路网。优化铁路货运综合枢纽功能，

加快深圳平湖南、广州大田、海口南

等铁路物流基地建设，完善货运枢纽

集疏运体系，提升物流基地及货运场

站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在广州南

沙、深圳盐田、惠州大亚湾等开展铁

水联运，加快推进铁路与水运、航

空、公路等交通方式的客运“零换

乘”。奋力建设路网更加发达完善、

运输服务更加优质高效的铁路强局，

加速推进粤湘琼三省铁路建设，更好

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数据来源：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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