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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联 互 通 向 纵 深 迈 进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

来，交通成为协同发展的先行领域。打通“大

动脉”，畅通“微循环”，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提供坚实基础和保障。当前，“轨道上的京津

冀”主骨架基本成形，互联互通的公路网络全

面构筑；京津雄核心区半小时通达，京津冀主

要城市 1 小时至 1.5 小时交通圈加速形成，多

节点、网格状、全覆盖的综合交通网络基本形

成；通勤人员乘坐定制快巴从河北燕郊出发，

1 小时到达北京国贸；快递从河北发往京津，

最快当天送达。交通一体化成果丰硕，正持

续向纵深发展。

站在新起点，谋划新未来。京津冀以更

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交通一体化，为

“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示范区”贡献交通力量。

打通雄安新区骨干路

不封路、不断流，京雄高速公路跨京

良 路 、 地 铁 房 山 线 钢 箱 梁 于 近 日 顶 推 就

位。这关键一步的“跨越”，为京雄高速年

内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京雄高速北

京六环至京冀界段已开通运营，五环至六

环段计划年内贯通。通车后，从北京驾车

到雄安不到 1 小时。”中铁六局京雄高速项

目经理李隽介绍。

千年大计，交通先行。雄安新区交通从

规划起就坚持高点定位，编制完成 《河北雄

安新区综合交通专项规划》 等 5 个交通专项

规划，布局了“四纵两横”高速铁路网、

“四纵三横”高速公路网、网格化普通干线

公路网和“一干多支”水上交通体系。

巨大的旋挖钻机缓缓钻进，一根根钻孔

桩逐渐浇筑成型。在雄安至忻州高速铁路

（以下简称“雄忻高铁”） 雄保段建设现场，

工人正在抓紧施工。“雄忻高铁雄保段已全面

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今年，雄保段新盖房特

大桥等3座大桥的钻孔桩将完成施工，预计到

明年实现大桥主体全部完工。”中国中铁电气

化局雄忻高铁项目总工程师李阳说。

与此同时，雄安新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快线 （以下简称“R1 线”） 也在紧张施

工中。在建设现场，100 多米长的大型盾构

机不断向前钻进。这条最高时速 200 公里

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全长 86.26 公里，共设

8 座车站，其中雄安新区段 6 座。

“R1 线建成后，从雄安新区出发可实现

30 分钟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1 小时到北京

丽泽商务区。”河北雄安轨道快线有限责任

公司现场负责人杨夫泽说。

目前，雄安新区新建高速公路 454 公

里。津石高速，京雄、荣乌新线，京德高速

一期通车；容易、安大 2 条普通干线建材通

道已投用。未来之城“四纵三横”交通大动

脉全面打通。

坚持高质量建设，创造雄安标准。在建

设过程中，当地积极开展长寿命路面材料、

设计与施工成套技术的研究，提高了路面使

用寿命；坚持创新引领，攻克了超距雷达等

技术难关，京雄高速智慧照明系统成功安装

投用；开设荣乌新线高速建设智慧化货运通

道，京德高速交通事故风险辨识系统完成实

地测试；《雄安新区公路工程标准体系》 中

的 67 项标准全部高于目前国家标准⋯⋯雄

安新区用质量和创新描绘出“未来之城”的

交通底色。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吕慧

哲表示，他们将加快完善雄安新区交通“微

细血管”，把打造智能、绿色、创新亮丽名

片作为新区交通运输建设发展方向，进一步

畅通雄安新区与京津、大兴国际机场及周边

城市的交通网络，紧紧围绕智慧高速、智能

出 行 、 低 碳 发 展 ， 打 造 交 通 强 国 建 设 先

行区。

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

5 月 26 日，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的

张涿高速与北京 G109 新线高速连通项目上，

小龙门隧道建设热火朝天。“小龙门隧道是连

通工程的重要节点。我们通过增加施工斜

井，将主洞施工面由 2 个增加到 6 个，工作效

率提高 1 倍，力保连通工程明年年底通车。”

该项目经理南江介绍，届时，这条路将成为北

京连通河北的又一条重要通道，从北京西六

环驾车向西前往河北将更加便捷。

同样忙碌的还有北京轨道交通 22 号线

（平谷线）河北段神威大街站施工现场，各种

机械车辆正在紧张作业。车站主体结构内，

工人们在深基坑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钢筋安

装、脚手架拆除与外运等施工。

“神威大街车站为地下两层标准站，总长

366 米。目前，平谷线河北段首批两个站点

潮白大街站和神威大街站已分别完成总体土

建进度的 75%和 74%。”神威大街站项目经理

华俊一说。

平谷线西起北京市 CBD 区，经北京市通

州区、河北省三河市至北京市平谷区，全长

81.2 公里。其中，三河境内约 30 公里，设有

燕郊、神威大街、潮白大街、高楼、齐心庄 5 座

车站和 1 个车辆基地。平谷线建成后，将大

大增强通州区对廊坊北三县的辐射带动作

用，推进北三县与通州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这些生动场景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深入

推进的具体展现。俯瞰京津冀，一张综合立

体交通网正在加速优化形成。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快建设。截至去年

年底，京津冀三地铁路营业里程达 10933 公

里，其中高铁 2575 公里，实现高铁覆盖京津

冀所有地级市，铁路对 20 万人口以上城市全

覆盖。

互联互通公路网络全面构筑。在河北

省，公路里程达到 20.9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达到 8326 公里，实现了县县通高速；打通拓

宽京津“对接路”42 条段共 2540 公里，连通干

线公路 48 条、74 个接口。

功能互补的津冀环渤海港口群基本建

成，河北省沿海港口生产性泊位 246 个，设计

通过能力 11.6 亿吨，吞吐量达到 12.8 亿吨。

大宗物资运输主枢纽港地位不断巩固。

一枢多支多点机场布局体系基本成形，

河北机场集团以委托管理形式加入首都机场

集团，京津冀机场群主要机场实现一体运营、

错位发展。石家庄机场空铁联运旅客占比保

持在 10%左右，对京津冀及周边区域的辐射

能力不断增强。

加快运输服务一体化

早上 7 点的河北涿州东站熙熙攘攘，在

北京工作的曹燕坐上从涿州开往北京的高

铁，25 分钟就能到达北京西站。“别看我住在

涿州，其实和住在北京也差不太多，从家到单

位 1 个小时，早晚车次选择也很多，偶尔加个

班也不耽误回家。”曹燕说。

交通网络更畅通，运输服务更优化。京

廊、京保、京涿通勤高铁相继开通。坐着京张

高铁去草原、搭乘京雄高铁去白洋淀赏荷花

更便捷。河北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实现全覆

盖，并与京津公共交通乘车刷卡互通。环京

定制快巴开通运营，为通勤人员提供定制客

运服务。目前，开通廊坊燕郊、大厂、香河至

北京国贸的主线路 3 条、支线 10 条。

在河北廊坊香河县安石路运河大道至冀

京界段建设工程现场，工人正在进行跨北运

河特大桥王家摆桥主桥钢结构拱肋拼装施

工，同步进行着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作为

北京市通州区与北三县 4 条跨界道路中率先

开工的项目，建成后将与通州区新石小路相

接，是香河县西部地区与通州区交通联系的

主要通道。

“安石路项目建设对促进京津冀交通一

体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总工程量已完成

92.6%。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工程进度，争取

早日通车，更好满足京冀间交通需求。”香河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韩凤龙说。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蓝图清晰美好。未

来，三地将持续强化区域路网联通，完善雄安

新区对外骨干路网，构筑更加便捷的交通圈；

加强枢纽集群联动，推动石家庄市与天津市

联合实施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构建

“四港引领、多极联动”的多式联运综合性货

运枢纽体系；优化区域协同航空运输网络，深

化京津冀机场群一体管理；提升运输服务一

体化水平，加密环京地区定制快巴通勤服务

网络，织密北三县跨区域通勤客运先行先试

样板；持续推动道路运输电子证照推广应用，

促进跨区域互信互认。

“河北省未来 5 年交通投资将保持年均

1000 亿元以上，铁路、高速公路、港口基础设

施规模保持在全国前列。”河北省交通运输

厅党组书记、厅长宋仁堂表示，下一步，河北

省交通运输系统将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主

要发力点，加快推动雄安新区对外交通网络

建设、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纵深发展和港口高

质量发展，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

台阶。

□ 本报记者 王胜强 杨学聪 周 琳

协同发展交通为先

王胜强

5 月 28 日 上 午 ，K7672 次 列

车缓缓驶离固安站，北京丰台至

河北固安的通勤列车正式开通。

这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的又

一成果，将进一步加强固安与北

京的交通联系，有效服务沿线群

众出行需求，更好地疏解北京非

首都功能。

协 同 发 展 ，交 通 为 先 。 自

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以来，一方面三地把交

通一体化作为推进协同发展的先

行领域，通盘考虑、统筹谋划，共

同推进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

交通格局优化；另一方面科学规

划和建设现代化、智能化的交通

网络体系，加快构建三地快速、便

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

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交通一

体化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

系统，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

坚实基础和保障条件。

9 年多来，三地在交通领域

建设上的成果有目共睹。“轨道上

的京津冀”加速形成，高速公路网

络越织越密，“断头路”加速打通，

“毛细血管”路更加优化，京津雄

核心区半小时通达，京津冀 1 小

时生活圈逐渐成为现实。这为畅

通三地人流、物流、信息流提供了

强大支撑，也为协同发展向纵深

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

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

范区。”日前召开的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对这

项重大国家战略寄予厚望，这对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

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起点，新征程。交通要在“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上发挥先行和基础作用，就

更需向提升硬件发力。要联网补网强网，加大铁路、公路

等路网建设，增加道路交通供给，不断以高质量高标准推

进现有交通项目建设。

要在补齐短板上发力，特别是要解决京津冀城市群

间通道不足，重点区域和部分地区路网不完善，多元化运

输供给能力不充分，空铁、空空、港铁等交通方式融合和

协调不够等短板。

要在强化服务上发力，重点关注京津冀三地特别是

环京通勤人员的“痛点”，进一步优化“毛细血管”路，加

强三地联动协调，优化现有站点设置，让通勤之路更

顺畅。

四川多措并举保增产
“四川小麦规模化绿色高质高效生产大邑示

范区今年共种植小麦 10 万亩，收成 4000 多万公

斤，亩均增产 20 余公斤。”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

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科负责人徐文忠说，

“我们选种的小麦品种具有抗倒、抗病、高产等

特点。今年，小麦灌浆时间延长，粒重不低，产

量实现了稳中有升。”

今年，四川小麦播种总面积约 880.5 万亩，

占西南麦区近 60%的播种面积，较去年稳中略

增。随着油菜、小麦陆续收割结束，成都平原、

川北地区进入水稻、夏大豆等作物的播种季节。

强化农资保障、提高种粮效率、稳定播种面积，

四川“三夏”生产正当时。

“河对岸还有几十亩，大家加把劲！人歇机

不歇。”5 月 29 日上午，在什邡市马井镇黄龙村

三组的稻田中，泽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黎登

泽正忙着指挥农机手插秧。

黎登泽表示，从 4 月 19 日开始，合作社已陆

续承接 2 万余亩土地的插秧托管服务。“育秧、

打田、插秧、质保、收割，合作社提供的全产业

链服务不仅可以降低种植成本，还可以提高水稻

产量。”黎登泽说，什邡市农业农村局还为合作

社购买 18 台插秧机提供了 50 余万元的购机补

贴，极大地缓解了合作社的资金压力。

德阳市罗江区是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

地，当地投入项目资金 1000 余万元，建成占地

5000 余平方米的现代化育秧工厂，全面提升水

稻机械化育秧关键环节技术，实现水稻集中育苗

10.3 万亩，占全区水稻总面积的 88.03%。

“我们有固定合作的种业公司，每年 6 月初

都会开展水稻育种，随后便会大面积插秧。”罗

江区骐鑫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武伟说，种子是农业

的“芯片”，稳定和增加播种面积的关键在于良

种；此外，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推进、农机使用

效率进一步提高也必不可少。

“我一共流转了 2000 多亩土地，在政府部门

的支持下，今年我对其中近 500 亩机械化程度较

低的地块进行了整理，实现了‘碎田变整田’；

又新修了一条长 3 公里的水渠，解决了灌溉难

题。我有信心打好夏粮‘丰收战’！”武伟说。

当前，罗江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5.2 万亩，

修建水渠 162 公里、田间道路 103 公里。今年，

罗江区累计开展粮食生产技术培训 8 期，700 余

人次参加了培训。

除此之外，为了确保农资及时到位，市场

监管同样不能缺位。德阳什邡市加大农资市场

监管力度，定期组织专人对农资生产经营主体

开展全覆盖检查，累计检查农资生产、售卖点

位 200 余个，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哄抬价格等

行为。

四川农情调度显示，预计今年四川将收获夏

粮 452.1 万吨，同比增加 15.4 万吨。

6 月 2 日，在广西柳州市柳江区一家空调企业生产车间内，工人在操作台作业。近年来，柳

江区大力发展空调等产业，智能家电逐步成为柳江区规上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黎寒池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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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正在建设中的京雄高速。

图② 繁忙的河北省唐山市唐山港

京唐港区。

图③ 河北省邢台褡裢机场航站楼。

谭 磊摄

在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调元镇团堆

村，农户们正在开展机械插秧作业。

罗 成摄

□ 本报记者 刘 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