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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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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9日15时03分，我国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将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发射升空，卫
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爱因斯坦探针卫星是中国科学院空
间科学先导专项研制的一颗空间科学卫
星，因主要科学目标涉及黑洞、引力波等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重要预言，取名为“爱
因斯坦探针”。

捕捉转瞬即逝的宇宙“焰火”

宇宙中有哪些爆发现象？这些爆
发是如何发生的？宇宙中还有没有我
们未知的天体类型？爱因斯坦探针卫
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在X射线
波段探测宇宙中的爆发现象，进而解答
这些问题。

“宇宙中的爆发现象通常会在短时
间内出现，然后很快消失，就像转瞬即逝
的‘焰火’。这种‘焰火’是随机出现的，
很难预测，想要及时捕捉到，就需要对宇
宙空间进行大范围、不间断的巡视。”爱
因斯坦探针卫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袁为民说。

袁为民介绍，X射线属于电磁辐射

的一种，它的波长很短，光子能量很
高。天体的爆发和剧烈活动往往温度
很高，会发出X射线。爱因斯坦探针
卫星就像一台宽视野的摄像机，通过
拍摄X射线“电影”来监测天体的活动
和爆发。

“由于地球大气层会阻挡来自天体
的X射线，所以需要把望远镜送入太空，
才能开展X射线探测。”袁为民说，爱因
斯坦探针卫星将开展高灵敏度实时动态
巡天监测。

“看”得更远更清晰

“国际上现有的类似设备，由于灵敏
度有限，主要探测的是银河系内的爆发
现象，以及宇宙中最亮的伽马射线暴。
要探测更多的来自其他星系的爆发现

象，需要能看得更远的设备。”爱因斯坦
探针卫星宽视场X射线望远镜光学系统
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张臣说。

据介绍，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共搭载
了宽视场X射线望远镜和后随X射线望
远镜两台有效载荷，在国际上首次大规
模运用了“龙虾眼”微孔阵列聚焦成像技
术，还实现了CMOS传感器的空间X射
线应用。

“与国际同类设备相比，爱因斯坦探
针卫星的探测能力提高了1个量级以
上，能发现更遥远和更微弱的信号，能看
得更清晰，定位得更精准。”张臣说。

据悉，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在进行大
视场探测的同时，能够精准捕捉到宇宙
中遥远暗弱的高能暂现源和转瞬即逝的

未知现象，并发布预警引导其他天文设
备进行后随观测。

助力解答宇宙未解之谜

“从太阳系附近的恒星活动，到银
河系和邻近星系中的白矮星、中子星和
黑洞的爆发，再到更遥远星系中的超新
星、宇宙中沉寂的黑洞的爆发等，爱因
斯坦探针卫星的科学探测目标非常广
泛。”爱因斯坦探针卫星科学应用系统
总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刘
元说。

此外，两个中子星并合时会产生引
力波事件，爱因斯坦探针卫星还有可能
发现伴随引力波信号的X射线辐射。

“爱因斯坦探针卫星能精准捕捉到
更加遥远和暗弱的暂现源和爆发天体，
探寻来自引力波源的X射线信号。”刘元
说，这对研究恒星活动、致密天体形成及
演化等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宇宙最早的恒星是什么时候形成
的’‘是不是每个星系中心都存在一个超
大质量黑洞’……这颗卫星的探测结果
有望帮助回答一系列重要科学问题。”刘
元说。

捕捉宇宙“焰火”
——解码爱因斯坦探针卫星

□新华社记者 张泉

1 月 8 日在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马良
镇拍摄的引江补汉工程输水隧洞8号平洞
施工现场（无人机照片）。

近日，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重大项
目——引江补汉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作为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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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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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国之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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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南水北调引江补汉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南水北调引江补汉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1月8日下午，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人
潮涌动，手机企业OPPO公司的产品发
布会正在进行。当日发布的2024年新
款手机OPPO Find X7，不仅在摄像功
能上追求品质，针对系统卡顿问题也做
了解决方案。

近年来，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推动
了国产手机品牌崛起。OPPO 公司在
影像、5G、AI等领域持续突破，成为我国
企业出海的一张名片。华为公司2023
年8月底发布的手机Mate 60，甚至出
现了“线下门店大排长龙、线上商城一秒
卖光”的“一机难求”火热消费场景。

OPPO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国产手
机“一机难求”，本质上是由于技术提升，
各个品牌都全力在创新上做大文章，大
力解决消费者痛点、着眼提升手机性能。

站在岁末年初的新起点上，我国的创

新动力、发展活力勃发奔涌，日新月异的创
新产品不断涌现，给中国制造增添新亮色。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产手机的生产
基地——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2023年1月至11月，松山湖开发区
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3356.85亿元，同比
增长8.9%，实现工业投资142.39亿元，
同比增长6.7%，工业技改投资91.87亿
元，同比增长21%，投资者用真金白银投
下“信心票”。

无独有偶。同样在开年之际，珠三
角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也传出捷报——1
月1日，比亚迪公司公布产销快报，2023
年第四季度纯电动乘用车销量首次成为
全球第一。至此，比亚迪2023年全年新
能源汽车累计销售超过302万辆，继续
保持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售冠军地位。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清

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张永伟表示，新一代的电动汽车，最新的
车型基本都在我国率先推出；全球新一
代汽车相关技术，也往往是在我国推出
的产品中率先应用，为新能源汽车产业
巩固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手机、新能源汽车……在过去的
2023年里，从操作系统、EDA等软件攻
关取得阶段性突破，到国产ECMO打破
外企长期垄断，再到核磁共振设备实现
国产替代并量产，一个个代表新质生产
力的新技术、系统、产品、项目在我国诞
生、落地，在底层技术突破方面多点开
花、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带来“开门红”。

2023年，我国工业经济呈现回升向
好态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
稳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保持全球第一。

制造业亮点频出的背后，是创新体

系建设不断加强、创新动能持续增强。
就在1月7日，我国国产首艘大型邮

轮“爱达·魔都号”完成首航，标志着我国
造船业能级进一步提升，中国人乘坐自
己的大型邮轮出海旅行的梦想成真。

放眼神州大地，广东把实现新型工
业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任务，尤其
是在珠三角的一系列大科学装置加快布
局，将成为未来产业的“孵化器”；重庆8
日发布《重庆市工业产业大脑建设指南
（1.0）》《重庆市未来工厂建设指南（1.0）》，
对产业大脑和未来工厂的建设做出具体
规划指导，将聚焦制造业细分行业，重塑
产业组织形态和资源配置模式。

业内人士认为，开年以来多地以科
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让传统产业在技
术改造中焕发新生机，新兴产业在新赛
道上更有新活力。

国产手机、新能源汽车走俏：中国制造“开门红”
□新华社记者 王攀 陈宇轩 黄浩苑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选
树宣传在火热的公安基层一线涌现出
的先进典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励
广大公安民警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在第四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来临之
际，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向全社会宣传
发布2023“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

李春（女）、祖旭（女）、霍耀明、李华
瑞、刘欣（女）、杨文卿、陆迅、陈飞、马义
民（回）、曾东、刘文巍、马怀龙、罗瑱
（女）（壮）、徐凯（藏）、王泽郁（女）、郭
勇、艾尼瓦尔·吐尔孙（维吾尔）、张威、
朱奕耿、黄日（壮）等20名个人光荣当
选。他们中，有的战斗在打击电信网络
诈骗等违法犯罪第一线，英勇无畏，不
怕牺牲；有的冲锋在抗洪抢险最前沿，
迎难而上、逆行出征；有的坚守在街巷
社区百姓身边，一心为民，共建平安家
园；有的奋战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
和重大活动安保现场，以最高标准，确

保绝对安全；有的扎根国门边境，默默
守护，无私奉献。他们虽警种岗位不
同，但都用实际行动，忠实履行着党和
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兑现着

“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为续写
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
迹”新篇章作出了重要贡献。

发布仪式现场采用视频展示、互动
采访等形式，讲述“最美基层民警”先进
事迹和工作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和
公安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证书。

广大公安民警纷纷表示，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以“最美基层民警”为
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坚
决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
稳定、促发展，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
的新时代职责使命，努力以公安工作现
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为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公安力量。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发布
2023“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2023年，
我国粮食产量再获丰收，全国收购平稳
有序，全年收购量保持在4亿吨以上，与
上年水平大体相当，“大国粮仓”安全保
障能力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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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目前我国粮食库存充裕，库存消费比远
高于17%至18%的国际粮食安全警戒
线。全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达到7亿
吨，粮食仓储管理规范化、精细化、绿色
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仓储条件总
体保持世界较先进水平。

据介绍，虽然我国粮食连年丰收，
但粮食供求中长期呈紧平衡态势，品种
结构矛盾仍然突出，粮食生产向主产区
集中，大范围、长距离、快速调运供应的
压力增大。刘焕鑫说，为了保障粮食市
场供应充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加
大粮食宏观调控力度，认真组织政策性
粮食销售，适时开展中央和地方储备轮
换，发挥吞吐调节作用。在国际粮食市
场大幅波动的情况下，我国粮食市场保

持平稳运行。
2023年，我国粮食储备管理力度

逐步加大。中央储备粮、最低收购价
粮实现信息化全覆盖。所有省级储备
粮、29个省份的市县级储备粮实现信
息化全覆盖，省市县三级储备粮信息
化覆盖率达到95%。坚决查处涉粮违
法违规案件，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
门作出行政处罚8000多例，罚没金额
达2210万元。

刘焕鑫表示，2024年将进一步强化
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统筹抓好市
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引导多元主体
积极入市，及时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
案，积极应对灾害天气等突发情况，守
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强化收购
服务，优化组织方式，提高农民售粮满
意度。立足市场供应，关注重点时段、
重点地区、重点品种，精准落实调控措
施，保持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做好政策
性粮食销售工作，发挥调节供需、稳定
市场的作用。还将加强区域粮食应急
保障中心建设，健全粮食应急保障体
系，提高应急保供能力。

2023年全国粮食收购量超4亿吨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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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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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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