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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公安局西秀分局公告
安顺市公安局西秀分局拟将以下收缴车辆报废，公告期：7个工作日，该批车辆存放在地为所属相关派出所。

●遗失贵州中黔顺安建设有限公司公章（编码：5204030103555），声明作废。
●遗失西秀区利聪达建筑材料销售中心公章、吴聪利私章，声明作废。
●遗失安顺市黄果树旅游区名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伍瑞豪
私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华社北京12月 30日电 记者
30日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根据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经核算，2023年全
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
产业增加值、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比 重 分 别 为
4.59%、4.24%、15.34%。

2023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
值为 59464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4.59%，比上年提高0.17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2023年，文化服务业增
加值为41158亿元，占文化及相关产业
增加值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提高2.3
个百分点；文化制造业增加值为12168
亿元，占比为20.5%，比上年下降2.6个
百分点；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为
6138亿元，占比为10.3%，比上年提高
0.3个百分点。

2023年，全国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
值为 54832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4.24%，比上年提高0.57个百分点。
从内部构成看，旅游业增加值为

49890亿元，占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比重为91.0%，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
点。旅游相关产业增加值为 4942 亿
元，占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9.0%，比上年下降1.7个百分点。

2023年，全国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
值为 198534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15.34%。分三次产业看，农业及相关产
业增加值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44.9%、27.0%、
28.1%。第一产业增加值规模最大、占
比最高。

从农业及相关产业大类看，农林
牧渔业、食用农林牧渔产品加工与制
造、农林牧渔业及相关产品流通服务
增加值规模居前三，占农业及相关产
业 增 加 值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47.3% 、
19.2%、15.6%。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
全国文化、旅游、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比

皑皑白雪，莽莽天山。这里孕育了
无数生命奇迹，滋养草原绿洲；也曾阻隔
无数行人的脚步。

穿越霜雪，踏过沧桑，一代代人怀揣
交往交流交融的梦想，寻路天山、绕行天
山、翻越天山，最终——打通天山！

30日，天山深处传来欢呼声，世界
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全
线贯通。打通这条长达22.13公里“咽
喉”隧道，连接乌鲁木齐与天山南侧尉犁
县的乌尉高速通车在望。

隧道通车后，从中部区域穿越天山
连通南北疆只需20分钟车程，将改变天
山南北的交通格局，缩短两地间的时空
距离，促进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深入交流
发展。

大道昌隆，南北贯通的新疆正在迈
入繁荣发展的新征程。

民心所向，掘进天山

冷风呼啸，寒途漫漫。出乌鲁木齐
沿国道G216一路向天山南行，至海拔超
4000米的胜利达坂附近，已是冰封雪砌
难以通行。

不远处天山胜利隧道内已“三洞”贯
通，直径8米多的中导洞位于中间，两个
直径约为12米的主洞在两侧，隧道如避
风港，宽敞明亮，两车道的路面平整通向
远方。

这项工程，让家住隧道出口附近的
牧民巴叶感慨良多。“希望早点通车！以
前家人有急症，想去北疆就医，开车上山
至海拔3000多米处就遇到大雪封路，只
能原路返回。”世代生活在天山脚下的巴
叶说，尽管南疆和北疆在地图上直线距
离并不遥远，实际上却让乡亲们觉得隔
着千山万水。

北有草原河谷，南有大漠绿洲。千
百年来，东西延绵2500多公里的天山山
脉，横亘新疆南北，拦阻往来通途。跨越
天山，是新疆各族群众的殷切期盼。

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致力于加
快交通建设连接南北疆，先后派出数万
名筑路大军奔赴天山，他们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在崇山峻岭间铺就一条条通
路。G216线乌鲁木齐至库尔勒公路、
G217线独山子至库车公路等，如同坚韧
的纽带，将南北疆紧紧相连。

然而，随着新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人流、物流迅速增长，既有公路远不能满
足南北疆来往的现实需要。

“天山雪云常不开”。巴叶居住的和

静县畜牧资源丰富，但出山之路异常艰
险，本地的优质畜产品常困于山中难抵
远方市场。常年往返于和静县和乌鲁木
齐之间的货车司机卡迪尔·阿不力孜说，
冬季盘山道路时有结冰，大量运载煤炭、
农畜产品的货车会滞留在途。

尤其是天山中部区域，冬季翻山异
常艰难，绕行则耗时漫长。

再向崇山要通途！
一条穿越天山的高速公路通道——

乌尉高速公路在2013年被纳入国家公
路网规划，它从北疆的乌鲁木齐如一条
直线贯穿天山，直抵南疆的巴伦台、库尔
勒、尉犁。

2020年4月，乌尉高速公路正式动
工，其中，位于线路中段全长22.13公里
的天山胜利隧道，要在数千米高的雪峰
巨山下穿凿而出，这也是世界在建最长
的高速公路隧道工程。

“调动一切资源、克服一切困难”，隧
道工程建设者们采用最先进工程设备、
不断创新施工工艺，克服气候恶劣、地质
断裂带多、环保要求高等困难，向着胜利
的终点不断进发。

施工历时52个月，天山胜利隧道左
右行车双主洞和中导洞“三洞”全线贯通。

作为乌尉高速公路的“咽喉”工程，
天山胜利隧道建成后，穿越天山仅需约
20分钟。乌尉高速公路预计2025年全
线建成通车，届时乌鲁木齐到南疆的尉
犁县的驾车时长将从7小时左右缩短到
3小时左右。

“天山胜利隧道的贯通是里程碑式
的壮举，向世界证明中国有信心、有能力
攻克极端复杂地质条件下重大交通工程
建设难题，对于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建设，促进南北疆经济发展和区域
优势资源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副厅长
李学东说。

千难万险，自强寻径

天山胜利隧道附近的一处山顶垭
口，因其地势险峻，被人们形象地称为

“老虎口”。然而，与凶险的地势地貌相
比，这项工程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情
况则更为严峻与复杂。

地面施工，要适应海拔3000多米的
高海拔高寒气候，年平均气温零下5.4摄
氏度，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1.5摄氏度。

深埋地下的隧道穿越区，地质构造
多变，岩性差异大，存在如断层、岩爆等

诸多地质风险。
“挑战前所未有。”负责设计天山胜

利隧道的中国交建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工程师彭文波坦言，工程
建设要克服一系列难题——

隧道单洞长约22.13公里且埋深大，
相当于从山腹开掘5座南京长江大桥公
路桥的总长；

整个隧道穿越16个地质断裂带，岩
层复杂、地质脆弱；

隧道竖井最深706米，比北京“中国
尊”还要高出上百米；

隧道里最大地应力值将近22兆帕，
相当于一块手指盖大小的岩石就要承受
200多公斤重量；

高地震烈度、高环保要求等也给施
工带来挑战……

乌尉高速公路何时通车，打通天山
胜利隧道是关键。再难，也要啃下这块

“硬骨头”。
超长隧道、超大埋深、地质复杂、岩

石破碎，倘若采用传统的钻孔爆破法，打
通天山，施工周期至少8年以上。经过
反复研究论证，隧道设计采用“三洞+四
竖井”布局方案，隧道施工在国内首次采
用“中导洞TBM+主洞钻爆”，长隧短打
的施工方案，在确保安全基础上将施工
效率提升了25%。

“三洞”就是在传统的隧道左右洞中
间增加一个中导洞来辅助工作，以将整
条隧道进行“切割”的方式来缩短工期。

“四竖井”就是四处通风竖井，共同形成
隧道的“呼吸系统”，缓解特长隧道通风
排烟困难。

“新的组合工艺相当于将整条隧道
切割成段、分段施工。同时，还采用了我
国首创的压注工法新型硬岩掘进机
(TBM)‘天山号’‘胜利号’进行施工。自
主研发的设备和先进技术确保工程质
量，也大幅缩短了工期。”中国交建乌尉
高速六标段项目总工程师毛锦波说。

逢山开路，披荆斩棘。坍塌、突泥、
涌水接连出现；硬岩掘进机被卡在“豆腐
脑”一样的地层中……面对隧道建设中
一只又一只“拦路虎”，建设者持续优化
施工方案，运用科学方法精心组织应对。

千拦万阻路难行，自强不息寻径通。
隧道进口端不远处沿山而上，就是

天山一号冰川，即乌鲁木齐市饮用水源
头区域，生态保护标准要求极高。

用钢板铺装代替混凝土浇筑、推行
智能生产废水处理、施工过程中局部破

坏的草皮立即进行人工修复……一系列
旨在保护生态的工程细节要求逐一落实
落地。

“从规划设计到施工，生态优先的理
念体现在工程建设每一个细节上，建设者
们一心呵护着天山的碧水蓝天。”中国交
建乌尉高速六标段项目经理李亚隆说。

开放发展，大道如虹

天山南麓，和静县阿拉沟乡的乌拉斯
台查汗村静谧祥和。村党支部书记哈谢却
心里着急，这些天他频繁奔走于县乡两级
政府，想推动村里的民宿项目尽快落地。

“隧道打通了，乌尉高速公路通车也
指日可待，这是我们村发展旅游的重大
机遇，基础设施不能‘短腿’。”哈谢说。

这几年，哈谢眼见着周边交通基础
设施越来越完善，许多村庄依托得天独
厚的自然风光，大力发展旅游业，还提升
了当地的产业竞争力。

天山胜利隧道贯通后，乌尉高速公
路也通车在望。这条公路建成后，可有
效缓解出疆通道运能紧张的现状，促进
南北疆协调发展。

“交通方便了，村里的畜产品能走出
家乡，进军更广阔的市场。”哈谢说。

新疆地域辽阔，历史上交通“留白”较
多。“近十年来，围绕构建承东启西、联通
南北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新疆在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入达到数千亿元，进
入历史上投资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
时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局党委书记、副局长郑明权说。

近年来，“三山两盆”立体交通网络
越织越密——公路逐渐形成东联甘肃、
青海，南接西藏，西出中亚、西亚各国，北
达蒙古国的干支线交通网；以兰新铁路
和兰新高铁为主通道，临河至哈密铁路
为北通道，格库铁路为南通道的“一主两
辅”进出疆铁路架构日臻完善；民用运输
机场达到27个，航线网络逐步形成“一
核多辅”“东联西出”“疆内成网”的体系。

一路通，百业兴；路路通，业向荣。
如今，新疆逐步打造一批支撑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公路、铁路、机场、
物流集散基地，助力更多“中国制造”走
向世界。今年前11个月，新疆外贸进出
口总值4031.1亿元，同比增长26%，增
速位列全国第一。

大道如虹天地宽，在祖国西北角，一
个更加繁荣开放的新疆正在展开更加辉
煌美好的时代新卷。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岁末年
初，佳节临近，大众出游热情高涨。记
者从文化和旅游部30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了解到，针对冬季出游高峰，文
化和旅游部将加大优质产品供给，提升
服务质量，为大众提供更为丰富多样的
出游选择。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副司长
魏立忠介绍，主要举措包括新推出19家
国家5A级旅游景区、发布“年礼好物
自在乡村”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发布12
条 2024—2025 全国冰雪旅游精品线
路，各地、各大平台、滑雪旅游度假地和

雪场也纷纷推出一系列优惠措施。
此外，文化和旅游部还将举办“旅

游迎春 休闲过年”2025年新春旅游休
闲宣传推广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组织各地宣传推介新春特色旅游
产品和线路，让旅游迎春、休闲过年成
为一种新民俗。

文化和旅游部将与商务部等相关部
门联合开展2025年“游购乡村”消费迎
春活动，组织引导文化、旅游、商业、农业
领域优质资源互联互通、开展合作，以游
促购、游购结合，弘扬年节文化、丰富假
期生活，带动农文旅综合消费。

文化和旅游部多举措
丰富冬季旅游市场产品供给

深入组织实施新时代“银龄行动”、
制定低收入人口认定办法、提升儿童福
利服务水平……事关2025年民生保障
网，12月30日召开的全国民政工作会
议信息量满满。

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占总人口的
21.1%。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不
仅关系到老年人的幸福安全，还关系到
社会和谐稳定、国家发展全局。

居家养老既符合我国传统养老观
念，又能满足大多数老人在家养老的需
求，是顺应我国国情的养老解决方案。

2024年以来，聚焦居家养老服务，
中央财政安排3亿元引导资金，支持各
地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同时，居家和社
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累计支持建
设家庭养老床位35.8万张、提供居家上
门服务66.8万人次。

机构养老方面，截至10月底，全国
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达40.4万个；护理
型床位占比达62.2%，提前完成“十四
五”规划任务。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将
制定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维护老年人
合法权益等政策措施，深入组织实施新
时代“银龄行动”，探索老年人意定监护
实施机制。

此外，2025年，民政部门还要建立老
年人口状况和老龄事业发展监测评价体
系和统计调查制度，夯实老龄工作基础。

制定低收入人口认定办法

2024年，我国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得
到有效保障。

截至2024年10月底，民政部门累
计实施临时救助603.3万人次。在全国
69个地区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试点，探
索“物质+服务”的综合救助模式。

此外，截至目前，全国共救助流浪
乞讨等各类临时遇困人员70.9万人次，
帮助4051人寻亲成功。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将
持续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制定低收入人
口认定办法、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办法，全面开展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
出困难家庭认定工作。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民政部
相关负责人还表示，2025年将推进研究
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政策措施，推动
完善低收入人口就业救助、产业帮扶等
发展型政策举措。

提升儿童福利服务水平

困境儿童是需要加强政策保障和
社会关注的儿童群体。

2024年，我国启动实施农村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
行动、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并开展
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

与此同时，我国不断提高集中养育
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保障月人均标准，目前已分别达到每
人每月1971.4元、1511.9元、1500.7元。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的一年
要顺应机构养育孤残儿童数量变化和
社会困境儿童需求，加强儿童福利服务
机构功能建设，推进“开门办院”为有需
求的困境儿童提供服务。

大道贯天山
□新华社记者 李自良 初杭 郝玉

养老、助困、护苗，
新一年民生保障网这样织

□新华社记者 高蕾

12月29日，游客在南京
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赏灯
游玩。

2025年新年将至，各地
张灯结彩，举行喜庆活动，
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迎接
新年。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