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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道带动大开放
从末梢走向前沿
本报记者李承韩

构筑大通道，拓展新空间。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答卷，透过云

南交通发展史看云南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的历史性成就，我们欣喜地看

到：“十三五”以来，全省综合交通累

计完成投资1.54万亿元，2018年至

2021年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连续

4年全国第一。

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实现了从“基

本缓解”到“基本适应”的重大转变，

为云南实现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两个决定性成就”提供了坚

实的支撑保障，成为十年来云南变化

最大、群众感受最深、成效最为明显

的领域之一。

非凡十年 云南答卷

“十三五”以来

综合交通累计完成投资1.54万亿元

截至2021年底，高速公路已突破1万公里

全省农村公路超过26.3万公里

初秋时节，站在福贡县老姆登村
村口的观景台远眺，怒江大峡谷、“皇
冠山”在云雾之中变幻不定，引人入
胜。“多年前我第一次到老姆登村时，
进村道路又窄又陡，如今已经改扩建
为两侧种满鲜花的旅游公路了。”从福
建来的游客王琴玉说。老姆登村交通
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游客。老姆登成为怒江的一张
新名片。

路难走、车难停、人难留，十年前，
因为交通不便，老姆登村旅游业发展困
难，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也曾是全省唯一
无机场、无高速、无航运、无铁路、无管道
运输的“五无州市”。十年间，怒江州交通
建设实现历史性飞跃。今天的怒江，兰坪
通用机场建成通航，保泸高速公路建成
通车，全州所有行政村100%通硬化路、
通客车，138座各类桥梁飞跃怒江、澜
沧江、独龙江，怒江人民过江靠溜索的
日子一去不复返。

怒江州十年间交通的变化，就是
云南交通十年发展史的最好缩影。曾
经，交通是制约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
短板之一。为打破瓶颈，补齐短板，党

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持续加快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在加快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上迈出了有力的步伐，绘就
了一幅又一幅大步向前的发展画卷。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三年大攻坚的
号角在云岭大地吹响，贯穿南北的大
通道全线贯通，打通了云南经济发展
的“大动脉”。“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大
会战的步伐不断加快，一张张不断加
密的航空网、铁路网等交通网正挺起
经济发展的脊梁。高速公路“能通全
通”“互联互通”工程建设正酣，云南高
速公路里程突破1万公里，成为云南跨
越式发展的有力支撑。

这十年，高铁飞跃云岭，云南接入
全国高铁网，昆明至北上广等一线大
城市实现了当日到达。云南省铁路干
线“大动脉”支撑基本形成，网络“微循
环”短板有效补齐，“建网提速”项目形
成梯次储备；

这十年，民航快速增长，昆明长水
机场华丽启航，民用运输机场从 12个
增加到 15个，新建成 3个通用机场，旅
客吞吐量百万级以上机场7个。通航城
市最多达185个、航线最多达666条；

这十年，高速筑造坦途，截至
2021年底，全省高速公路已突破 1万
公里，排名跃居全国第二位，实现了所
有州（市）通高速公路、全部县通高等
级公路；

这十年，水运通江达海，重点建成
了金沙江高等级航道，水富、大理、景
洪、思茅、关累等港口，澜沧江—湄公
河国际航运实现了集装箱运输零的突
破，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开工建设；

这十年，邮政覆盖城乡，省市级快
递物流园区、县级集散中心建设稳步
推进，航空运输、干线运输和邮件快件
技术处理能力显著增强，逐步构建起
覆盖城乡、通达世界的高效寄递网络；

这十年，农村公路助振兴，全省农
村公路超过 26.3万公里，所有行政村
100%通硬化路、通邮、通客车，完成
199座“溜索改桥”工程，“直过民族”及
沿边、抵边地区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设。

路通则百业兴，一批批重点工程不
断推进，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初见雏
形，我省交通基础设施也实现了从“基本
缓解”到“基本适应”的重大转变，成为近
年来云南变化最大的发展成果之一。

民用机场增加到15个，新建成通用机场3个

旅客吞吐量百万级机场7个

航线66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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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售票、刷码乘车、刷证进站、刷
脸乘机等科技出行服务全面普及，轻轻
松松畅享出行；小沙坝、读书铺等景区
化服务区成为“网红打卡地”，游客纷至
沓来；136条高速公路限速值调整优
化，路网总体运行速度平均提高了 22
公里，人民群众出行更舒心；绿美公路、
绿美铁路、绿美机场建设不断推进，让

“云南美”行在路上、留在心间。
“坐着高铁看中国”“一部手机游云

南”“跨境商品家门购”等已成为云南各
族人民共享交通发展成果的生动体现，
也是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征程上
的一个鲜明注脚。这十年，广大旅客从

“走得了”向“走得好”悄然转变，背后是
云南交通从相对滞后到换挡提速，再到
不断升级的强有力支撑。

人民满意的交通成果日趋丰富，人
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正因为交通的
不断改变而获得感十足。

大临铁路小湾东站开通当天，南涧彝
族自治县小湾东镇党委宣传委员茶伟翠
感慨，这座依山傍水、半桥半隧的车站，将
成为铁路和地方政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典范。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丰华机场正
式通航那天，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载歌载

舞庆祝。黄木村村民李福岁高兴地说：
“以后家里的大学生可以坐着飞机到外
地上学了。”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一系列云南
特色的云品也乘着交通便利的东风飞
出云南。

新楚大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时，沿线
的果农曾志军看着地里丰收的沃柑，笑
得合不拢嘴。通过新楚大高速公路，他
的沃柑将更快到达北上广等地区，卖出
更好的价钱。

迪庆机场松茸全货机包机、西双版
纳机场茶叶客改货包机、芒市机场云品
入沪客改货包机……依托丰富的航线，

“空中金桥”助力“云品出滇”，为云南省
做特“绿色食品牌”注入新动力。

今年7月22日，大丽铁路大保段正
式开通，在飞驰的列车上，看到沿途守
望着列车到来的老百姓，乘客们不禁感
叹，一趟列车，就能让人民群众的出行
之路不再遥远，而一趟接一趟的列车，
也必将让沿线各地越来越美好。

从大山奔向大海，从末梢走向前
沿，云南的交通史记录和守望着云南的
发展史。美丽的彩云之南，正成为通江
达海走向世界的开放前沿，流动的七彩
云南，正释放繁荣发展的无限活力。

2021年12月3日，在中老两国最高
领导人的共同见证下，中老铁路全线开
通运营，云南铁路以自信从容的姿态走
出国门，拥抱世界，这是云南铁路的高光
时刻，也是“国门司机”胡坚的高光时刻。

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当天，胡坚
作为首发列车的值乘司机，话语铿锵地
向习近平总书记报告。回想起当时的情
形，胡坚内心依旧澎湃：“从未想到云南
的铁路会发展得如此迅猛，更没有想
到，能亲自驾驶中老铁路列车向习近平
总书记作报告，我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荣
誉和责任。”

这十年，云岭铁路历经巨变，围绕
推进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云
南铁路从放射状转向网络状发展，加快
形成以中越、中老、中缅3条铁路国际通
道为支撑，联通国内外的新格局。

今朝云南，不止铁路互联互通，一
张张交通网跨越万千山河的重重阻隔，
连接内外，让山不再高、路不再长、边疆

不再遥远。
“全力推动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是辐射中心建设的优先
领域。十年来，一大批铁路、公路、水运
等建设有了突破性进展。”云南省交通
运输厅总规划师杨泽龙介绍。铁路方
面，中老铁路建成通车，中越铁路境内
段已建成并实现全线准轨电气化，中缅
方向大临铁路建成通车，大瑞铁路大保
段建成通车，中缅新通道海公铁联运实
现集装箱运输零的突破。公路方面，中
越、中老、中缅国际通道高速公路境内
段全线贯通，境外段中老高速万象—万
荣段已建成通车。水运方面，澜沧江—
湄公河国际航运稳步发展，实现了集装
箱运输零的突破。航空方面，基本实现
南亚东南亚国家首都和重点旅游城市
全覆盖，与南亚东南亚通航城市数量居
全国第一。

“云南与周边国家和省份互联互
通的大通道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为

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中老铁路为例，
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量已破百万
吨。经中老铁路发运出境货物已覆盖
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近
10 个国家。”杨泽龙介绍。综合立体
交通网越织越密，云南的开放步伐越
迈越大。2021 年 8 月，中缅新通道海
公铁联运首次试运成功。截至目前，
中缅新通道海公铁联运已累计运输
10464 吨货物，货值约 1.6 亿元，成功
开辟了一条新的国际通道，极大优化
了我国内陆地区出海的国际物流模
式和路线。

十年间，通过做足区位优势文章，
云南的国际大通道逐步畅通，对外开放
水平显著上升，形成了以大通道带动大
开放，以大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云南
经验，让云南在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
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进一步
发挥战略支点作用。

综合立体交通网初见雏形

辐射中心战略支撑作用显现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十年间，在发展条件相对较差、
困难相对较多的情况下，云南铁路主
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八出
省五出境”铁路网骨架基本成型，与
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高，云
南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的区位
优势更加凸显，形成了中国铁路的区
域性国际枢纽，为助推云南成为开放
前沿，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
坚实支撑。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沛

邮政快递业是综合交通体系和
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省邮政
管理局将全力融入云南改革发展大
局，更好融入全省综合交通体系，坚
持稳态势、强弱项、重监管、提质效，
着力推进畅通循环，着力推进行业高
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

——省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戴猛

这十年，是云南交通发展变化
最大、最快、最显著的十年。党的十
八大以来，云南交投集团全力以赴
推进全省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在全省综合交通建设三年攻坚战、
五年大会战、“能通全通”“互联互
通”等重大工程项目中，当攻坚主力，
兜底补短板，有力支撑了全省高速公
路里程突破1万公里目标，助力全省
高速公路总里程从西部第五位跃居
全国第二位。未来，云南交投人将勠
力同心、乘势而为，把交通事业融进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绘就云南交通
发展新画卷，推动全省经济实现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

——云南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迟中华

十年来，云南航空紧紧围绕云
南省建设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
中心战略定位，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开拓航线网络。民航的先导作
用更加突出，更好地服务了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助力我省面向南亚东南
亚辐射中心建设。同时省内航空市场
的发展基础更加牢固，云南民航基
础设施从基本适应向适度超前迈出
坚实步伐。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党
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赵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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