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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范克龙

在沪苏浙皖，20 多条高铁线路投入运营，20 多个

在建项目全速推进，“市市通动车”（除舟山外）……如

今的长三角，高铁网越织越密，动车组列车已实现公

交化开行，“轨道上的长三角”加速驶来，四通八达的

高铁网已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成就之一。

20多个建设项目有序推进

夏日的皖北平原，麦收火热。同样激战正酣的，

还有铁路大建设。在阜淮铁路蒙城制梁场，机械臂

舞动，焊花闪耀，一根根预制箱梁浇筑成型。

“目前项目全面进入箱梁预制阶段，按下了施工

‘快进键’。”省投资集团阜淮铁路公司负责人介绍，

阜淮铁路由我省自主筹资建设，是皖北地区城际铁

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经阜阳、亳州、宿州、淮北

四市，项目建成后，将结束蒙城、利辛两县不通高铁

的历史，实现阜阳经利辛、蒙城，至蚌埠、淮北高铁直

达，对于推动皖北地区振兴发展，更好支撑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有重要意义。

5 月 28 日，池黄高铁最后一座隧道棠棣岭隧道顺

利贯通，标志着池黄高铁全线 34 座隧道全部贯通；6

月 1 日，杭温高铁首批长钢轨运抵义乌铺轨基地，为

后续全线铺轨奠定基础；6 月 2 日，上海至南京至合肥

高铁沪宁段首榀箱梁成功浇筑，项目建设进入箱梁

预制生产阶段……

连日来，多个铁路项目建设快马加鞭，迎来关键

节点。放眼长三角，铁路建设正酣，持续保持加速奔

跑态势，20 多个建设项目抓工期抢进度，全力以赴按

预定时间节点有序推进，近千处施工点一派火热的

建设景象。

铁路是国家战略性、先导性、关键性重大基础设

施和民生工程，也是“新基建”的重要领域，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位置特殊重要。长三角地区历来是全国铁

路建设的热土。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着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铁路运输和建设管理任务，

近年来，企业以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促进区

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己任，高标准地推进长三角

地区铁路网建设，加速推动铁路建设高质量发展。

2022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和艰巨繁

重的建设任务，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质量安全、新线开工、依法建设等重

点工作，实现合杭高铁湖杭段、杭台高铁、宿州站改

造等 3 个项目高品质投产，沪宁沿江高铁、沪苏湖铁

路、杭温高铁等 21 个项目施工组织兑现率达到 95%

以上，南通至宁波高速铁路、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

铁路、宁芜铁路扩能改造等 6 个项目开工。全年完成

基建投资 1089 亿元，连续 7 年保持 800 亿元以上，为

加快构建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十年来，长三角铁路网规模等级实现飞跃。累

计完成基建投资 7534.2 亿元、技改投资 248.3 亿元，开

通新线 5945.4 公里、其中高铁 4799.6 公里，是历史上

投资力度最大、开通新线最多的一个时期，“轨道上

的长三角”主干网基本建成，复线率、电气化率分别

提高 12.7个、28.7个百分点。

20多条高铁线路投入运营

在安徽，全省有 34 个县通达高铁，县域覆盖率接

近六成；高铁在全省铁路网中的比重达到 46%，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已开通至 23 个省会（直辖市）城市和

110 多个地级市直达高铁动车，群众出行条件得到了

质的提升。

在江苏，铁路建设项目投资逐年递增，郑徐高

铁、徐盐高铁、连徐高铁等 11 条铁路投入运营，打通

了沿海、陆桥及中轴高铁通道，实现了全省干线铁路

成环成网，沪苏通、五峰山两座公铁两用跨江大桥更

是改写了世界桥梁建设史。

贯通连云港和镇江的连镇高铁全线通车后，进

一步拉近了淮安与周边城市的时空距离，有效拓展

了淮安中远程旅游客源市场。“在 2022 年，即使受到

疫情影响，淮安市仍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280.85 亿元，

较 2020 年增长 5.24%；全年接待境内外游客 2493.55

万人次，较 2020 年增长 13.08%。省内游客占 60%以

上，省外游客主要来自周边及长三角省市，乘坐高

铁的游客占 15%左右。”江苏省淮安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产业科技处处长赵延考说。 （下转 3版）

20多条高铁线路投入运营，高铁运营里程达 6700多公里、
占全国六分之一，长三角高铁网越织越密—

“轨道上的长三角”疾驰而来

科学岛孵出产业“金蛋”

位于合肥市董铺水库旁的科学岛树木茂

盛，环境清幽。5 月 29 日，记者跟随中宣部“高

质量发展调研行”采访团走进岛内，探访“人造

太阳”、稳态强磁场等大科学装置。

在今年的 4 月 12 日，有着“人造太阳”之称

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

成功实现了 403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模等离子

运行，创造了托卡马克装置高约束模式运行新

的世界纪录。

“这个装置对我们国家超导产业发展起到

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等离子体研究所杨清泉博士告诉记者，

作为我国热核聚变研究的“国之重器”，在“人

造太阳”这座大科学装置的牵引下，衍生出了

一系列重要的创新成果，形成了超导技术、低

温技术、等离子体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等

多个产业技术板块，推动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

生产力转化。

如果把科学岛比作“鸟巢”，这座小岛不仅

实现了招凰引凤，还孵化出一个个产业“金蛋”。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是合肥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建设的标志性科技基础设施，属于国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该装置自投入运行以

来，已经运行超过 50 万个机时，为国内外 170

多家单位提供了实验条件，在物理、化学、材

料、生命健康、工程技术等领域开展了超过

3000 项课题的前沿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

科技成果。”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强磁场科学中心研究员房震说。

近年来，合肥下好创新“先手棋”，紧盯世

界科技前沿，系统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建设。该市持续探索构建全链条、闭环的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加快科技成果就地交

易、就地转化、就地应用，推动科技成果从“实

验场”加速走向“应用场”。

“创新馆”推动技术走向“应用场”

能 折 叠 的 手 机 屏 幕 、会 说 话 的 智 能

机 器 人 …… 位 于 巢 湖 之 滨 的 安 徽 创 新 馆 ，

各种“黑科技”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不仅是

科技创新的“窗口”，更是一座科技成果转化的“大市场”。

安徽创新馆自 2019 年开馆运营以来，积极构建“政产学研用金”六位一体科技

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打造中国首创的展示交易转化一体化运营模式。组建安徽科

技大市场建设运营公司，加快建设省市县三级覆盖、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安徽科技

大市场。截至目前，安徽创新馆征集展示创新成果近 1900 件，举办科技成果转化

活动 330 余场，发布科技成果 3000 多项，促成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金额近 800 亿元，

培养各级技术经纪人 1400 余人，孵化科技型企业 30余家。

为推动更多原始技术从创新的“实验室”走向产业的“应用场”，合肥组建 4

个科技成果转化专班，对接中国科大、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工大、安大

等在合肥主要高校院所，常态化登“门”（校门）入“室”（实验室），开展项目发现、

挖掘、策划、转化和服务工作，目前已捕捉高校院所科技成果 1797 项，推动成立

企业 306 家。 （下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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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茜）记者从省数据

资源管理局获悉，继安徽政务服务网、

皖事通、皖企通网上便民服务后，6 月 4

日，省数据资源管理局依托全国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推出的“安徽码”上线。

“上线以来，已有 7.8 万人注册申领，累

计亮码 38 万次。”6 月 5 日，省数据资源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政务服务码试点省，安徽积极

开展政务服务码便民利企应用，推动更

多政务服务事项、便民生活事项“网上

办”“掌上办”“指尖办”和“码上办”。目

前，已在酒店住宿、政务服务、购药登

记、看病就医、景区预约等 10 多个领域

近万个事项实现“凭码办事”，为企业群

众提供各种便利服务，不断提升大家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据悉，“安徽码”主要应用于政务服

务和便民生活领域，并逐步向其他领域

拓展，为企业群众提供统一的二维码服

务入口。“安徽码”上线后，已将“安康

码”原有非涉疫应用场景向“安徽码”切

换，“安康码”将作为独立子模块单独使

用，仅用于疫情防控。

“一码就医”“一码乘车”“一码认

证”……“安徽码”关联医疗健康、交通

出行、文化旅游、社会保障、市场监管

等与企业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领域

及其高频服务事项，通过“安徽码”开

展身份认证、调取电子证照、办理相关

业 务 ，支 持 扫 码 办 事 、扫 码 亮 证 等 服

务，助力打造智能、便捷的数字化生活

网络。

为保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安徽

码”依托安徽省统一身份认证用户体系

建设，上线前已通过多次安全检测，无

中高风险漏洞。用户申领时须进行人

脸识别认证或提供企业营业执照核实

信息，确保用码安全。用户可通过自定

义隐私权限功能设置可共享的数据，传

输的数据均作加密处理，最大限度保障

用户数据和隐私安全。

线上便民利企再添新路径

“安徽码”上线

·
高
质
量
发
展
调
研
行
·

6 月 3 日，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汪堰村股份制合作社的 700 多亩小麦开镰

收割。目前，当地 9个村经济股份制合作社 2300 亩小麦已全面开镰。

本报记者 温 沁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记者日前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俞书宏院

士团队研制出一种高性能纤维素基纳

米纸材料，在极端条件下仍可保持优异

的机械和电绝缘性能。相关成果日前

发表于国际知名材料科学领域学术期

刊《先进材料》。

随着人类对南极洲、月球和火星等

极端环境探索的深入，不断会遇到强紫

外线环境、原子氧和高低温交替环境等

极端环境条件，这些已经成为今后深入

探索的主要障碍。

在极端环境下，材料的物理化学特

性会发生变化，严重时甚至会导致重要

设备和装置的损坏。在传统材料当中，

金属和陶瓷本身具有出色的机械性能

和对极端环境的耐受性，但金属材料面

临密度过高重量过大的问题，而陶瓷材

料则面临脆性和难以加工等问题。

聚合物具有轻质和可塑的特点，但

目前大多数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在极端

环境长期服役会产生高温软化和低温

脆性等问题。因此，设计和制备一种能

长期在极端环境下服役的高性能防护

材料是材料领域面临的难题之一。

（下转 3版）

中国科大利用细菌制出
高性能绝缘纳米纸

本报讯（记者 史力 许昊杰）当前我

省小麦部分主产区正值降雨天气，抢收

进度放缓。为此，我省科学调度农用机

械，突出抓好小麦“抢收、抢烘”，确保夏

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记者从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截至 6 月 5 日下午，全省已

收小麦面积 3128.7 万亩，进度为 72.9%。

当日收获面积 59.7 万亩，投入联合收割

机 1.1万台。

受本轮降雨影响，6 月 5 日仅宿州、

滁州、亳州等地有零星收获。当前六安、

淮南及淮河以南地区基本收获结束，不

受本次降雨影响。宿州、淮北等皖北地

区目前机械较为充足，预计 6 日转晴后

迅速投入抢收，本次降雨对皖北地区小

麦收获影响不大。

目前，亳州、淮北、宿州等地抢收任

务仍较重。我省要求各地根据尚未收获

小麦面积、分布、成熟等情况，

（下转 3版）

我省科学调度保障小麦“抢收抢烘”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

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

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入阐

释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

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

突出的和平性，对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

中华文明的历史，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

使命，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的新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中华民

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 ，有着

5000 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是世界

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 、从未中断的文

明，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

观念和文明体系。

（下转 3版）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相关报道见5—12版）

6月 2日，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巅，云雾缭绕，颜色各异的格桑花竞相绽放。近年来，当地积极盘活山巅闲置土地，打造“四季花海”特色景点，在扮靓美丽乡村的

同时，发展乡村旅游，以花为媒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通讯员 郑 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