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成为拉动有效投资的发动机。交通
运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先导
性、战略性和服务性作用。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交通投
资完成6293亿元，“十四五”规划投资力争达
到一万亿元，随着海量资金的密集投入，全
省交通基础设施面貌焕然一新，发生历史性
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轨道上的江苏”“水
运江苏”，成为江苏交通的亮丽名片。发展
困难可靠谁？经济下行谁来助？“铁公基”当
仁不让、一马当先。每当经济周期下行阶
段，铁路、公路、机场、港口、航道等交通投资
全面发力，既是当期最可信赖的稳经济、稳
大盘的有效手段，又是下一轮经济增长蓄势
储能的长远之策。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
稳增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交通基础设施项
目投资体量大、关联产业多、带动能力强，对
于增加有效投资、扩大消费、稳定就业、稳住
经济大盘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以来，省委、
省政府先后开工建设了万里长江第一隧海太
长江隧道、北沿江高铁江苏段等一批百亿
级、千亿级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充分
体现了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有
条件的省份要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
标的坚强决心。随着更多实物工作量的形
成，必将有力推动经济稳定回升向好，为全
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交通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
官。要想富，先修路；经济要发展，交通须先
行。十年来，“轨道上的江苏”框架渐成。十
年前全省高铁里程仅627公里，只有6个设区
市通高铁，十年来我省坚持把铁路作为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的主战场，成立省铁路集团，推
进“三纵四横”铁路主骨架建设，高铁建设实
现历史性突破，去年底运营里程已达2212公
里，跃升至全国第3位，12个设区市通上高
铁，所有设区市全部通上动车。十年来，过江
通道加密加速布局。不通则痛，通则不痛，痛
则不通。十年前全省过江通道仅9座，严重制
约了生产要素跨江快捷流动和南北协调发
展。十年来，我省聚焦打通痛点、补齐短板，
按下过江通道建设“快进键”，目前过江通道
建成17座、在建9座，推动更多“天堑”变“通
途”，沪苏通、五峰山等长江大桥创下多项世
界第一。到2025年，我省还将再新建成6座
过江通道，届时隔江相望的县（市）基本实现
快速连通，有效缓解过江通道瓶颈制约。十
年来，公路发展继续领跑全国，高速总里程由
十年前的4371公里增加到去年底的5023公
里，实现从“县县通”向“县城通”的跨越，90%
的乡镇实现15分钟上干线公路，行政村双车
道四级路在全国率先实现全覆盖。十年来，

民航运输能力大幅提升。组建东部机场集
团，不断优化机场布局，加密民航航线，着力
打造协同联动的世界一流机场群，9个运输机
场去年底旅客、货邮保障能力比2012年分别
增长1.9倍和2.7倍，正在开展前期工作的南
京禄口国际机场三期工程投资预计超过400
亿元，规模和保障能力扩大一倍。十年来，水
运优势更加彰显。江苏水域面积占国土面积
的17%、居全国之首，去年水运货物周转量占
比超过2/3，水运成为江苏交通的特色和优
势。十年来，我省积极打造高等级内河航道
网，全线贯通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
整合省内港口及航运资源，至去年底内河高
等级航道里程、港口综合通过能力、万吨级以
上泊位数、港口货物吞吐量、亿吨大港数均居
全国第一，“两纵五横”干线航道主骨架正在
加快全线贯通、成环成网。十年来，我省坚持
交通天下，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特别是在疫
情期间，中欧班列、远洋货轮、国际航班昼夜
穿梭，全力保障全球全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实现了经济良性循环，体现了交通责任担当。

交通成为满足人们高品质生活的主力
军。流通、出行需求，人们须臾离开不得。
十年来，我省倡导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
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融合、服务融
合、新旧业态融合，推进铁水、公水、公铁、空
铁等多式联运协同发展，积极推广新能源、
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全省社会
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由 2012 年的
15.4%下降至去年的13.6%，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1个百分点。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
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公众出行普遍
感到更便捷、更经济，全省城际铁路基本实
现省内设区市到南京2小时通达、设区市之
间2.5 小时通达。公共交通日益发达，7个
城市拥有或在建轨道交通，全省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里程超过900公里，跃居全国第二；
在全国率先探索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城乡
公交实现乡镇、行政村全通达，76.3%的乡
镇和57.7%的行政村实现公交直通县城，位
列全国第一。鼓励发展新业态，网约车星罗
棋布，一键点击、如约而至。大力发展邮政
快递业，积极推广交邮融合，实现网络节点
共建共享、网络互联互通，基本建成遍布城
乡、高效便捷的服务网络，全省县级农村物
流中心实现100%全覆盖，在全国率先实现
乡镇快递网点、行政村“村邮站”覆盖率
100%，示范县建制村群众不出村就可以拿
到快递包裹，群众对物流服务满意度超过
95%；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品牌快递服
务建制村全覆盖。全省30多万名快递小哥
日夜穿梭在大街小巷，日均收投快件量近

5000万件，他们像勤劳的小蜜蜂给千家万
户带来了生活便利，邮政快递业的快速崛起
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
在疫情期间，快递小哥们冒疫逆行、服务到
家，配送生活必需品，带来人间温暖，彰显使
命担当。十年来，邮政业业务收入从179亿
元增长至 1001 亿元，快递业年业务量从
6.39亿件增长到86.07亿件，支撑全省网络
零售交易规模超过1万亿元。

踏上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江苏交通人
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扛起

“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重大使
命，持续加强水、陆、空、港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和智慧物流，推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
加快建设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区、高质
量发展的样板区、创新发展的引领区，真正实
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早日建成安全、便捷、
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书
写基础设施联通、贸易投资畅通、文明交融沟
通的新篇章，更好地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更
大力度地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强富美高”新江
苏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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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交通？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是谓
交通。交通是经济的脉络，是文明
的纽带。纵观人类发展史，从古丝
绸之路的驼铃帆影，到航海时代的
劈波斩浪，再到现代交通网络的四
通八达，交通推动经济融通、人文
交流，使世界成了紧密相连的“地
球村”。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交
通强国建设，赋予交通中国现代化
开路先锋的全新定位。这十年，江
苏始终坚持“经济发展、交通先行”
定位，把江苏交通放在全国统一规
划布局中谋划定位，密切与国家规
划的交通运输大通道、全国性综合
交通运输枢纽相衔接，全面加快交
通强省建设，着力构建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全力打造交通运输现
代化示范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加
快完善，综合运输服务能力有效提
升，为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在
江苏落地，加快“强富美高”新江苏
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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