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大省该如何挑起大梁？习
近平总书记3月5日下午在参加江
苏代表团审议时，指明四个着力点，
其中一个是要求“在落实国家重大
发展战略上走在前”。全国人大
代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党
组书记兼省铁路办主任吴永宏表
示，作为交通运输部门，应该主动作
为，为落实国家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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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宏介绍，2024年，江苏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2230亿
元，再创历史新高。沪苏湖高铁建
成通车，宁扬长江大桥建成，盐泰
锡常宜铁路、南京北站、苏南运河
二级航道整治工程等一批重大项
目开工。推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
增效，加快打造更具特色的“水运
江苏”，水路货运量占比（约38%）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 22 个百分
点，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
值比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
分点。

吴永宏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江苏交通将重点做好
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坚
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重任，紧
抓“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
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
国家重大战略在江苏叠加的机
遇，充分用好国家在要素保障等
方面支持政策，加快北沿江高铁、
通苏嘉甬铁路、盐泰锡常宜铁路
等重大项目建设，开工建设水乡
旅游线城际铁路等，基本形成“轨
道上的江苏”主骨架。重点加快

高速公路瓶颈路段扩容改造，建
成龙潭、常泰、仙新路等 5座过江
通道，其中通车 3座，基本实现隔
江相望的县（市）均有过江通道联
通，完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2300 亿元，确保实现“十四五”交
通投资1万亿元目标。

二是全力争取“两重”“两新”
支持。在去年争取超长期特别国
债占全省68%的基础上，储备苏通
第二过江通道等一批新增重大交
通项目，确保 2024 年延续项目应
报尽报、资金足额争取。迅速启动
老旧营运船舶、老旧营运货车、新
能源公交车等报废更新，力争使用
国债资金继续保持全国前列。

三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
通运输市场。推动清理妨碍统一
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全
面推进“水运江苏”建设，苏南运河
全线建成二级航道，全省二级及以
上航道里程达 1100 公里，跃居全
国首位，深化“小快灵”通港达园专
支线航道建设，推动沿江沿海港口
错位经营、特色发展，因港制宜开
展内陆无水港布局建设。大力推
进公铁水、海江河多式联运发展，
年内力争培育10条以上多式联运

精品线路。完善全省中欧班列开
行布局，推进连云港、徐州第二批
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苏州节点城
市建设。

四是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紧抓入选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
型升级首批示范区域机遇，对
2940公里公路、1746公里航道实
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在智慧高速
公路建设中部署车路协同技术能
力，支持运满满、T3 出行等平台
企业构建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展
网络平台水路货物运输试点。在
建成全国首个有人无人驾驶航空
器服务平台的基础上，面向低空
飞行用户提供便捷的空域划设、
任务审批、航空情报、协助救援等
服务。

五是实施更多交通运输“一件
事”。进一步打造“苏交速办”政务
服务品牌，推进内河水运全生命周
期、网约车全生命周期等新的“一
件事”项目，打造江苏交通运输“高
效办成一件事”矩阵。依法依规拓
展联合体招标在高速公路、过江通
道、港口航道、铁路、航空建设领域
的应用，完善干线航道“拨改投”改
革试点。吴永宏代表

从高铁提速到地铁成网，从新
能源车市场占比提升到“空中出租
车”即将起飞。留心一下日常出行
时五花八门的聊天内容，你就会发
现，很多方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
有承诺，而一些展望也正逐步变成
我们身边可观、可感的美好现实。

每一次出行，都能真切感受到
“中国速度”。你的出行方式，就是
社会发展的缩影！

V观两会，一起来talk！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吴嫣然 龙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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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南京城墙是中国
古代都城形制集大成者

据了解，2024年，国家文物局
第三次将以南京城墙为代表的“中
国明清城墙”项目列入《中国世界
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南京城墙具
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突出普
遍价值。”龙翔介绍，南京城墙始建
于 1366 年，是中国南方城市城墙
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古代都城形
制的集大成者。其中京城城墙原
长 35.267 公里，现存 25.091 公里，
是世界上现存最长、规模最大的砖
石构造的城市城墙，现状保存较
好，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南京城墙的价值还体现在城
墙砖上，砖上的砖文蕴藏着丰富的
历史文化信息。“南京城墙近亿块
的城砖上，印有各烧造产地、督造
官吏、基层造砖人员信息，反映出
当时严苛的徭役征派制度及规范
化的烧砖技术，是我国现存的一组
规模最大、历史文化信息极高的汉
字砖文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龙翔说。

现状 历经650余年，
依旧魅力超“墙”

“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
高，骑花马，带把刀，城门底下走一
遭。”南京长大的孩子都很熟悉这段
童谣。城墙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

这些年来，南京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呵护城墙“健康”。2014年成立
了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目前基
本实现城墙统一管理。南京还专门
颁布实施《南京城墙保护条例》等，
为南京城墙的保护、管理保驾护
航。“围绕南京城墙保护工作，我们
目前已建立起全面、科学、精细的保
护体系，完成了预防性、日常性、修
缮性、应急性和研究性等五大类、近
20个重点修缮项目。”龙翔介绍。

南京的不少民俗都与城墙有
关，如“正月十六爬城头，踏太平，走
百病”民俗延续至今。近年来，为了
让更多人走近城墙，南京还开展综
合整治，恢复整体历史风貌。“我们
建成了22公里城墙沿线生态绿环和
慢行绿道系统，致力于打造南京城
市绿色人文项链。”龙翔说。

呼吁 将中国明清城
墙列入国家正式申报项目

鉴于南京城墙申遗基础性工作
已基本就绪，符合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的标准和要求，龙翔呼吁国家文
物局进一步加强对南京城墙（中国
明清城墙）保护利用及申遗工作的
指导。他提出，要牵头开展综合评
估，研究确立联合申报城市数量及
申报模式；指导各遗产点所在地进
一步提高对城墙的保护利用水平，
做好城墙修缮、周边建设管控引导、
环境整治、阐释展示等工作，提升文
物系统性、整体性保护能力与水平。

与此同时，龙翔还希望能组织
文物、历史、建筑等多学科领域专
家学者，指导各遗产点所在地进一
步做好城墙的遗产价值提炼工作，
帮助地方准确提炼申遗项目的突
出普遍价值和比较价值，使其更加
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

“我们希望能将南京城墙（中国
明清城墙）列入‘十五五’期间国家
正式申报项目，推动南京城墙（中国
明清城墙）早日申遗成功。”龙翔说。

“刘德华城墙砖”见证文化魅力，全国人大代表龙翔建议：

推动南京城墙早日申遗成功
当非遗剪纸遇上全国两会
“纸”此中国太惊艳

通勤社交图鉴：
年轻人聊天内容
跨度能有多大

扫码看视频

全国人大代表吴永宏：

主动作为，为落实国家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龙翔代表

前不久，“刘德华”烧制的城
墙砖火上热搜，也吸引了不少人
前去探寻城墙的故事。历经
650余年岁月洗礼，南京城墙依
旧魅力超“墙”。为了向世界呈
现中国明清城墙之美，展示中华
文明的独特性和世界文明的多
样性，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
大代表、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龙翔带来相关建议，助力南京城
墙申遗“加速跑”。

通讯员 宁人宣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苏宁

现代快报讯（记者 裴诗语）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现代快报联
合6位非遗剪纸大师推出的12组
主题剪纸作品引发全网刷屏。从大
运河的千年文脉到湿地的灵动生
灵，从市井烟火到工业记忆，剪纸艺
术以刀为笔讲述着“纸”此中国的春
天故事。网友们纷纷赞叹：“这才是
传统文化的打开方式！”

“剪纸艺术传承与创新并举”
“‘指尖上的中国’惊艳了”“求周
边！想把《湿地‘三宝’》做成手机
壳，非遗美学给我冲”“非遗大师
用剪刀为濒危物种发声，比环保口
号更有力量”……《“纸”此中国》
短视频推出后，网友反响热烈，纷
纷点赞、留言、转发。截至 3月 6
日 12点，微博话题#用AI剪纸风
打开纸此中国# #6位非遗大师共
创纸此中国#阅读量超600万次，
全网阅读量更超3400万次。

网友们纷纷为剪纸大师的精
湛技艺点赞，他们看到的不仅是传
统技艺的革新，更是千年文明与当
代中国的深情对望。不少代表委
员看到了“纸”此中国的作品和视
频后，纷纷点赞。看到剪纸的数字
化产品，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姚建萍很高兴。她说：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非遗的数字
化手段更丰富了。可以把刺绣作
品以数字形式展示，利用数字刺绣
和观众互动，打造出特别的传播模
式，带来有趣的互动体验。”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江苏
省委会副主委、南通大学教授施卫
东看了作品后表示赞赏，“非遗需
要传承，只有让年轻人先看到非遗
了解非遗，他们才会爱上。”

南京城墙申遗基础性工作已基本就绪 “刘德华”城砖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