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中秋假
期，国产游戏《黑神话：悟
空》带火山西旅游，“90后”

“00后”游客占比接近50％；
湖北即将成为中部第5个实
现“市市通高铁”的省份；安
徽举办 2024世界制造业大
会，“中部制造”引发关注。

在经济承压的时刻，频
频传来的好消息，凸显出包
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
湖北、湖南六省的中部地区
正在注入崛起的新动能。

这一次，关于“崛起”的
表述前缀是“加快”！

今年是“中部地区崛
起”提出 20 周年。今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主
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

区崛起座谈会，指出“中部
地区加快崛起又会迎来新
一轮高潮”……

中部地区，承东启西、
连南接北，面积占全国1/10，
人口占全国1/4。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部发展势头强
劲。2023年中部六省均进入
全国GDP前20位，经济总量
占全国1/5多。近年，中部省
会频频以“文旅网红”“经济
黑马”的形象出圈，中部地区
文旅消费、新能源、新制造业
的表现屡屡令人惊艳。

在新的历史机遇与挑
战之下，中部地区崛起呈现
哪些新动向、新特点、新的
可能性？让我们从十个维
度观察和分析。

十个维度给新一轮中部崛起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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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24日从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
到，为了给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
择，铁路 12306手机App和网站
推出同车接续功能。

据铁路12306科创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旅客在查询车票后，
点击“中转”标签，系统在提供不
同车次换乘方案的基础上，可将
能组合的同一列车不同区段的两
段同席别或不同席别的剩余车
票，组合形成该车次的同车接续
方案，供旅客选择。

选择同车接续方案的旅客，
中途不用换车，同车更换席位即
可，各段车票票价仍然遵循递远
递减原则，即里程越长，平均运价

率越低，车票总票款为两段车票
票价之和。比如，北京西至武汉
的列车，如剩余北京西至郑州东、
郑州东至武汉的一等或二等车
票，即可形成北京西至郑州东的
一等或二等A座位+郑州东至武
汉的一等或二等B座位组合的同
车接续方案；如剩余北京西至石
家庄、石家庄至武汉的一等或二
等车票，即可形成北京西至石家
庄一等或二等C座位+石家庄至
武汉一等或二等D座位组合的同
车接续方案。

目前，铁路 12306迎来国庆
假期售票高峰期。铁路国庆假
期运输自9月29日开始，至10月
8日结束，为期10天。

铁路12306推出同车接续功能

新华社电 为更好服务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在2021年已推出12
项重点举措的基础上，海关
总署近日出台新一轮措施
支持黄河流域陆海联动、东
西互济。

新一轮措施从支持黄
河流域物流大通道建设、东
西双向开放和产业提档升
级等三个方面出台 15 项支
持措施。

主要包括：支持山东打
造世界级港口群，推动黄河
流域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支

持黄河流域内陆港作为启运
港参与启运港退税政策实
施，支持区域内确有需求且
符合条件的地区申建综合保
税区、保税物流中心，支持汽
车芯片、半导体等高端装备、
高端制造产业发展，便利集
成电路等精密仪器设备进
口，支持蔬菜、水果、水产品、
肉类、中药材等特色产品出
口，开展进口原油、水泥检验
第三方采信等。

黄河流域横跨我国东
中西部，东西双向开放前
景广阔。3 年来，海关总署

推出的上一轮服务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2 项重点举措已全部落地
见效。

海关数据显示，黄河流
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由
2020 年的 4.38 万亿元增至
2023年的 5.88万亿元，增长
34.3％，高于同期全国整体
进出口增速 4.7 个百分点。
今年前7个月，区域空运进出
口值 7981 亿元，同比增长
8.8％ ；区 域 农 产 品 出 口
1173.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3％。

海关总署再推新举措服务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权威 发布

新华社电 日前，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
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

为加强耕地保护、提升
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
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
提出意见。

总体要求
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

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将耕地保护作为系统工
程，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尊重规
律、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久
久为功，充分调动各类主体
保护耕地积极性，提高耕地
生产能力，稳步拓展农业生
产空间，把牢粮食安全主动
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主要目标
落实新一轮国土空间

规划明确的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任务，全国耕地
保有量不低于 18.65 亿亩，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
低于 15.46 亿亩，逐步把永
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耕作、

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
化良田；耕地保护责任全面
压实，耕地质量管理机制健
全，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严密
规范，各类主体保护耕地、
种粮抓粮积极性普遍提高，
各类耕地资源得到有效利
用，支撑粮食生产和重要农
产品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
农业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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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24
日发布的新中国 75年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75 年
来，我国人才培养成果斐然，国
民文化素质全面提升，基本实现
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
历史性转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2020年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
均受教育年限为9.9年，比1982年
增加4.6年。2023年，我国劳动年
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1.05
年，比1982年增加3年；我国新增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年，接
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5亿人。

报告显示，1949年，我国研
究生在学人数仅为 629人；2023

年在学研究生 388万人，其中在
学博士、硕士生数分别为61万人
和327万人。

近年来，我国高校承担60％
以上的国家基础研究和重大科
研任务，承建60％的国家重点实
验室，获得60％以上的国家科技
三大奖。同时，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队伍规模不断扩大。截
至2021年底，中央财政累计投入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专项资金47.9亿元，支持设立教
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各类研究项
目 3.6万余项，布局建设教育部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151个、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 30
个、各类协同创新中心40家。

75年来我国国民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中办国办发布《意见》

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

河南省郑州东站附近纵横交错的高铁线路（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说中国数数

粮食：靠“天赋＋努力”坐稳中国“第一大粮仓”
能源：保供“压舱石”地位不减，“稳定器”作用增强，

“算力大坝”加快构筑
产业：新制造业高地呼之欲出
交通：打破腹地局限构建连通中外大通道
人口：从劳动力重要输出地转向人才密集流入地
科技：整体“有地位”局部“有高峰”
对外开放：从“后卫”变“先锋”
文化：深厚传统与人间烟火滋养发展活力
生态：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城市：两大城市群有望成为“双火车头”

专家指出，城市群、都市圈之
间如何协同形成合力，是中部城市
发展绕不开的必答题。同时，激发
农业新业态，带动乡村振兴，也是
中部城市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中部地区是国之“脊梁”，“脊

梁”硬了，中国这个巨人才能走得
正、走得稳，昂首阔步新征程更有
信心和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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