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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底，我国综合交通网
总里程突破600万公里，是 10年前的 1
倍多。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
网、全球最大的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
口群，航空航海通达全球。

传统基建补短板、强弱项，新基建
增后劲、塑优势。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累计建设开
通 5G基站 231万个，实现“县县通 5G”

“村村通宽带”，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
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千兆接入能
力覆盖所有地级市。

“四横三纵”的国家水网主骨架和
大动脉加快成型，建成全球电压等级最
高、装机规模最大、资源配置能力最强
的特大型电网……10年间，我国在重大
科技设施、水利工程、交通枢纽、信息基
础设施、国家战略储备等方面取得了一
批世界领先的成果，基础设施整体水平
实现跨越式提升。

时空被重新定义——快捷的交通
基础设施让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域之
间的时空距离缩短，许多城市与地域进
入了“一小时通勤圈”“两小时生活圈”

和“八小时交通圈”。
梦想正触手可及——中国已形成

全球最大最活跃最具潜力的数字服务
市场。14亿多人口中，网民规模超过10
亿，比 2012 年增长了 80%多。手指一
点，世界近在眼前。

“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发
展阶段。着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
系，补充短板领域、培育新的动能，将
为国家中长期发展打好基础战略布
局。”中国中铁二院副总工程师喻渝代
表说。

600万公里：现代交通网络四通八达 构筑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新时代10年，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
工作，近年来更是明确把就业摆在“六
稳”“六保”之首，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推
动就业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10年来，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
人以上，累计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5501
万人；重点群体就业平稳，8000多万高
校毕业生总体就业水平保持稳定，农民
工总量增至2.9亿人；建成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

卫生体系……
构建规范长效的培训机制，做好新

生代农民工培训后推荐安置就业等跟
踪管理和后续服务，探索建立培训、就
业与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
一段时间以来，中建五局总承包公司项
目质量总监邹彬代表都在为农民工职
业发展而奔忙。

就业是民生之本。当选全国人
大代表以来，这位农民工出身的“95

后”青年深入北京、黑龙江、上海等地
调研，广泛了解农民工的就业难点、
职业培训需求和新时代工匠人才保
障等。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
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为民发声、为民建
言是我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
所在。我要当好群众的‘贴心人’，帮他
们实实在在解难题、谋福利、享公平。”
邹彬说。

1300万：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社保体系

新时代10年，平安中国建设迈向更
高水平，群众安全感指数从 2012 年的
87.55%上升到2021年的98.62%。国际
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
国家之一。

10年间，夯实“中国之治”基石，社会
治理实践创新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全面
领导贯穿到基层治理全过程，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新

时代10年，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完善。

10年间，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立治
有体，施治有序。曾经的“立案难”在司
法改革的进程中逐步变为“有案必立、
有诉必理”，曾经办事“跑断腿”变成“异
地可办、一网通办”；2018年以来，各地
累计清理取消2.1万多项证明，“减证便
民”工作成效显著……新时代10年，依

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我国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
济学教研部主任韩保江委员说，我国社
会治理思想创新与实践创新发展，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新
征程中要继续为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
能力建设的目标方向努力，健全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98.62%：安全感持续提高 凸显“中国之治”优势

10年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
费增速支撑了平均6.6%的经济增长，是
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中国超额完成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下
降40%至45%的目标，累计减排二氧化
碳 58亿吨，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
和清洁发电体系。

从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党的十九大把
“污染防治攻坚战”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再到把“增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等内容写
入党章，建设美丽中国不断向纵深推进。

“10年间，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

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未来，对
标‘双碳’目标，我们将推进能源革命，
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大力度
支持新型储能快速发展，让绿色低碳生
产生活方式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追求。”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
海良委员说。

58亿吨：系统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43项——
随着2022年11月“中国传统制茶技

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目前我国
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
一。

昆曲、皮影戏、书法、篆刻……越来
越多的非遗入选项目，为世界文化多样
性贡献了“中国色彩”，也在推动中华文
化走向世界中深化国人的文化自信。

10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迈出铿锵步伐，文化
事业日益繁荣，“博物馆热”“古籍热”

“非遗热”蔚然成风，文化遗产正在以更
鲜活的方式走进人们的精神生活。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备案博物馆总
数已超过6000家，10年增长约一倍，超
九成实现免费开放；“非遗+旅游”“非
遗+老字号”“非遗进社区、校园”已融入
民众日常生活；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入

快车道……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
力量，也需要凝聚精神力量。”中国旅游
研究院院长戴斌委员说，10年来，文化
互鉴和保护传承力度加大，中华文化之
美不断彰显。新征程上，高扬文化自信
之帆，中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4 日电 记者樊
曦 王优玲 谢希瑶 侯雪静 周圆）

4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世界第一 展现中华文化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