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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雄安  服务冬奥
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样板工程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与北京携手筹办冬奥会，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给河北的重大政治任务。

交通运输部有力指导支持，河北举全省之力推进落实。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认真落实交通强国战略和部省工作部署，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

聚焦“雄安质量”“雄安标准”，强化“四个办奥”（绿

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理念，扭住

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冬奥交通保障项目，推动交通

运输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力打造样板工程。

一、紧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力推动质量变革
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着眼构建安全、便捷、高效、

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紧盯规划、建

设、运营供给端，推动质量变革，确保“走得了”向“走

得好”转变。一是规划高质量。高质量规划新区交通网

络，同中咨机构论证，与雄安新区对接，编制“四纵两

横”高速铁路网、“四纵三横”高速公路网、网格化普

通干线公路网和“一干多支”水上交通体系，布局高铁

站、城际站和白洋淀站、白沟站“两主两辅”枢纽，京

雄、津雄快速直达，与大兴国际机场直通，与天津港、

黄骅港畅通，构建多中心、网络化交通布局。高质量规

划冬奥交通网络，规划京张、崇礼铁路和延崇高速、张

榆省道，延崇高速最短距离连通京张赛区，打通大动脉；

布局核心区 6+1 项目，从南向北建设 3 条普通干线，从

东向西铺设 3 条农村公路，衔接崇礼综合客运枢纽，畅

通微循环。二是建设高质量。发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担负红色匠心、京畿匠师使命，打造内实外

美、自然和谐、特色鲜明的交通工程，融合奥运元素构

建五环大桥、立足保护生态建设世界最长螺旋隧道、聚

焦中国传承打造的十七孔拱桥复兴大桥、聚集休息休闲

游憩于一体的白沟服务区等综合型开放服务区，构筑一

批地域元素鲜明、结构新颖美观的标志工程。三是运营

高质量。坚定打造智能交通，推动交通运输迭代升级。

联合多所大学，聚合多位专家，深化硬件研发，攻克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距雷达、云控平台、主动控制系统、

车基反馈系统四项技术；优化软件开发，搭建感知、控

制、协同、管理、服务五星架构，形成车路云网一体化

智慧公路解决方案。编制《河北雄安新区智能交通专项

规划》，制定实施延崇、京雄、荣乌新线、京德智慧高

速建设方案。

二、紧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推进效率变
革

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着眼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坚守“先行官”定位，强化加速度建设，坚定走

在前保畅通，目前冬奥交通保障项目全部投用；新区对

外骨干路网项目 2019 年 9 月开工，4 个月完成土地组卷，

1 个月完成大田作物清表，目前主体工程基本建成。一

是强化齐抓共管。省厅抓标准、抓示范、抓督导，压实

沿线政府征拆责任、项目法人建设责任、建设单位现场

管理责任、施工单位质量安全责任、监理单位现场审核

责任。实施以党建先行、交通先行的“双先工程”，组

建党员先锋队、青年突击队、工人力量队，深入开展劳

动竞赛，形成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二是突出智能建造。

开展工艺微改进、设备微改造、工法微改良活动，强化

“四新”技术应用，项目管理搭建 BIM+GIS 信息化综

合管理平台，场站建设构建工业化园区、工厂化场区，

路基施工开展无人碾压、智能压实试点，桥梁施工推进

全装配式试点，隧道施工应用“两机一桥七台车”装备，

路面施工实施数字化全程监控。三是创新建管模式。加

大改革力度，整合建设管理与工程监理资源，开展“代

建 + 监理”建设管理改革试点。运用市场化的办法，创

建以 PPP 项目“两标分开”方式分阶段选定社会投资

人和施工单位，管控进度、质量和投资。

三、紧扣交通运输持续健康发展，聚力推动动力
变革

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着眼发挥重大工程核心支撑

和创新引领作用，推动交通运输动力变革，实现高质量

发展。一是提升质量标准。坚守大质量观，坚持“四高

定位”，初步编制《雄安新区公路工程标准体系》，架

构建管养 5 章节、67 项雄安标准。坚持高安全性，严

格防洪 300 年一遇标准；坚持高耐久性，深入推行全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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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周期理念，开展长寿命路面材料、设计与施工成套技

术研究，确保表面层寿命不少于 15 年，其他结构层不

少于 40 年；坚持高舒适性，确保行得顺畅、走得安全、

用得舒心；坚持高智能性，打造智能管控通道。二是建

设绿色交通。建设环白洋淀旅游风景道，构建容东绿色

出行区和白洋淀绿色船舶示范区，区内绿色交通出行达

到 90%、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达到 80%。依托复兴

大桥、白沟河服务区，打造路景一体、路游一脉旅游景

观。建成最具诗意草原天路。聚焦施工减尘降耗增绿，

全面使用清洁能源，全面清除超标非道路移动机械。三

是强化融合发展。与经济发展相融合，着眼后奥运冰雪、

草原经济，规划普通干线和农村公路 4500 公里，搭建

一路畅行交通网。积极探索与制造业、旅游业、电子商

务等产业融合发展，目前已布局 5 对开放服务区。强化

通道综合资源利用，拓展桥下空间利用，打造“以产补

路、以产养路”的路产融合发展模式。

下一步，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深入贯彻党中央重要决策，全面落实全国

交通运输工作会议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乘势而

上、奋发作为，决战决胜雄安新区、冬奥会交通路网建

设，首战首胜“十四五”新征程，加快谱写交通强国河

北篇章，为推动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实施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打通大动脉  畅通微循环  
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重点区域发展战略。党

中央国务院出台规划纲要，特别强调构建川渝一体化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四川交通未来发展赋予了全新优势、

创造了重大机遇、提供了战略指引。四川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把交通作为川渝党政联席会议的重要议题，放

在七大专项方案的首要位置。在交通运输部的坚强领导

下，我们以协作促协同，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先

行推动川渝交通一体化，引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一、强化川渝合作，形成协同一体推进格局
1 月 3 日中央财经委会议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后，我们迅速学习贯彻，1 月 9 日即赴重庆市交通

局对接，共商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疫情期间，坚

持通过视频连线深入交流，共同开展规划编制和支撑课

题研究。2020 年以来，先后召开 7 次联席会议，形成

“1+1+6”协同推进工作格局，加强川渝战略协调、政

策协同和工作协同：一是共同配合部编制好《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二是签定《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0—

2022 年）》。三是签署普通公路、内河水运、运输服务、

智慧交通、执法管理和万达开交通融合发展等 6 个合作

备忘录。同时，经部批复同意，川渝共同开展“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发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加

快推动规划、网络、枢纽、服务、管理“五个一体化”

发展，努力探索区域交通协同发展新模式。今年，四川

综合交通建设预计完成投资 3000 亿元，其中公路水路

建设超过 1900 亿元。

二、强化互联互通，建设外畅内联通道集群
一是连通双核。围绕成渝双核 1 小时通达目标，加

快成渝间三条高铁 +“双六双八”高速公路通道集群建

设。成达万高铁工可获批即将开工，成渝中线高铁做规

划建设时速 400 公里的高铁示范线。成资渝高速年底通

车，成渝、遂渝高速扩容前期工作加快推进。二是带动

两翼。建成广安绕城及渝广支线高速公路，新开工泸州

至永川、开江至梁平等 4 条高速公路，川渝间已建和在

建高速公路达到 17 条。成自宜高铁、川南城际铁路、

阆中机场、达州新机场等加快建设。成都都市圈交通同

城化加速推进，成都轨道交通资阳线开工建设，成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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