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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速公路总里程达 11211 公里

上头条，找中国新报

【中国新闻网】中新网广州 12 月 31 日电 ( 蔡敏婕 岳交综 ) 广

东省交通运输厅 31 日发布消息称，随着湛江机场高速公路一期、宁

( 波 )( 东 ) 莞高速潮州东连接线等 9 个高速公路项目陆续通车，广东

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11211 公里。其中，6 车道以上高速公路

总里程超过 5600 公里，占比过半。全省高速公路车道里程数达 5.7

万公里。

据了解，2022 年，广东建成 ( 含改扩建 )9 个高速公路项目，全

省建成高速公路 240 公里，新增高速公路里程 169 公里，新增高速

公路车道里程数 1002 公里，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11211 公里，

内联外通、便捷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截至 2022 年底，粤东、粤西、粤北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突破

6000 公里，缩短了粤东、粤西、粤北与大湾区的时空距离，打通了“米

袋子”“菜篮子”“果盘子”“水缸子”“茶罐子”进入大湾区的

快速通道，为广东建设交通强省提供了支撑。

据统计，广东省高速公路出省通道总数达 30 条，与陆路相邻

省区各开通5条以上高速公路通道，通港澳的5条高速公路全部建成。

密织的高速路网，不仅让城市通行更新畅顺，还带动了广东经

济的快速发展。据统计，2022 年，广东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车流总

量超 22 亿辆次，比 2019 年增长 10%，居中国内地第一。特别是粤东、

粤西、粤北地区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超过粤港澳大湾区，为粤东、粤西、

粤北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提供支撑，进一步助力广东区域协调发展。

( 完 )

（蔡敏婕 岳交综） 沈海高速茂名至湛江段改扩建一期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供图

【青海日报】岁末回眸，极不平凡。

2022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

关键一年。年初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青海把习近平总书记情系全

省各族群众，精准把脉青海资源禀赋、发

展优势和区域特征，赋予青海建设产业“四

地”的重大任务和历史使命牢记在心，统

筹疫情防控和农业农村工作，立足资源禀

赋，以提质、稳量、补链、扩输为路径，

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坚定地向打造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目标挺进，为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压舱石”作用。

攻坚发力，抓绿色发展为输出地打造

夯实基础

2022 年以来，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沉着应对错综复杂的

经济形势和气象灾害等的不利影响，坚持

政策引领，部省合力，顶层设计，高位推动，

聚力发展，全省有机认证监测草原面积突

破 600 万公顷，成为全国有机草原认证面

积最大的省份。打造青海青稞、藜麦总部

经济基地，累计认证绿色、有机和地理标

志农产品 1015 个，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输出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

拥有良好的生态禀赋，2022 年，青

海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绿色有机畜牧业生产

基地、重要的春油菜杂交制种基地、冷凉

性农作物北繁制种高地、有机青稞生产基

地、冷水鱼生产基地和有机枸杞生产基地，

累计输出牛羊肉、油料、青稞、露地蔬菜、

枸杞等大宗绿色产品 80 余万吨，价值 130

亿元，农畜产品出口达到近亿元。

放眼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景阳镇甘树

湾村，20 多公顷油菜地里，全部用上了粘

虫板。不仅如此，大通县有 1.33 万公顷土

地都使用了黑色地膜、粘虫板、杀虫灯等

绿色防治措施，最大程度减少化学农药使

用量。绿色有机特色更加鲜明，产地环境

得到优化，全省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面积占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三分之一，绿色防控

覆盖率达到 45%。

这一年，青海省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综合生产能力稳

步提升，粮油丰产丰收，压实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保障重要农畜产品供给，全省种

植农作物 57.73 万公顷；强化耕地保护，

新建高标准农田 1.33 万公顷，全省高标准

农田总量达到 30.27 万公顷，占永久基本

农田的 61.5%。

青海省打造输出地的强大动力不断注

入，协调省级财政资金 1.4 亿元，遴选 4

个先行示范市（州）和 4 个先行示范县进

行打造，先行先试、示范引领；8 个援青

省市与 8 个市（州）、8 家输出地企业与 8

家输入地企业签署合作协议，推动共建工

作升级加力。

转型升级，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

业链建设

2022 年，青海省以转变畜牧业传统

养殖方式为着力点，深化畜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不断提升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

年初，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成功建

成牦牛藏羊原产地可追溯体系，为消费者

打通了一条深入了解食品生产信息可信通

路，此后打造生态畜牧业循环产业链工作

在青海省稳步推进，青海牦牛藏羊追溯体

系建设覆盖到 30 个县（市），认证有机牦

牛藏羊 445 万头只。

青海省不断推进标准化规模化发展，

在 30 个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开展股份制改

造，建成千头牦牛千只藏羊标准化生产基

地 100 家和 50 个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示范

场。2022 年 10 月，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先行示范县——果洛藏族自治州久

治县门堂乡果囊村，万头牦牛集中出栏，

牦牛产业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这是青海省畜牧业发展的生动注脚。

青海省首次遴选 15 个奶农合作社、

奶牛养殖场进行提升改造，确保了肉奶稳

定供应。稳定生猪生产，制定《青海省生

猪及其产品“点对点”调运制度》，积极

落实生猪产能调控政策和能繁母猪补贴措

施，确保稳产保供，生猪存栏维持在 70 万

头左右，产能处于合理区间。

2022 年，全省建成特色农产品生产

基地 25.53 万公顷，累计认定创建标准化

规模养殖场近 1500 家，打造 4 个万头（只）

牦牛藏羊基地，规模养殖比重达到 52%。

种植燕麦、苜蓿等饲草 4.95 万公顷，建成

28 个千亩以上标准化饲草基地；建成百亩

示范田、千亩攻关田、万亩创建田共 486 个。

创建国家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5 个、国家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 4 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

业集群 3 个，成为全国最大的有机畜牧业

生产基地，“绿色”“有机”成为青海农

畜产品的金字招牌。

同时，“青”农品牌打造成效明显，

青海牦牛、青稞等 16 个农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在央视及北上广城市发布了品牌广告；

雪域丰润、三江黄金牧、杞皇等 6 个品牌

入选中国农垦品牌名录；鲑鳟鱼养殖获得

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认证和出口欧洲许可，

成为国内唯一获准出口的省份。

科技创新，推进绿色生产向现代化迈

进

以科技为动力，向科技要效益，这是

青海省 2022 年绿色生产向现代化稳步迈进

的基调。

2022 年，重大引领技术示范得到推

进，马铃薯产业平台选育的新品种“青薯

9 号”以及相应的栽培种植技术，在青海、

甘肃、宁夏、陕西、云南、四川等十多个

省区应用，累计推广 168.27 万公顷，新增

产值 94.74 亿元。这得益于依托科技推广

创新产业平台，也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输出地建设提供了科技支撑。

草原畜牧业转型发展不断推进，216

个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完成股份制改制，形

成“龙头企业 + 生态畜牧业合作社 + 基地

+ 农牧民”生产模式。海南藏族自治州共

和县、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被列为国家

级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县。

科技推广服务创新提升，种业振兴取

得突破，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复份库建成，

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以复份形式低温保

存种质的长期库。互助土族自治县、海南

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海东市平安区被列入

全国制种大县、良种繁育基地，建成良种

繁育、示范、展示基地 1.61 万公顷，青海

省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全国唯一的北繁制

种基地；

杂交油菜良种推广占全国春油菜区杂

交油菜总面积的 85% 以上，脱毒马铃薯、

青稞、蚕豆品种选育和青海湖裸鲤人工孵

化繁育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甘蓝型杂交油菜种植突破海拔 3000

米，推广牦牛、藏羊种畜 7750 头（只），

细管冻精 20 万剂，大通牦牛、阿什旦牦牛、

玉树牦牛等优良品种辐射到四川、西藏、

甘肃、云南等地；

首次开展生态装配式圈舍成套设备农

机购置补贴试点，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达到 67.5% 以上……

将生态大省的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

势，2023 年，青海将继续锚定“输出地”，

让更多的“青字号”农产品走向全国、享

誉世界！

本报记者 董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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