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
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
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
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
的开放胸怀。

包容四海、兼纳百川，以开放包
容的胸怀，中华文脉绵延繁盛、中华
文明历久弥新，在新时代愈发焕发蓬
勃生机与活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祖国西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
物馆，参观者络绎不绝。

2022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参观《新疆历史文物展》，观看
民族史诗《玛纳斯》说唱展示，并同

《玛纳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亲
切交谈。

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触地说：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
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
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一部中国
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
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
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
的历史。

我国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交流交
融中，逐步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
同体——

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上，
曾经有许多民族登上过历史舞台。
这些民族经过诞育、分化、交融，最终
形成了今天的56个民族；

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
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
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秦汉雄
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
同铸就的辉煌；

在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的伟大斗争中，各族儿女的
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
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加强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
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
足相亲、守望相助；

……
2019年 9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
“四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
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
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
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
同培育的。

在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润中，56个
民族共同凝聚在中华民族旗帜下，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

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展现
新活力、释放新动能——

在多元中铸就整体、在整体中百
花齐放。

我国文化宝库中的诗经、汉赋、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既有大
量反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作品，又
有大量少数民族作者的创造。中华
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
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
贡献。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浇
灌更加艳丽的中华文化之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
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
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
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
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
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
久可大、根深叶茂。”

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新合力，
不断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北京西单商圈，落成不久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吸引不少游
客前来参观。漫步其中，人们感受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脉络，体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
意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
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文化认同问
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就
会巩固。

在 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
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
焦。

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尊重差异
性到增进共同性……新征程上，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和促进我国各民族进行更加
广泛而持久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快
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
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这不仅与

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质紧密契
合，更有利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在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中涵养
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精神品格

敦煌莫高窟，一尊尊栩栩如生的
彩塑，一面面精美绝伦的壁画，历经
千年岁月沧桑，见证着多元文化的交
汇融合和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华文化认同超越了地域、乡
土、血缘世袭、宗教信仰，中华文明从
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
用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

古往今来，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
明的交流互鉴中焕发新生机——

2023年5月18日至19日，中国－
中亚峰会在西安举行。百花齐放，礼
乐和鸣，中亚各国元首在唐风古韵
中，感受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包容四
海的雍容气度。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
名于世。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
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
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
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
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始终在兼
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今
天，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
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
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
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
成果。”

与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塑造
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品格特质——

西藏根培乌孜山南麓的哲蚌寺，
气势恢宏。2021年 7月，在西藏进行
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宗教的发展规律在于‘和’。任
何宗教的生存发展，都必须同所在社
会相适应，这是世界宗教发展传播的
普遍规律。藏传佛教的发展，要有利
于人民生活改善，有利于社会稳定。
宗教要和顺、社会要和谐、民族要和
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一个“和”字，道出了中华文明不
断衍生发展的内在逻辑：产生于古代
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
演化，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
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
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
了深刻影响。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
性，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
的和谐格局。

2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
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
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
长。中国传统画法同西方油画融合
创新，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中国写意油
画，徐悲鸿等大师的作品受到广泛赞
赏。

经历了 5000多年历史变迁的中
华文明，在学习、消化、融合、创新中
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
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
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
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文明将以更
加开放宽广的胸怀拥抱世界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
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
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
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
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
态。

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全新视角，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兼收并
蓄、博采众长，是大国的胸襟与气魄，
也是顺应时代、勇立潮头的历史担
当。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
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
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
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

2023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
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文明
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新
的强大智慧和力量。

以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观推
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走进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洞库拱顶的飞天壁画，吸引不少参观
者驻足欣赏。这一作品选取敦煌壁
画中的传统飞天形象，融入现代美学
元素创作绘制而成，呈现别具一格的
东方美学韵味。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新时代大放光彩，成为全民族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充分释放、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动
见证。

中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
而丰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
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
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在新时代，秉持多彩、平等、包容
的文明观，中华文明正为人类文明进
步和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动力。

这是中华文明生动多彩的画卷——
北京冬奥盛会惊艳世界；大唐芙

蓉园梦回千年；北京中轴线、京杭大
运河等一大批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
来，绽放时代新韵……千古文脉一华
章，今天中华文化更加蔚为大观，中
华文明更加光彩夺目。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是中
国人在 2000 多年前就认识到的道
理。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
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
饰，那是不可想象的。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习近平总书记这样生动描述
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宝贵价值：如果世
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
美，那也是单调的。

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
辰 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
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维
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
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
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
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
然。”

这是中华文明平等真诚的相
待——

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
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沿
着古丝绸之路，中国将丝绸、瓷器、漆
器、铁器传到西方，也传来了胡椒、亚
麻、葡萄、石榴等域外物产；佛教、伊
斯兰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
传入中国，中国的科技发明、养蚕技
术也经此传向世界。

中华文化是世界的，更是民族
的。

在“天下第一雄关”甘肃嘉峪关
关城，叮嘱“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
生不息的根脉”；在山西云冈石窟，指
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
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
第一位”；在福建福州三坊七巷，强调

“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
爱之心、尊崇之心”……

习近平总书记对不同民族、不
同 时 期 的 优 秀 文 化 都 倍 加 珍 视 。
如今，华夏大地上历史文脉融入现
代生活，山水人文交汇成现代宜居
之地，文化自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对不同
文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理解：“每
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
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
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
值。”“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
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
会与之格格不入。”

这是包容差异、尊重不同的广阔
胸怀——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
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
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
界。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
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
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
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
们仍须努力。”

2015年9月，联合国成立70周年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讲坛，
首次面向世界提出“全人类共同价
值”。

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从不谋求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彰
显着“不同”与“大同”的辩证智慧。

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
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新时代的中国始终致力于为
不同文明对话沟通提出方案、搭建平
台。

6月 15日，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
园大莫角山，杭州第19届亚运会火种
在这里成功采集。

这一刻，象征团结的体育之火、
文明之火、和平之火，同实证中华
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交相辉映。

新时代中国，不断从中华民族
5000多年文明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同
世界各国携手并进，必将绘就人类文
明更加壮丽的画卷。

（新华社北京 6 月 15 日电 记者
郑明达、范思翔、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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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文明包容性看中华文化开放胸怀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系列述评之五

安阳殷墟：持续揭示中华文明密码
习近平的文化足迹

“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
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走进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大门，展板上习近平
总书记的这段话，让每一位前来参观的
游客印象深刻。

2022年 10月 28日下午，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河南省安阳市，考察位于安阳
市西北郊洹河南北两岸的殷墟遗址。

距今3300多年的殷墟，是我国历史
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
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及所出土
的甲骨文，使传说中的商朝彻底得到证
实，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往前推进了
约1000年。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中国文化
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
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
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

近一个世纪来，考古工作者栉风沐
雨，对殷墟持续发掘研究，它也成为我国
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揭露
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在新的征程
上，这座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
的关键遗址，仍将继续揭示中华文明密
码、延续中华民族精神根脉。

殷墟作轴，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密码
六月的中原大地骄阳似火，殷墟宫

殿宗庙遗址里游人如织。
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

陵区、高度发达的青铜器、系统成熟的甲
骨文、分工明确的手工业体系……古老
殷墟的“商王宝藏”，令游客惊叹于这份
穿越了3000多年时光的厚重魅力。

1928年10月，考古学家董作宾在位
于安阳市西北郊的小屯村挥出第一铲，拉
开了中国考古人科学发掘殷墟的序幕。
在此之前，人们对商王朝的认知主要停留
在《史记》中区区3000余字的记载。

“就考古学而言，目前没有哪处遗址
的重要性超过殷墟。”夏商周断代工程首
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说。因
为殷墟，中国信史上推至商代。以殷墟
为支点，建构起夏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
体系，也为探究更早的文明提供了重要
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
突出的连续性”“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
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
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
能理解未来中国”。

“殷墟的发现和确定，是探索商文
化、夏文化及上溯中华文明起源的原点
和基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表示，殷
墟上承四方汇集文明之趋势，下启连续
不断、多元一体文明之格局，是中华文明
进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的足迹，
人们在殷墟博物馆、车马坑展厅里感受
3000多年前商人的鲜活日常，在“一片
甲骨惊天下”的讲解词中领略中国已知
最古老文字的神秘风采。

69岁的江苏游客徐根发第一次到
殷墟，他说：“小时候在课本上知道殷墟，
一直想来看看，今天看到青铜器和甲骨
文，我不仅感叹古人高超的智慧，也为中
华文明延绵不绝感到由衷骄傲和自豪。”

“最近，前来殷墟的研学团队呈现井
喷式增长，仅4月份研学人数就突破了2
万人次。”殷墟讲解员刘珊珊近段时间格
外忙碌，一天下来，她至少要解说 10余
场，每天行走超过2万步。

“不少研学团队的同学反映，通过实
地参观，真切感悟到了殷商文化的博大
精深，触摸到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进
一步树立起尊重文物、尊重历史的观念，
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刘珊珊说。

汉字为媒，维系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
殷墟博物馆入口处，立着一方大石，

上书红色的甲骨文“福”字，不时有游客在
此合影留念。今年春节，以这个“福”字为
原型设计的春联，在当地成了抢手货。

“很多游客对甲骨文感兴趣，知道是
什么字了，还要问问为什么。”刘珊珊说，

“福”字一边是祭台，一边是双手捧着酒
坛，意思是祈福，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
理解，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殷墟考察时指出，
“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
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殷墟
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3000年前的文
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刀笔留痕，甲骨呈奇。殷墟出土了
极为丰富的文物，甲骨文无疑是分量最
重的一类。“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作为中
华民族最早使用的成熟文字，甲骨文虽
然深埋地下数千年，却一出土即可被部
分识读。看似不可思议，却正是汉字的
独特之处。

资料整理、分期断代、文字考释、商
史研究……拨开历史的厚土，120多年
来，一代代学者薪火相传，持续解读古老
的中华文明密码。

在安阳的地标性建筑——中国文字
博物馆内，可以直观地看到汉字演变过
程。依托数千件文物精华，这座以文字为
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系统诠释了中国文
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堪称“一部让
世人领略中华文明的景观式文字大典”。

“从汉字的演变中能看到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我们能看懂青
铜器上的金文、东晋的《兰亭序》、唐代的

《上阳台帖》，仔细一想太神奇了。”暑期
将至，刚从郑州外国语学校毕业的田若
水，迫不及待地拉着朋友到中国文字博
物馆参观，在书法展厅及字谜墙等互动
体验区域，她们频频流连。

文字，是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也是
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

今天，在中国 960万平方公里的广
袤大地上，无论方言口音、生活习俗如何
迥异，通过共同的文字，人们可以毫无障
碍地沟通思想、交流情感，这看似平常的
一幕，背后是汉字这块积淀数千年的文
化基石。

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再到
隶书、楷书，汉字历经 3000多年演变而
不改其形，人们得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沟
通思想。这种文化的演绎与传承，承载
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具有
强大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基因和中华儿女
血脉相通的精神纽带。

“这几年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参观的
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90后’‘00
后’占多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加认
同、理解汉字，主动触摸和学习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这种改变，让中国文字博物
馆宣传教育部主任于笑莹由衷欣喜。

今年“五一”期间，每天到访中国文

字博物馆的观众都超过 2 万人。展馆
外，将汉字文化的多维度表达方式融入
景观设计之中的汉字公园，更是市民热
衷的夜间游玩去处。

守正创新，赓续文脉谱华章
“考古工作要继续重视和加强，继续

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要通过文物发
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在殷墟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殷
殷嘱托。

不久前，“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
进展工作会在北京召开，通报了安阳洹
北商城遗址重要考古成果。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
站长何毓灵介绍，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一
条殷墟时期大型祭祀沟，为理解殷墟聚
落布局提供了线索。

除考古发掘工作外，何毓灵相当一
部分精力用在讲课上。“从幼儿园讲到中
学大学，从博物馆讲到党政机关，现在我
一个月至少讲课五六场。”他明显感觉，
人们渴望了解殷墟、了解悠久中华文明
的热情高起来了。

展示主体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多样、
形式更加鲜活、覆盖更加广泛，古老的殷
墟，正以更年轻的姿态走入公众视野：殷
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文旅小镇等
项目稳步推进，运用AR、全息投影等高
科技手段的殷墟数字化升级方兴未艾，
甲骨文表情包、殷墟青铜器数字藏品等
文创不断迭代……

与殷墟宫殿区一河之隔，占地面积
262.5亩，建筑面积 5.1万平方米的殷墟
博物馆新馆拔地而起，目前主体工程二
次结构基本完工，遥看像一只巨鼎立在
苍穹之下。

“展出文物数量、展陈技术和水平都
会有大幅度的飞跃。”殷墟世界文化遗产
保护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赵清荣介绍，新
馆建成后，将更全面地展示殷墟丰富文
化内涵，帮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殷商文
化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贡献。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
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
当代华章。”

中国文字博物馆内，一堂别开生面
的“甲骨学堂”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参与。
学写甲骨文十二生肖文字、DIY商朝元
素书包、学跳《舞动的汉字》舞蹈，孩子们
在游戏中感受汉字的美和智慧。

“‘火’起来更要‘活’起来。我们重
视普及教育和展陈的互动性，特别设置
了互动与影像厅，涵盖十余种汉字游
戏。”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委员、副馆长
魏文萃介绍，近年来，中国文字博物馆研
发了 160多项汉字主题教育项目，举办
汉字教育活动近 1500 场，吸引了近
45000个家庭参与活动。

“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做中国
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
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
大下去的。”

……
在安阳殷墟，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

振奋人心，释放出时代强音。
“作为文博工作者，我们要持续做好

殷墟等重要遗址的主动性发掘与考古研
究工作，解读好文物承载的文化基因，让
国人更好地触摸过往、感知历史，为推动
中华文明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贡献
力量。”安阳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李
晓阳说。

（新华社郑州 6 月 16 日电 记者 唐
卫彬、桂娟、双瑞、翟濯）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记者 周
圆、侯文坤）6月 16日是全国“安全宣传
咨询日”。当天，全国各地按照国务院安
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统一部署，深入
基层和企业开展了颇具特色的安全宣传
咨询活动。

今年 6月是第 22个全国“安全生产
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急”。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当天，各地
聚焦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例如：山西
省通过“平安地铁天天行”直播活动，带
领广大网友探访太原地铁安全专列，普
及地铁逃生避险、自救互救技能；辽宁省
组织消防、交通、卫健等专业队伍深入基
层，开展火灾逃生、心肺复苏和外伤包扎
技能科普展示咨询活动；吉林省活动现
场设置烟道逃生、地震逃生、高层缓降逃
生实景模拟设备，让群众学习应急逃生
知识；江苏省面向企业职工、城乡居民、

学校师生等群体进行“人人讲安全”街头
采访等。

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日
前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活动设置了安
全生产、建筑安全、咨询服务、应急装备、
应急演练等展示区域，通过多种形式面
向公众集中宣传安全生产红线意识、法
律法规及安全常识，进一步推动“安全生
产月”活动走深走实，提升公众安全意识
和避险逃生能力。

各地积极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6月16日，工作人员在检查“长江号”盾构机运行情况。
当日，重庆至黔江高铁（以下简称重黔高铁）重庆长江隧道

开始盾构掘进。
据介绍，重庆长江隧道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十四局集团

承建，是长江第一条高铁穿江隧道，从重庆市南岸区掘进穿越
长江，到达重庆市渝中区，隧道正线全长11.94公里，盾构段全
长3845米，穿江区间长1282米。

长江隧道不仅穿越长江主航道和南山风景区，还穿越重庆
渝中半岛和南岸区，隧道上方为重庆主城核心区域。

长江隧道采用一台开挖直径12.66米的泥水平衡盾构机施
工，隧道设计为单洞双线。

新建重黔高铁，正线全长269.52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是国家厦长渝蓉、沿江高铁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重黔高铁
建成通车后将有效填补重庆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没有高铁的
空白，与重庆主城区实现一小时通达。■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我国首条长江高铁隧道开始盾构始发掘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