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今年首次超過30億人次的客流量中，全
國道路承載的運量預計達28.45億人次。

李盛霖指出，道路運輸佔全社會春運客運量的
90%以上，在多種運輸方式中發揮 春運「主
力軍」和「兜底保障」的作用。組織好道路春
運，對民眾平安返鄉團聚、順利出行具有重要
意義。

鄉村100%通路保障回鄉路
身為大部制改革後的首任交通運輸部部

長，李盛霖十分重視運輸銜接工作。當前
許多農民工的返鄉方式，是乘火車到達省
會城市或地級市，然後經過多次換乘汽車
後抵家。李盛霖將此段只能乘汽車的道路

稱為「最後一公里」。他說，「農
民工已經回到家鄉，但還
沒到家門口，我們要保證
這部分的道路便利暢通」。
李盛霖指出，交通運輸部

與有關部門積極協調，加強

城市公交、道路、水路與鐵路、民航等運輸方
式間的銜接，努力實現旅客零距離換乘。此
外，要加大對車站、機場、碼頭和大型活動場
所的城市公交運力投入，滿足旅客出行需求。
而在保障農村春運客運服務質量方面，李盛

霖強調，一是要加大對農村客運經營者的監督
檢查力度，監督經營者必須按照許可的線路班
次運行，不得擅自改變、縮短營運線路和減少
運行班次；二是要根據農村節日活動的特點，
加大對農村節日活動的運力投入，保障節日期
間農民群眾順利出行。
他表示，目前在具備條件的鄉鎮地區，農村

公路通達率已基本達到100%，行政村的農村公
路也達到98%，這為解決農民工回家「最後一
公里」的問題提供了充足的基礎設施條件。
今年，交通運輸部將繼續改善農村公路網絡

狀況，推進農村公路橋樑新改建和安保工程建
設，並組織開展「農村公路養護管理年」活
動，推動以公共財政投入為主的養護資金政策
落實，不斷提高農村公路安全水平和整體服務

能力。

08雪災8天一 搶險
記者問他印象最深的是哪年春節，李盛霖

說，「2008年突發南方低溫雨雪冰凍災害，湖
南、廣東民眾積極應對，及時採取應急措施抗
擊冰雪。我在那裡連續待了8天7夜，經過艱苦
奮戰，搶修通路後的激動心情是無法形容
的。」
那一年，中國春運遭遇罕見的大範圍低溫雨

雪冰凍災害。而據中國氣象局最新預測，今年1
月的天氣情況很可能對交通運輸構成影響，大
霧天氣將較頻繁發生，南方地區可能出現階段
性低溫雨雪及冰凍天氣，西北部分地區也可能
出現低溫雪災天氣。
對此，李盛霖指出，應急運輸工作，重在

「完善預案、加強監管、優化機制、形成合
力」。而從長期角度看，要完善安全發展的應急
保障體系，堅持預防和應急並重、常態和非常
態相結合，進一步健全應急管理組織體系。

中國46年來最早啟動的一次春運，面臨空前考驗。在40天的

「春運大考」中，學生流、探親流、務工流交織疊加，將形成突

破30億人次的客流壓力，再次刷新全球獨一無二的周期性人口

遷徙紀錄。而春節將至，節日運輸客流的高度集中，複雜天氣

因素的「雪上加霜」，令今年「試題」的難度系數陡增。

交通運輸部部長李盛霖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表示，春運工作

關係億萬群眾切身利益，交通運輸部門要發揮主力軍作用，全

力保障道路暢通和運輸高效、安全，並將完備應急預案，妥善

應對客流高峰和惡劣天氣影響。他還特別強調，要重視各種運

輸方式的銜接工作，鋪實從下火車到家門口間的「最後一公里」

路，讓旅客平安返鄉團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凡、房廈 北京報道

鋪實

保農民工及時到家
▲李盛霖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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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國家交通運輸部長

李盛霖表示，交通運輸部門有責任滿足民眾日益提高的生
活需求。他說，「這包括了春節要與家人團聚的客流，特別
是務工人員，以及與日俱增的外出旅遊人群等。由此增大的
交通運輸流量很正常，折射出國家發展形勢大好，民眾生活
水平與質量持續提升。這些需求我們都能夠滿足。」

客運年均增2億 主力作用凸顯
與2008年春運時道路完成客運量的20.17億人次相比，今年

的預計客運量足足增加8億多人次，年均增加約2億人次。李

盛霖指出，各級交通運輸主管部門針對客流特點，從科學組
織運輸，保障道路水路春運高效有序。
他表示，今年春運的運輸組織工作，要重點加強運輸過程

的實時監控調度，及時掌握客流變化情況，調整班次密度，
縮短旅客候車時間，避免出現旅客滯留現象。
當記者問他今年春節的安排計劃，李盛霖微笑 說，「大

家都能夠安全回家過年，對我來說，比任何事情都高興。這
也是我作為交通部長的責任。今年的除夕和初一，我都要值
班。」

交通運輸部部長李盛霖指出，在國家「十二五」
規劃綱領的框架下，交通部研究擬定了全國公路
網規劃，正會同發改委報國務院待批。交通部將
積極推進「公路兩個體系」建設，即統籌發展以
普通公路為主的非收費公路體系和以高速公路為
主的收費公路體系。

普通路保通達 公共服務再提升　
李盛霖表示，構建「公路兩個體系」，既有利

於充分體現政府公共服務職能，使公共財政資
金更多地投向交通運輸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也
有利於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普通公
路是覆蓋範圍廣，服務人口多的交通運輸基礎
設施，主要解決通達的問題，以政府財政資金
為主。
他表示，交通部將繼續落實有關要求，在預算

安排中逐步增加普通公路建設投資，切實保障普
通公路養護資金，不斷完善普通公路網絡，更好

地發揮普通公路的基本公共服務效能。

收費路利高效 不以盈利為目的
而對於收費公路體系，李盛霖指出，其體現的

是更高品質的公路服務，主要解決快捷高效的問
題，其收費不以盈利為目的，資金方面主要是靠
銀行貸款、社會融資來解決。今後，在高速公路
建設中，將進一步優化路網佈局，加快國家高速
公路網剩餘路段、瓶頸路段、斷頭路的建設，發
揮路網整體效益，並實施重要路段擴容改造，提
高主要通道通行能力。
在規範收費公路運營管理方面，交通部等五部

委辦於去年聯合開展的收費公路專項清理工作，
已完成調查摸底，並正在繼續有序進行。自2009
年實施成品油價和稅費改革以來，已有18個省市
取消政府還貸二級公路收費，撤銷收費站1892
個、涉及9.4萬公里。全國二級公路不收費里程已
達25.5萬公里，佔二級公路總里程的82.6%。

構建「公路兩個體系」滿足各階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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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起，任天津市副

市長、市委副書記、常務

副市長、市政府黨組副書

記、市長、市政府黨組書

記。

2002年12月起，歷任國

家經濟貿易委員會黨組副

書記、副主任，國家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

黨組副書記、副主任。

2005年12月起，任交通

部黨組書記、部長。

2008年3月，任交通運輸

部黨組書記、部長。

力促運輸銜接「零距離換乘」強調春運「公路要兜底」

■記　者：在「十一五」期間，國家交

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加快，全社

會共完成公路水路交通建設投資4.7萬

億元，是「十五」時期的2倍多。交通運

輸下一步發展將採取怎樣的主基調？

■李盛霖：下階段在交通運輸的發展

上，須牢牢把握穩中求進的總基調，

統籌兼顧、突出重點，做到「五個堅

持」。即堅持穩中求進，繼續推進交

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堅持「三個轉

變」， 力提高交通運輸管理水平；

堅持注重公平，有序推進交通運輸基

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堅持民生為先，

努力解決人民群眾關注的突出問題；

堅持安全第一，不斷提升交通運輸安

全發展水平。

在推進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上，

要堅持規劃引領、有序推進，盡力而

為、量力而行、實事求是、因地制

宜。

■記　者：歐美經濟低迷對中國運輸

行業、產業與企業造成不同程度的影

響。您如何看待國內外環境變化給中

國交通運輸發展帶來的新影響？

■李盛霖：當前國際國內的環境，對

於交通運輸發展而言，既有機遇，也

有挑戰。

我們當前面臨的挑戰主要體現在四

個方面：一是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

響持續顯現，國內宏觀調控面臨更多

「兩難」選擇，勢必對交通運輸發展

帶來新的影響，尤其是國際航運市場

持續低迷，交通建設資金緊張，深層

次矛盾和新情況新問題相互疊加，保

持交通運輸平穩較快發展態勢難度加

大。

二是交通運輸結構不盡合理，區域

城鄉交通運輸發展不平衡，資源環境

對交通運輸發展的剛性約束不斷增

強，加快轉變交通運輸發展方式刻不

容緩。

三是人民群眾對提升交通運輸服務

水平的期盼越來越高，交通運輸發展

面臨 既要提供覆蓋面更廣的均等化

服務，又要提供更高品質的個性化服

務的雙重壓力。

四是安全生產事故處於易發多發

的高峰期，重特大事故尚未得到有

效遏制，基層基礎工作仍然比較薄

弱，交通運輸安全發展面臨嚴峻考

驗。

因此，我們要牢牢把握穩中求進的

工作總基調，用好機遇，應對挑

戰。對於穩中求進的涵義，我是這

樣理解的。「穩」是前提，要保持

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可持續性，保

持交通運輸平穩較快發展，保持行

業和諧穩定；「進」是關鍵，要繼

續抓住交通運輸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

期，在加快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

上取得新進展，在深化改革開放和推

進自主創新上取得新突破，在強化行

業管理、提升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上

取得新成效。

■記　者：交通運輸建設是否面臨投

資成本上升等方面的壓力？您認為應

如何加以應對，以繼續完善中國交通

運輸基礎設施網絡？

■李盛霖：當前，要重視研究解決好

資金問題。的確，自2011年下半年以

來，交通運輸建設面臨投資成本上

升、融資難度加大的雙重壓力，資金

缺口成為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中的

突出問題。

交通部在深入調研、聽取意見的基

礎上，提出「調結構、控規模、保重

點、促穩定」的工作要求，推動交

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平穩健康發

展。在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指導下，

應繼續創新融資模式，優化投資結

構，完善交通運輸建設可持續發展

的資金保障機制。

我認為，應建立投資穩定增長機

制，積極爭取中央財政資金的支

持，積極爭取融資政策和信貸的支

持，積極爭取地方財政資金的投入；

同時，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拓

寬融資渠道，優化融資結構，降低融

資成本；充分發揮政府投資對交通

運輸結構調整的引領作用，堅持

車購稅等財政資金投入向中西部地

區和公益性強的項目傾斜，繼續加

大對國省幹線、綜合運輸樞紐、現

代物流、節能減排、安全應急、科

技創新和信息化等領域的持續投

入。

確保大家過好年「除夕初一我值班」

關於基建投資缺口

關於國內外環境挑戰

關於未來發展基調
■春運期間，李盛霖（左）與乘坐地鐵前往火車

站的乘客交流。交通部與有關部門正積極協調，

加強城市公交、道路、水路與鐵路、民航等運輸

方式間的銜接，以實現旅客「零距離換乘」。 ■李盛霖接受本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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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突

發南方低溫

雨雪冰凍災

害。李盛霖

（左）現場指

揮工作，與

湖南、廣東

民眾共同應

對。8天7夜

之後，道路

終於搶通。

■李盛霖（右二）在

湖北坐海事巡邏艇察

查長江水上運輸。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李盛霖接受本

報獨家專訪。

何凡攝
提 問 李 盛 霖

交通發展穩中求進
注重盡力量力

■李盛霖

（ 右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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