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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号线一期
单程行驶时间约47分钟

10号线一期工程南起井上村
站，北至高陵区昭慧广场站，线路
全长 34.4公里，共设车站 17座，其
中地下车站 7座，高架车站 10座，
可在西安工大·武德路站与地铁14
号线换乘。该线路作为西安北跨
战略的先行工程，是连接主城区与
渭北地区的轨道交通快线，对优化
城市总体空间布局、推动区域融合
发展、促进沿线产业升级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据介绍，10号线一期井上村站
首末班车时间分别为 6:00、22:30，
昭慧广场站首末班车时间分别为
6:00、22:30，全天运营服务时间 17
小时18分钟，线路最小发车间隔为
6分53秒。遇重大活动、节假日、恶

劣天气及后续客流需要，可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运营时间及发车间隔。

10号线一期开通初期开行井
上村站至昭慧广场站单一交路，单
程行驶时间约为 47分钟。10号线
列车采用B2型电客车，最高运行速
度每小时 100公里，采用全自动运
行模式运行。

10号线票价沿用西安地铁线
网统一“里程计价制”，线路全程票
价为 7元，线网最高票价为 14元。
10号线各车站均支持二维码扫码
过闸和人脸识别乘车功能。

5号线全线首班车
采用多点发车方式

5号线一期东段项目于2021年
铁路西安东站选址确定后启动建
设，项目全长 3.4公里，本次将开通
月登阁、雁鸣湖两个站点。

5号线全线首班车采用多点发
车方式，其中创新港方向马腾空
站、阿房宫南站首班车时间为6:00，
雁鸣湖站首班车时间为 6:03；雁鸣
湖方向创新港站、阿房宫南站首班
车时间为6:00。创新港方向雁鸣湖
站末班车时间为23:13、雁鸣湖方向
创新港站末班车时间为 23:15。遇
重大活动、节假日、恶劣天气及后
续客流需要，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运营时间及发车间隔。

5号线东段开通后，5号线全线
全天开行创新港至雁鸣湖站与阿
房宫南站至雁鸣湖站1:1大小交路。

6号线全线执行早高峰
相关路段开行1:1大小交路

6号线一期南段项目全长 4.5
公里，包含西安南站、西电科大南
校区·未来之瞳两座车站及相邻区

间。该项目作为 6号线的一部分，
其建成通车标志着 6号线以“完全
体”状态全线贯通运营。

6 号线全线首班车采用多点
发车方式，其中纺织城方向西安
南站、西安国际医学中心站首班
车时间均为 6:00，西安南站方向
纺织城站、西北工业大学站首班
车时间分别为 6:00、6:15。纺织城
方向西安南站末班车时间为23:10，
西安南站方向纺织城站末班车时
间 23:15。遇重大活动、节假日、
恶劣天气及后续客流需要，可根
据实际情况调整运营时间及发车
间隔。

南段开通后，6号线全线执行
早高峰开行西安南站至纺织城与
西安南站至西北工业大学 1:1大小
交路，其他峰期均开行西安南站—
纺织城单一交路。

本报记者张彦刚

西安地铁“一线两段”今日12时开通初期运营

9月25日，记者从西安
市轨道交通集团获悉：在广
大地铁建设者、运营筹备人
员的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
热切期盼中，西安地铁“一
线两段”（10号线一期、5号
线一期东段、6号线一期南
段）将于9月26日 12时开
通初期运营。至此，西安地
铁线网运营里程达到353
公里，开通运营车站211座，
其中换乘站21座。

金秋时节，在陕西省安康市汉
阴县凤堰稻作梯田系统的核心种
植区——漩涡镇茨沟村，村民吴兆
顺正站在自家金黄的稻田边，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伴随着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喜
庆氛围，陕西省作为农业大省，其
丰收景象也特别引人注目。

“今年是个丰收年，我们的水
稻长势非常好。”吴兆顺兴奋地告
诉记者，他今年种了 3亩多水田，
一亩地能有 1000斤以上的产量。

“每年，我们把家里吃的留够，其余
都卖完了，有时游客来玩还要买我
们的含硒大米。”

陕西省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基地。近
年来，陕西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进
程，以绿色、高质、高效为发展目
标，不断引入新技术、新设备，提升
农业生产效率。

在陕南，水稻即将迎来一年一
度的丰收，而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
野上，“粮田”正逐渐转变为“良
田”，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大显
身手。

在汉中市略阳县，数字技术已
经深入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从

“智慧化乌鸡养殖场”到“智能蔬菜
育苗大棚”，再到“‘数字+病虫’测
报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的广泛应
用极大地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生产
生活方式。

汉中市略阳县一家农业发展

公司的销售经理左鹏介绍，近两
年，凭借秦巴腹地的略阳乌鸡绿色
养殖场景和性价比较高的农特产
品，他们在网络直播平台赢得了良
好口碑，每场直播都能吸引大量观
众，销售额在高峰时可达数十
万元。

2022年 11月，略阳被确定为
第二批省级数字乡村试点县，打
通数字乡村发展的行业壁垒，提
出“三结合、三捆绑”工作模式，即
结合巩固衔接工作推进数字基础
建设，结合产业转型升级强化数
字项目建设，结合乡村治理整合
数据网络建设；同时，通过捆绑使
用政策、资金和人才，有效破解了
工作推进、项目建设和技术支撑
等难题。

略阳的数字化之路只是陕南
地区乃至整个陕西省推进现代农
业数字化的一个缩影。

在三秦大地，数字技术、生物
技术等科技创新成果被广泛应用
于农业生产全过程。

除了数字化转型，陕西省还
注重农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
农业景观，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为农民增收开辟新途
径。在凤堰梯田，每年丰收季节
都会举办“稻田文化节”，吸引大

量游客前来观赏梯田风光、体验
农耕文化，并购买当地特色农
产品。

为了进一步提升农产品附加
值，陕西省还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
营销，利用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拓
宽销售渠道，让陕西的优质农产品
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在政府
的引导和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农民
像吴兆顺一样，不仅种得好，还卖
得好，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无
缝对接。

陕西省高度重视农业可持续
发展，推广生态农业模式，减少化
肥农药使用，保护生态环境。在凤
堰梯田周边，生态湿地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项目的实施有效改善了区
域小气候，为水稻种植提供了更加
有利的自然条件，形成了良性
循环。

在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
土地上，陕西农业正以一种全新
的姿态，沐浴着数字技术与绿色
生态的春风，绘就出一幅幅丰收
的壮丽画卷。金黄的稻田、智慧
的农场、热闹的乡村文化节……
这一切都是陕西农业现代化进程
中的璀璨明珠，照亮了农民们的
心田，也照亮了乡村振兴的光明
前景。
本报记者石喻涵实习生董醒玉

据新华社电 记者 9月 25日从
民政部获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对困难群众要格外关
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的重要指
示精神，近日，经国务院同意，民
政部、财政部联合部署在新中国

成立 75 周年之际，向特困人员、
孤儿等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
补助。

民政部、财政部要求各地民
政、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本次一次
性生活补助发放工作，加强协同配

合，认真组织实施；严格审核发放
范围，规范发放程序，做到资金专
款专用，确保 10月 1日前将一次性
生活补助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及
时传递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
心关爱。

两部门部署
为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

据新华社电 9 月 25 日 10
时 30分，在距离“中国天眼”不
到3公里的一处山头上，一台40
米级的射电望远镜开始吊装，

“中国天眼”核心阵试验样机正
式开工建设。

当日是“中国天眼”落成启
用 8周年纪念日。百余位专家
学者参加了在贵州平塘举办的
FAST 核心阵科学和技术研讨
会，共同谋划 FAST核心阵的科
学规划和建设，这也是 FAST工
程二期规划中的一部分。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
台长姜鹏说，计划利用“中国
天眼”周围 5 公里内优异的电
磁波环境，建设 24 台 40 米口
径射电望远镜与 FAST组成核
心阵。

“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竞争
非常激烈，国际大科学工程平方
公里阵列第一阶段（SKA1）和美
国的下一代甚大阵（ngVLA）等
多个射电望远镜阵列均在建设
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保持
FAST 在中低频领域的科学优
势，抢占科技制高点，做好望远
镜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是中国科

学家面临的急迫问题。”中国科
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
进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仙辉表
示，“中国天眼”核心阵规划正
是对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响应，
可以有效补充 FAST在分辨率
和成像方面的短板，在国际大
型射电阵列建成之前，提前挖
掘时域天文等基础研究领域的
科学潜力。

“FAST核心阵建成后，将大
幅提升‘中国天眼’的‘视力’，使
其不仅能看得远，还能看得清。”
姜鹏说，“单靠‘中国天眼’观测
宇宙，就像是用‘粗头铅笔’给天
体画像，而 FAST核心阵相当于
用高分辨率的‘数码相机’拍摄
遥远的星空。”

FAST核心阵的建设，将进
一步提升“中国天眼”的灵敏
度优势和优良成图能力，聚焦
极端致密天体的起源与演化
等当前天文学最前沿和最热
门的科学问题，有望在时域天
文、宇宙的成分与演化和引力
波暴等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
成果。

“中国天眼”
核心阵试验样机开工建设

据新华社电 记者9月25日
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截至 8
月末，我国 5G基站总数达 404.2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2.1%，
5G移动电话用户达9.66亿户，占
移动电话用户的54.3%。

我国已实现“市市通千兆、
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网络
服务能力持续升级。用户更多，
应用更广，更优质的网络，更深
更广融入社会生活。

5G与各行各业互联互通，信
息底座为数字经济“搭桥铺路”，
融合应用加速向行业渗透，新业

态新模式新动能不断涌现。据
悉，我国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量
全球占比达42%，5G基站和手机
全球市场占有率均超过5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将坚持适度超前原则，
持续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推动 5G网络向文旅、医
疗、高校、交通枢纽、地铁等场
所，在原有覆盖基础上进一步深
度覆盖，加快建设“5G工厂”，打
造“5G+工业互联网”升级版，让
5G网络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和百姓生活。

我国5G基站突破400万个

一年好“丰”景：“粮田”变“良田”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