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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 2023 年工作总结

和 2024 年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区建设与交通局、局属各单位、机关各处室：

现将《厦门市交通运输局 2023 年工作总结及 2024 年工作

计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

2024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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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交通运输局 2023 年工作总结及 2024 年

工作计划

一、2023 年主要工作

（一）围绕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系统党建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一是坚持政治引领，强化理论武装。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做好深化、内化、转化工

作，召开党工委会、中心组学习 35 场次。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加强舆情监测和引导，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2023 年，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交通行业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交通运行指标呈恢复回升态势，公路、铁路、水运、民航总

客运量10474.49 万人次，比增 94.96%；货运量 43373.95 万吨

，比增0.71%。物流业稳中有进，产业总收入 1731 亿元，比增

1.95%。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高位，全市交通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365 亿元，我局作为责任单位的公路、铁路、场站等完

成投资 73 亿元。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

二是坚持守正创新，筑牢基层基础。以“一心向党 一路为

民”党建品牌为抓手，提升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

3 个基层党建工作创新案例入选全市优秀案例。系统党组织按期

开展换届工作，新发展党员 100 名，建强基层党组织。

三是坚持上下联动，推进巡察整改。针对常规巡察、工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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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专项巡察、国有资产管理使用情况专项巡察“回头看”等指

出的问题，全力推进整改工作，制定整改措施 146 条，推动制定

和完善制度机制 16 项。

（二）围绕提升交通枢纽地位，综合交通网络持续完善

一是提前谋划交通前期项目。统筹开展全市 2023 年度市级

交通项目策划，共生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155 个，部分项目先后

纳入规划落地。其中，昌福厦高铁、赣龙厦高铁、厦安铁路等铁

路项目获国家发改委表示支持纳入国家铁路网规划。向上争取支

持获得新突破，今年在全国车购税减收、多数省份面临项目调出

的情况下，我局积极争取交通部同意将新国道 324 线新建及提升

改造路段、泉金高速厦门段纳入“十四五”重点公路规划调整项

目库，仅新国道 324 线提升改造路段一个项目，预计交通部将增

加补助资金超过 5 亿元。

二是全力促开工保建设。新开工项目 4 个，包括厦门第三东

通道工程、同翔大道洪溪互通工程、集美北大道（灌新路—集灌

路段）提升改造工程等。续建项目 41 个，包括机场快速路大嶝

岛段、国道 324 复线（同安段）二期完善工程、沈海高速杏林互

通及连接工程等。完工项目 14 个，包括福厦高铁、翔安大桥、

海翔大道（官浔立交-西柯立交）等，其中，福厦高铁 9 月开通

运营，厦门北站综合交通枢纽同步投用，厦门到福州形成 1 小时

通勤圈。

三是完善机制做好要素保障。建立重大交通项目方案比选机

制、重大交通项目第三方咨询机制、重大交通项目要素保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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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制等工作机制，盯紧林转用、农转用等重点审批事项的办

理，全力做好建设要素保障，确保重点交通项目顺利建设。

（三）围绕建设人民满意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更加有力

一是围绕产业布局做好保通保畅。推动将《厦门市物流专项

规划（2020－2035 年）》规划成果纳入市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信息系统，对我市现代物流产业布局进行了统筹规划，划定了物

流用地刚性控制线，从根本上保障了我市现代物流产业用地需

求。积极争取中欧班列运力计划，积极拓展班列业务范围，推动

中欧班列稳定运行，厦门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113 列、运载 12170

标箱,分别同比增长 29.7%、20.4%。印发《厦门市促进国际航空

客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积极争取企业到我市开辟更多国

际航线，新开巴黎、河内、槟城、曼谷廊曼国际客运航线，新开

墨西哥城、芝加哥、纽约、圣保罗等全货机航线。

二是围绕群众出行做好服务保障。新增开通运营同安-厦门

北站 BRT 快线，持续优化调整公交线网，新增公交线路 58 条，

优化公交线路 118 条次，其中开通地铁公交接驳线 14 条，实现

69 个地铁站点公交接驳线全覆盖。推动 13 个在建公交场站项目

建设，建成启用邮轮母港、厦门北站、同安影视城等 10 个公交

场站。推动轨道 3 号线全线车站开通运营，新增出入口 15 个；

牵头优化轨道运输组织，延长线网服务时间,从 11 月 1 日起地铁

首班车的发车时间提前 30 分钟。农村公路服务品质持续提升，

全年完成“四好农村路”新建或改造 43 公里，完成“美丽农村

路”建设 37.3 公里，完成路面修复 12500 平方米。推动同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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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创建工作，同安区“四好农村路”全

国示范县通过交通部专家组验收，同安区上陵西坑线被省里评为

最美乡村“福”路。会同大交办推动道路交通改善，完成环岛路

（天泉步道广场—天泉西路段）等 16 处路段交通改善工程，通

过增设“即停即走”车位、扩宽局部道路等措施，进一步提升道

路通行效率。

三是围绕行业治理强化技术应用。实施厦门城市公交综合智

慧系统科技示范工程，提升公交调度水平，乘客候车时间平均减

少 3.2%，公交车高峰利用率提升 27%。牵头建成投用“厦门交通

一体化智慧出行服务平台”，实现公交、地铁和 BRT 等多种公共

交通方式“一码多乘”。强化科技兴安，通过科技手段全面加强

交通运输领域安全风险防控和隐患治理，行业安全形势平稳向

好，交通建设、公路桥隧和公交、BRT、轨道运营领域未发生亡

人事故，道路运输业事故数、亡人数较2022年度分别下降36.2%、

15.4%。

（四）围绕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级试点建设有序推进

一是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试点全面推进。我市 28 个补链

强链项目已有 27 个项目实现开工，累计完成投资 34.68 亿元，

占实施期三年计划投资 81.35 亿元的 42.63%，补链强链 2022 年

工作获交通部绩效评价最高 A 档。通过实施补链强链，持续深化

多式联运“一单制”试点，积极推动大宗物资“公转铁、公转水”，

强化多式联运承载能力，为物流行业降本增效提供基础支撑。

二是交通强国试点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持续实施提升综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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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枢纽辐射能力、推动公共交通车路协同应用、打造立体化丝绸

之路服务品牌、提升重点领域现代治理能力、提升运输服务智慧

和绿色发展水平五大试点任务。其中，公共交通车路协同应用项

目取得新成效，“厦门城市公交综合智慧系统科技示范工程”高

分通过交通运输部专家验收；重点领域现代治理能力不断突破，

交通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全部实现“网上办”，网上办业务量占比

达 80%，办件“承诺时限”压缩至法定时限的 10%以内。

二、2024 年工作计划

2024 年，我局将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围绕加快

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

体系，全力以赴做好增活力、防风险、稳投资、保畅通、降成本、

提质效、强韧性等工作。

主要目标：铁路、公路、场站等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92 亿元，

全市公路运输总周转量 265 亿吨公里；全市物流产业实现总收入

1715 亿元。

围绕年度任务目标，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聚焦构建综合交通网络，全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做好项目统筹规划。统筹开展 2024 年度市级交通项目

策划，计划推动交通项目 134 个，其中:策划储备项目 89 个，包

括：昌厦金高铁、渝长厦高铁、厦安铁路等。促开工项目 16 个，

包括：嘉庚大桥、泉金高速、G15 沈海高速公路泉厦段扩容工程

(厦门段)等。续建项目 30 个，包括：厦门第三东通道、翔安机

场快速路(大嶝岛段)、国道 324(纵二线)厦漳界至凤山段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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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计划完工项目 3 个，包括：翔安机场高速公路（沈海高速-

翔安南路）、国道 324 复线（同安段）二期完善工程、芦澳路（马

青路-翁角路段）。

二是加强建设要素保障。依托重大交通项目方案比选机制、

重大交通项目要素保障风险评估机制，全面摸清项目涉军、涉海、

用地、征拆等要素保障情况，倒排要素保障计划，定期召开前期

项目推进会，会同各区政府、各指挥部全力加强促开工和在建项

目征地拆迁力度，按计划提供项目有效工作面，保障工程顺利推

进实施。

三是积极向上争取支持。积极向交通部争取中央车购税补助

资金支持，除争取厦门第三东通道按建设进度下达补助资金外，

积极争取泉金高速厦门段、国道 319 嘉庚大桥、厦门新机场枢纽、

新 324 国道等项目中央补助资金。继续对接国家发改委、国铁集

团等单位，推动渝长厦高铁、昌福厦高铁、厦门港后方铁路（厦

安铁路）等纳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适时启动前期工作。

（二）聚焦交通保通保畅，持续做好运输服务保障

一是做好物流保通保畅。围绕“国际性物流枢纽城市”定位，

建设互联互通共享的公共物流信息平台，提升整体物流体系的高

效性和可控性。通过实施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项目，加快推进

综合货运枢纽基础设施及装备硬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稳定、畅通。制定城郊大仓基地建设标准规范，策划生成一批“平

急两用”物流项目，推动“平急两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全力优化运输结构。加快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和海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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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海铁联运项目建设，打通疏港铁路“最后一公里”。加快推进

厦安铁路建设，与现有鹰厦铁路形成厦门港辐射内陆的铁路双通

道，降低腹地运输成本。远期推动渝长厦高铁建设，释放现有赣

龙厦铁路的货运能力。

三是强化运输服务保障。按照“一站多点”模式推进客运站

转型，在同安、后溪等地设立停靠点，积极推进定制班线发展，

推动长途客运班线转型，适应群众出行需要。持续提升农村公路

服务水平，全年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超过 30 公里，总结推广同

安区创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的经验，推进海沧区、集美

区、翔安区积极创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省级示范县。

（三）聚焦服务新发展格局，重点推动国家级试点建设

一是加快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试点建设。落实《厦福泉国

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实施方案》，重点完善补链强链绩效监

测信息平台的建设工作，实现对厦福泉补链强链绩效指标和重点

任务、项目的动态跟踪评价。加快中远海运港口厦门海沧供应链

基地、中通快递集团（厦门）智慧物流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提升

多式联运枢纽能级。

二是持续推动交通强国试点建设。组织各单位进一步夯实试

点任务责任，加大各要素投入和保障，加强试点工作的经验总结，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意见指南、技术标准等政策性成果。

分步骤实施对试点任务完成情况的评估，按照重点任务组织开展

预验收。

三是落实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任务建设。加大资金等要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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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力度，加快推进两岸通桥工程厦金大桥（厦门第三东通道）建

设，强化两地互联互通。完善区域物流集散体系，进一步拓展台

湾市场，吸引更多的台湾货物通过海铁联运、海空联运在厦门中

转。结合两岸航空运输需求，鼓励航司积极推动加密、新开厦门

对台航线，拓展我市对台航线网络，促进两岸航空客货运发展。

（四）聚焦构建规范治理体系，全面提升行业治理水平

一是推动行业立法工作。聚焦大型桥梁隧道管养新要求，推

动《厦门经济特区大型桥梁隧道管理条例》作为法规立法备选项

目；聚焦新老业态融合发展，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出租汽车条例》

作为法规立法备选及调研项目；聚焦交通运输信用分级分类监

管，推动《厦门市道路运输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作为规章立

法调研项目。

二是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不断改善法治营商环境，全面推广

应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 12 种电子证照，积极推动关联事项、

办理环节、办理时序等优化整合，推出更多“一件事一次办”便

民服务套餐。持续推进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提高政

务服务便利度。

三是强化行业安全治理。持续推进道路运输、工程建设、道

路桥隧和轨道交通运营等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重点营运

车辆联网联控，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建立多部门长效管

控机制，扩大车辆路面动态检测系统试点建设范围，提高重点路

段“超载闯禁”治理和打击的力度。

（五）聚焦加强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抓好干部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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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强化理论武装，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主题教育成果转化运用，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在交通运输系统落地

见效。

二是强化夯基固本，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深化“一心向党

一路为民”党建品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考核，积极防范意识形

态风险，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推动党建与业务融

合发展。

三是强化正风肃纪，深入践行“四下基层”，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压实各级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和班子成员“一岗

双责”，把工程建设、运输服务、行政执法、招投标等方面作为

正风肃纪的重点，坚持做到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同频共振、同向

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