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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讨论通过《“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

划》和《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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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

划》和《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  

    会议指出，“十一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五纵五横”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建设进程加快，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和管道等各种运输方式的网络框架基本形成，技术装备和服

务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支持了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但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还很

不平衡，总体运输能力仍然不足，交通网络的覆盖广度与通达深度还很不够，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不

够高效。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我国客货运输需求将持续增长，旅客运输需求将

更加多样化、多层次。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安全、速度、质量、效益的关系，继续加

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更好地发挥交通运输在产业优化布局、人口合理分布、城镇空间科学拓展

等方面的引导作用。  

    会议明确了“十二五”时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原则。一是安全质量，建立严格的安全监管

和质量管理制度，并贯穿于交通运输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各阶段。着力提升技术和装备水平。二

是合理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城镇化格局、资源分布和产业布局相适应，实现通道畅通、枢纽高

效。三是优化结构，统筹发展各种运输方式，优化运输结构。四是适度超前，在满足现阶段客货运输

需求基础上，适度超前建设基础设施。五是讲求效益，促进各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一体服务。六是

绿色发展，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切实保护环境。七是多元投入，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交通运输建设。八

是改革创新，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政府运输监管，提高运输服务水平和物流效率。  

    会议确定了“十二五”时期的建设目标：初步形成以“五纵五横”为主骨架的综合交通运输网

络，基本建成国家快速铁路网和国家高速公路网，铁路运输服务基本覆盖大宗货物集散地和20万以上

人口城市，农村公路基本覆盖乡镇和建制村，海运服务通达全球，70%以上的内河高等级航道达到规

划标准，民用航空网络进一步扩大和优化，基本建成42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会议要求，今年要围绕“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任务目标，认真推进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建成

一批重大铁路项目，适时开工一批急需必需项目；推进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项目和农村公路建设，加

大国省干线改造力度；实施一批航道和陆岛交通项目，改善长江干线通航条件；开工建设和续建、完

成一批机场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会议指出，《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要求“十一五”期间解决1.6亿农村人口

的饮水安全问题，力争用两个五年计划时间，解决全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

视，认真落实，“十一五”期间累计完成投资1053亿元，解决了2.1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全

国农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提高到58%。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项目的实施，提高了农民健康水平，

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推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会议指出，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农村的供水保障水平仍然较低，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任务十分繁

重。“十二五”期间，要在持续巩固已建工程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建设步伐，全面解决2.98亿农

村人口和11.4万所农村学校的饮水安全问题，使全国农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提高到80%左右。一要

统筹兼顾，分步实施。优先解决严重影响居民身体健康的水质问题、涉水重病区的饮水安全问题以及

局部地区严重缺水问题。二要规模发展，注重实效。有条件的地区发展规模化集中供水，不具备条件



的地方可以采取分散式供水或分质供水。三要防治结合，确保水质。加强水源地保护和水污染防治，

完善水质检测与监测制度。四要建管并重，促进节水。建立健全县级供水技术服务体系。积极推行用

水户全过程参与建设和管理。认真落实节水政策和措施，促进节约用水。五要坚持政府主导，农民参

与。农村饮水安全建设管理由地方政府负总责，中央给予指导和资金支持，群众投入以投工投劳为

主。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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