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成果。全国土壤类型、土

壤理化和典型区域生物性状指标

数据清单，土壤退化与障碍因子，

特色农产品区域等专题调查土壤

数据，适宜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

土壤面积数据等。

图件成果。全国土壤类型图，土

壤养分图，土壤质量分布图，耕地酸

化、盐碱化等退化土壤分布图，土壤

利用适宜性评价图，特色农产品生

产区域土壤专题调查图等。

文 字 成 果 。土 壤 三 普 工 作 报

告、技术报告，全国土壤利用适宜

性评价报告，全国耕地、园地、林

地、草地质量报告，东北黑土地、盐

碱地、酸化耕地等耕地改良利用、

特色农产品区域土壤特征等专项

报告等。

数 据 库 成 果 。土 壤 性 状 数 据

库、土壤退化和障碍数据库、土壤

利用等专题数据库。

样品库成果。标准化、智能化

的国家级和省级土壤样品库、典型

土壤剖面标本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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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统一：统一工作平台；统一技

术规程；统一工作底图；统一规划布

设采样点位；统一筛选测试分析专

业机构标准；统一全过程质量控制。

六结合：摸清土壤质量与完善土

壤类型结合；性状普查与利用调查相

结合；外业观测与内业化验相结合；

表层采样与剖面采集相结合；摸清障

碍因素与提出改良培肥措施相结合；

政府保障与专业支撑相结合。

《三年计划》指出，要构建高效联通物

流网。以强基、补链、降本为目标，加快构建

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长株潭现代物

流体系，做强湘粤非铁海联运(株洲)等五大

通道建设，联动建设陆港型、生产服务型、

商贸服务型、空港型四类物流枢纽，建设多

式联运示范工程(长沙)和株洲等货运系统，

完善同城化配送网络体系。

畅通“一主两支”水运通道，加快建设

株洲港等 4个泊位建设，构建长株潭岳组合

港。补足重点企业港口运力需求，推进株洲

大唐华银煤电项目配套码头工程等项目。

今年 7月，“长沙—株洲—湘潭”以组合

型枢纽城市入选 2023年国家综合货运枢纽

补链强链支持城市。同时，长株潭三市围绕长

株潭核心功能定位，进一步突出组合优势，明

确2023年《长沙—株洲—湘潭国家综合货运

枢纽补链强链三年实施方案》，发挥一体化发

展基础优势，构建“两枢纽、两主轴、一张网”

的现代物流运作体系，重点建设公铁水联运

型和陆空联运型两大综合货运枢纽，打造联

通国际、服务国内、辐射区域的物流网络。

交通一体化是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

“先行官”和“排头兵”。

我们相信，随着《三年计划》推出，长株

潭都市圈必将迸发源源不断的增长活力。

做好“土壤三普”，端牢手中“饭碗”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谭峥

最近，日本核污水排海引发世人瞩目，有人担心海水
被污染直呼再不敢吃海鲜。

而将视线拉回身边，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简称“土壤
三普”）正在推进，它关乎你我手中的“饭碗”、生存的根基，
同样值得重视。

前不久，全省市州土壤普查办公室主任会议召开，我
市在会上分享了典型经验。

自2022年初土壤三普启动，至今一年有余。为何要做
土壤普查？具体要做些什么？株洲又是怎样做的呢？

“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

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

这是现代诗人臧克家的名作

《三代》，从某种角度看，它精炼地

概括了国人深沉的土地情结。

土情连着农情、国情、民情。

对脚下的土地，我们国家不仅“爱

得深沉”，更以实际行动珍惜备

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完成两次

全国土壤普查。

之所以要做土壤三普，只因

时隔 40 余年，第二次普查的数据

已不能全面反映当前土壤质量的

情况。

曾经农民俯身插秧的田间，

如今机械穿梭驰骋；工业化与城

镇化的迅猛发展，也带来耕地资

源破坏及土壤污染等问题。经过

多年高强度开发利用，局部耕地

退化严重，全面掌握当前土壤底

数刻不容缓。

2022 年 2 月 16 日，国务院印

发《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

土壤普查的通知》，决定自 2022年

起开展土壤三普，重点对耕地、园

地、林地、草地等约 110 亿亩农用

地和部分未利用地土壤开展“全

面体检”，利用四年时间全面查清

农用地土壤质量家底。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再

次要求做好土壤三普。

为何如此重视？

土 壤 普 查 是 对 土 壤 形 成 条

件、土壤类型、土壤质量、土壤利

用及其潜力的调查，范围包括立

地条件，土壤性状，以及土壤利用

方式、强度、产能。

做好土壤三普意义深远，功

在当代、利在长远。具体来说，它

是守牢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的重要基础；是落实高质量发

展要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

要支撑；是保护环境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优化农业

生产布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有

效途径。

土壤三普作为一次重要的国

情国力调查，容不得半点马虎与

拖沓。

全省市州土壤普查办公室主

任会议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

成员兼办公室主任马艳青，掷地

有声地强调，“中央将土壤三普工

作纳入省级党委和政府落实耕地

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乡村振

兴实绩考核内容，省里已经对标

纳入了对市州的考核。”

这话分量很重。它意味着，若

某市州今年的土壤普查年度目标

任务没有完成，省政府真抓实干、

督查激励，像耕地保护、粮食安全

责任制、乡村振兴、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方面，可视情况进行否决，对

于明年资金分配也将重新考虑。

换言之，土壤三普是必须完

成的硬性任务，也是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要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的铺路基石。做好土壤三普，必须

使命在心、责任在肩！

土壤三普时间紧迫，坐不住、等不起，更慢

不得。

推进土壤三普，我省去年 4 月迅速印发《湖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工作的通知》，对时间安排、组织实施、工作要

求等进行了明确。

比如时间安排，节点梳理清晰明了：

——2022年，在邵东市开展普查试点，完成

试点任务，积累工作经验，为全面开展普查工作

探索路子；

——2023年到 2024年，全面开展普查，完成

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测试化验，初步建成省级

土壤普查数据库与样品库；

——2025 年，完成普查成果汇总验收与总

结，建成土壤普查数据库与样品库，形成全省耕

地质量报告和全省土壤利用适宜性评价报告，

配合国家完成成果汇交与汇总工作。

今年以来，省级层面快马加鞭：3 月 8 日，召

开全省土壤普查工作推进会；4 月 26 日，全省土

壤普查工作会议召开，再作具体部署；近两个

月，省土壤普查办专门派员前往各市州培训班，

进一步强调土壤普查工作要求，对工作推进存

在困难的部分市州开展专项调研与指导。

土壤三普的主要任务，是在完善与校核补

充土壤类型的基础上，以土壤理化性状普查为

重点，更新和完善全国土壤基础数据，构建土壤

数据库和样品库，开展数据整理审核、分析和成

果汇总。同时，查清不同生态条件、不同利用类

型土壤质量及其障碍退化状况，摸清特色农产

品产地土壤特征、后备耕地资源土壤质量、典型

区域土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全面查清农用

地土壤质量家底。

具体而言，土壤三普包括8个方面的内容：土

壤立地条件普查、土壤利用情况普查、土壤类型普

查、土壤性状普查、土壤质量状况分析、土壤数据

库和土壤样品库构建，以及普查成果汇交汇总。

步骤方面也有相关要求，包含构建工作平

台、制作工作底图、布设采样样点、外业调查采

样、内业测试化验、数据整体分析、质量控制校

核、成果汇交汇总。

加强指导督促，省级层面动作频频：印发实

施方案、年度实施方案、质控方案，发布外业、内

业、成果汇总工作提示等，一系列举措步步为营。

省级层面如此，市县两级怎能懈怠？唯有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方能确保土壤三普按照节点

推进、如期完成。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土壤三

普开展以来，株洲以实干、苦干、快

干自我加压、扎实推进。

遵 循“ 全 面 性 、科 学 性 、专 业

性”原则，株洲市三普办充分利用

已有成果，按照“六统一、六结合”

的要求，坚持“统一领导、部门协

作、分级负责、各方参与”的实施方

式，切实做好土壤三普。

目前，全市 9个县市区（包括市

本级）落实三普经费 2842.434万元，

石峰区、荷塘区、芦淞区通过询价

采购方式，茶陵县通过公开招标方

式确定了土壤普查实施队伍。天元

区、醴陵市、攸县、炎陵县的采购招

标信息已挂网公示，预计 9 月上旬

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能确定土壤普

查实施队伍。

土壤三普扎实开展，株洲经验

可圈可点：

—— 高 位 推 动 ，强 化 组 织 领

导。市县两级高度重视，党委、政府

主要领导亲自挂帅，靠前指挥。市

县两级均成立土壤普查领导小组

及办公室，组建了土壤普查工作专

班，建立了成员单位协作机制，明

确了成员单位职责，形成了普查工

作合力。

—— 紧 盯 目 标 ，加 快 工 作 推

进。市县两级土壤普查办严格按照

国、省工作安排和目标任务，聚焦

工作重点，搞好宣传发动，强化协

调沟通，高质高效推进全市土壤普

查工作。市土壤三普办抓好统筹协

调，按照“按月调度，定期通报”要

求，加强督导调度和动态评估，推

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 培 训 指 导 ，强 化 队 伍 建

设。全面落实“持证上岗”制度，积

极组织市县两级土壤普查办工作

人员参加省三普办组织的土壤普

查工作培训班，提升土壤普查业务

技能。

同时，市县两级土壤普查办针

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及时

交办，压实责任，全面整改。目前，

市三普办向各县市区共交办 25 个

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

一步主动、步步主动；一步领

先、步步领先。做好土壤三普，株洲

纵深推进全面“体检”，步履不停、

笃行不怠！

1 硬性任务，也是高质量发展要求

2 时间紧迫，须倒排工期“挂图”迎战

3 稳扎稳打，株洲纵深推进全面“体检”

新闻链接

土壤三普要形成哪些成果？

土壤三普“六统一、六结合”要求

8月中旬，全省市州土壤普查办公室主任会议召开，株洲作经验分享。（受访单位供图）

《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出炉

长株潭“交通圈”再提速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徐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通是现代城市的血脉。血脉畅通，城市才
能健康发展。

8月24日，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长株潭一体
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简称《三年计划》）。《三年
计划》目标之一为“推动形成联环成网的综合交通体系和便捷高效
的现代物流体系，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

7条融城干道、新的长株城际铁路、京港澳高速长沙广福至株洲
王十万（朱亭）段扩容工程、株洲至韶山高速（长沙南横高速）、“零距
离换乘”交通枢纽、株洲水运体系航运能力提升、高效联通物流枢纽
等工程即将在未来的三年中陆续启动建设，长株潭“通勤圈”、“交通
圈”再提速！

《三年计划》指出，到 2025 年，完成 7

条共 50 公里融城干道建设。其中，和株洲

联系紧密的有三条：

建成长沙红旗路南延段，打通株洲至

长沙高铁南站快速通道；

建成湘潭昭云大道—株洲云峰大道，

打通长株潭中心区域的东西向快速通道；

建成株洲新马南路—湘潭云龙东路，

增加株洲高新区和湘潭天易经开区的快

速通道。

根据长沙市人大代表建议查询平台

以及长沙市相关部门官方答复，红旗路南

延线项目位于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长株

潭绿心地区，属于“三干两轨四连线”项目

之一。项目北起绕城高速南侧的红旗路，

向南与环保大道相交，南延顺接洞株公

路，是长株潭城市群中心地带的南北向骨

架道路，长株潭一体化项目的重要组成部

分，株洲接入长沙重要通道。路线全长约

5.45km，规划红线宽 36-60m，采用城市主

干道设计标准。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部门

负责人作了补充解释，长株潭一体化发展

对接株洲的公路建设项目已规划的有

6条：

长沙红旗路—株洲日新路——起止

点为株洲北环线至长沙洞株路；

株洲云峰大道—湘潭昭云大道——

起止点为株洲荷塘大道至湘潭芙蓉南路；

株洲新马南路—湘潭云龙东路——

起止点为株洲新马东路至湘潭海棠中路；

长沙黄兴大道—株洲田心大道——

起止点为株洲迎宾大道至长沙黄江公路；

株洲清水路—湘潭商城路——起止

点为株洲建设北路至沪昆高速；

株洲新东路-湘潭凤凰大道——起

止点为株洲湘芸路至湘潭芙蓉南路。

在高速路网方面，《三年计划》指出，

要开工建设京港澳高速长沙广福至株洲

王十万（朱亭）段扩容工程，争取开工建

设 株 洲 至 韶 山（长 沙 南 横 高 速）高 速

公路。

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长沙

广福至株洲王十万（朱亭）段扩容工程各

项前期工作已基本完成，预计年内动工

建设。扩容工程是在保留京港澳高速老

线的基础上，东移新建的高速公路，因此

又被称为京港澳高速东移线。项目主线

路线全长 143.999km，拟推荐采用双向八

车 道 高 速 公 路 设 计 标 准 ，设 计 速 度

120km/h，路基宽 42m，总投资 313.63 亿

元，其中株洲段全长近 80 公里，拟设 9 个

互通。无论从投资规模、线路里程长度，

还是互通设置数量上来看，京港澳高速

东移线，都是我市目前为止最大的单体

交通建设项目。

株洲至韶山高速公路是长株潭一体

化高速公路网东西向中轴线路，线路拟从

我市北部横向通过，起于岳汝高速，终于

湘潭许广高速，拟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

路标准建设。

从目前株洲高速公路的路网结构来

看，株洲一直存在着明显短板：东西走向

的高速公路仅有沪昆高速，且位于市区北

端；南北走向的高速公路，即为京港澳高

速，其具体线路也仅是在市区西面擦边而

过。京港澳高速东移线建成之后，线路经

仙庾、白关、渌口、南阳桥、王十万、淦田、

朱亭等乡镇，自北向南贯穿整个城区东

面。结合我市高速公路线路图，可以清晰

地看到，城区北面的沪昆高速，与西边的

京港澳高速老线，同拟建设推进中的京港

澳高速东移线，恰好形成一个囊括株洲城

区绝大部分区域的“倒三角”，形成城区高

速公路环线。

已有的京港澳高速、长株高速等路

网，加上即将上马建设的新高速路网，长

株潭一体化建设将进一步提速。

《三年计划》指出，落实长株潭都市圈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重点推进 3 条共 177 公里轨道交通建设。加快长株潭主城区快速

轨道交通环线建设，开工建设长株城际铁路。

2017年，长株潭城际铁路建成通车。城铁开通后，城际通勤越

来越频繁。据统计，今年 1至 7月，长株潭城际铁路共发送旅客 980

万人次，日均发送 4.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35%。其中，5月 3日

单日发送旅客 10.7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但不容否认，长株潭城际铁路于株洲市民仍存在着站点设置

偏远、未通过主城区等不便，《三年计划》中的长株城际铁路，较好

解决了这个问题。

据市发改委在 2023年 4月 15日在株洲网络问政平台答复：为

加快推进长株潭地区一体化发展，省委、省政府致力于打造轨道

上的长株潭，湖南省上报的《长株潭都市圈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复，其中长沙至株洲城际铁路起于株洲西站，

经株洲市中心城区、云龙片区，对接长沙地铁 3 号线螺丝塘站，并

在榔梨设置联络线连接长沙既有机场磁浮。该项目已启动了方案

编制和 TOD综合开发方案制定等前期工作。

《三年计划》还指出，要打造“零距离换乘”交通枢纽。完善提

升株洲西站的换乘能力，打造高铁、轨道、公交无缝衔接的重要枢

纽从沪昆高铁到长株潭城际铁路，推动高铁、城铁、地铁“零距离”

换乘。

可以预见，三年后，“轨道上的长株潭”必将变得越来越便捷。

1. 公路：多条融城干道将启动建设

2. 铁路：多层次轨道交通
打造“零距离换乘”交通枢纽

3. 其他：立体交通网迸发活力

▼2021年，湖南航展。山河阿

若拉飞机在株洲芦淞机场表演

后，途经湘潭到长沙，为三地市民

飞行表演。

鸟 瞰 株 洲 北 站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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