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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12
月 3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美国
前总统吉米·卡特逝世向美国总
统拜登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
义，对卡特前总统逝世表示深切
哀悼，向其家人表示诚挚慰问。

习 近 平 表 示 ， 吉 米 · 卡 特
前 总 统 是 中 美 建 交 的 推 动 者 和
决 策 者 ， 长 期 以 来 为 促 进 中 美
关 系 发 展 和 两 国 友 好 交 流 合 作
作 出 重 要 贡 献 。 我 对 他 的 去 世
深 感 痛 惜 。 中 美 关 系 是 世 界 上

最 重 要 的 双 边 关 系 之 一 。 中 方
愿 同 美 方 共 同 努 力 ， 着 眼 两 国
人 民 根 本 利 益 ， 顺 应 国 际 社 会
普 遍 期 待 ， 推 动 中 美 关 系 沿 着
健 康 、 稳 定 、 可 持 续 的 正 确 轨
道向前发展。

据新华社休斯敦 12月 29日
电（记者徐剑梅） 美国卡特中心
29 日发表声明说，前总统吉米·
卡特当天下午在位于美国东南部
佐治亚州普莱恩斯的家中去世，
享年 100 岁。美国将为他举行国
葬。

习近平就吉米·卡特逝世
向美国总统拜登致唁电

新华社乌鲁木齐 12月 30日
电（记者郝玉 顾煜） 天堑变通
途 ！ 2024 年 12 月 30 日 11 时 许 ，
天山深处传来欢呼声，世界最长
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
全线贯通。通车后，阻隔新疆南
北的天山峻岭，穿越仅需 20 多分
钟。

当日，记者自北向南驱车进
入长达 22.13 公里的隧道，洞内宽
敞明亮，双车道路面平整，头顶
一块块半圆形的水泥预制板首尾
相连向隧道深处延伸。

天 山 胜 利 隧 道 是 新 疆 乌 尉
（乌鲁木齐至尉犁） 高速公路的
“咽喉”工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交通运输厅介绍，自 2020 年 4 月
开工建设，历时近 5 年，先后数
千名工人奋战在天山腹地。继秦
岭终南山隧道之后，创下我国高
速公路隧道建设的又一壮举。

穿越天山何其难？
承担施工任务的中国交建乌

尉高速六标段项目总工程师毛锦
波 介 绍 ， 隧 道 建 设 先 后 攻 克

“长”“多”“深”“高”等难点。
“长”是指隧道单洞长约 22.13 公
里，大概相当于 5 座南京长江大
桥公路桥的总长；“多”指断裂带
多，天山山脉有“地质博物馆”
之称，整个隧道穿越 16 个地质断
裂带；“深”是指隧道埋深和用以
通风的竖井深度前所未见，其中
二号竖井深 706 米，比北京“中
国尊”还要高出上百米；“高”指
高寒、高海拔、高地应力、高地
震烈度和高环保要求。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周荣
峰说：“天山胜利隧道的建成，刷
新最长高速公路隧道的纪录，成
为我国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大
标志性工程之一。”

工程设计有哪些考量？
面对岩层复杂，施工难度极

大，隧道创新采用“三洞+四竖
井”的方案，采取“长隧短打”
快速掘进，将原本工期缩短了四
分之一以上。

同时，为减少对天山一号冰
川、雪豹栖息地的污染，就地建
起 污 水 净 化 、 碎 石 加 工 等 处 理
厂，实现污水不外泄、砂石不外
弃等环保目标。

贯通天山有多重要？
天 山 是 阻 隔 新 疆 南 北 的 屏

障。尤其是天山中部区域，冬季
险峻难行，绕行则耗时漫长。

隧道建成后，穿越天山仅需
约 20 分钟。预计 2025 年乌尉高速
公路全线建成通车后，乌鲁木齐市
到南疆库尔勒市的驾车时长，将从
7小时左右缩短到3个多小时。

“ 以 前 过 天 山 少 说 ‘ 一 箱
油’，通车后就是‘一脚油’。”常
年往返天山南北的货车司机卡迪
尔 · 阿 不 力 孜 说 ， 今 后 物 流 畅
通，因山路结冰人货滞途的日子

“翻”过去了。
天山横亘，地分南北。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书
记李学东说，天山胜利隧道贯通
后，对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
区建设，促进南北疆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穿越天山
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贯通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0 日电
（记者申铖） 财政部 30 日对外发
布通知称，主管预算单位应当统
筹 确 定 本 部 门 （含 所 属 预 算 单
位） 年度新能源汽车政府采购比
例，新能源汽车可以满足实际使
用需要的，年度公务用车采购总
量中新能源汽车占比原则上不低
于 30%。

其中，对于路线相对固定、

使用场景单一、主要在城区行驶
的机要通信等公务用车，原则上
100%采购新能源汽车。采购车辆
租赁服务的，应当优先租赁使用
新能源汽车。

根据通知，采购人应当加强
公务用车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充
分了解新能源汽车的功能、性能
等情况，结合实际使用需要，带
头使用新能源汽车。

原则上不低于30%
财政部明确年度公务用车采购总量中新
能源汽车占比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新华社记者

2024 年 ， 百 年 变 局 加 速 演
进，世界形势风云激荡。

“作为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
我们应该不畏浮云遮望眼，秉持命
运共同体意识，扛起历史责任，展
现历史主动，推动历史进步。”

这一年，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
国领袖的全球视野、宽广胸襟和天
下情怀，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各
种共同挑战，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
的崇高事业。

（一）

2024 年 9 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是中国近年来举办的规模
最大、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
外交。峰会前后的 5 天时间里，习
近平主席同与会非洲领导人等嘉宾
举行近 50 场双多边活动。

一年来，元首外交“忙碌指
数”不断刷新：既会老友，又交新
朋；既进行战略沟通，又深化务实
合作；既推动大国关系健康稳定发
展，又引领“全球南方”团结自
强；既推进睦邻友好，又夯实多边
协作⋯⋯

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不断拓展新空间、开辟新
境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
潮流更加强劲。

这是登高望远运筹大国关系的
远见卓识——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
大国肩上都承担着特殊责任。大国
之间和睦，才能世界和平；大国相
互合作，才有全球发展。

一年来，习近平主席以大胸
襟、大格局、大担当，同大国领导
人保持密切沟通，促进大国关系总
体稳定、均衡发展：

从北京到阿斯塔纳再到喀山，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年内三度会面，
中俄两大邻国保持高度战略互信和
全面战略协作；

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利马会晤，
向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致贺电，在
重要节点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
指引；

中法建交岁满甲子之际，习近
平 主 席 再 一 次 踏 上 法 兰 西 土 地 。

“中法作为两个有独立自主精神的
大国，在历史长河的每一次相遇都
能迸发出巨大能量，影响世界行进
方向。”习近平主席一语道出推动
中法关系发展的深远意义；

同德国总理朔尔茨漫步钓鱼
台，同英国首相斯塔默实现中英领
导人时隔 6 年再次会晤，同西班
牙、意大利等国领导人深入开展战
略沟通，促进中欧合作共赢；

同印度、日本等地区大国领导
人会面，不断增信释疑，探索和睦
相处之道⋯⋯

从历史长周期把握世界大势，
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运筹大国关
系，大国外交远谋而笃行。

这是携手并肩深化睦邻友好的
坚定选择——

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访邻国
就像走亲戚，越走越近，越走越
亲。

打造中国哈萨克斯坦关系新的
“黄金三十年”、发展中国塔吉克斯
坦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就
任总书记后首访就来到中国，中越
命运共同体建设实现良好开局；印
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在当选和就
职后两度首访中国，打造发展中大
国关系典范；马来西亚、新加坡、
柬埔寨等国领导人相继访华，中国
同周边国家携手建设友好共生的亚
洲家园⋯⋯

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国的
“邻里关系”历久弥坚，再谱新篇。

这是同心同向推进团结合作的
务实作为——

马尔代夫、安哥拉、密克罗尼
西亚联邦、赤道几内亚、秘鲁、芬
兰⋯⋯长长的来访国家名单贯穿春
夏秋冬、涵盖五洲四海。

走进中国各地，遍访大江南
北，感受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
不论距离远近、体量大小、发展水
平，中国都给予同样热情友好的礼
遇。

今年 1 月，瑙鲁作出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
政治决断。两个月后，阿迪昂总统
就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来华访问。瑙
鲁，不仅重新回到支持一个中国原
则的国际大家庭，而且成为共建

“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新成员。
谈得最多的是友谊和信任，形

成最广泛的共识是合作与共赢。正
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友好不分
先后，只要开启，就会有光明前

途。合作不论大小，只要真诚，就
会有丰硕成果。”

数字，记录着 2024 年中国元
首外交的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 周年纪念
大会、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三大主场外交；欧洲之
旅、中亚之旅、金砖之旅、拉美之
旅四次重要出访；130 多场外事会
谈会见；近百封贺信复信贺电；以
多种方式面向各国人民开展友好工
作⋯⋯

元首外交擘画领航，全方位、
多层次、立体化的大国外交图景跃
然眼前。今日之中国，更具国际影
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
负责任大国形象愈发彰显。

（二）

“来北京之前，我到了云南、
福建、浙江等地参观访问，亲眼见
证了在您的领导下，中国消除贫困
和发展取得的伟大奇迹和巨大成
就。”

2024 年 8 月 20 日下午，北京
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斐济总理兰布
卡向习近平主席分享他的访华感
受。

30 年前，兰布卡就曾作为总
理访问中国。此次为期 10 天的中
国之旅，这位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走
进中国城市和乡村，亲身感受中国
现代化建设新成就、新飞跃。

现代化，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
梦想。一代代接续奋斗，中国式现
代化的壮美画卷愈发生机勃勃，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魅力日益彰显，吸
引并激励着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共同逐梦。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中国独善
其身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深刻
指出，“中方愿同各国分享中国发
展机遇，实现美美与共、相互成
就，为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
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现代化而携手
奋斗。”

——开放包容，为各国在现代
化进程中合作共赢带来广阔机遇。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 10 万
列；秘鲁钱凯港向上海发出首批
货物顺利抵达；印尼雅万高铁全
线站点投入运营；中吉乌铁路项
目启动⋯⋯岁末，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喜讯频传。

走 过 10 多 年 的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给共建国家现代化建设注入
愈发强劲的动力，给各国人民带来
更加充实的获得感。

155 个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大家庭，惠及世界的“幸
福路”越走越宽广；中国扩大对最
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受到普遍欢
迎；进博会、链博会、服贸会、消
博会等国际展会不断释放中国合作

“磁吸力”；对 38 国实施单方面免
签 、 54 国 实 行 过 境 免 签 ，“ 中 国
游”风靡全球；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持续缩减，制度型开放含金量持续
提升⋯⋯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中
国，为各国共同逐梦现代化提供源
源不断的新动能。

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
流，中国高水平开放坚持一张蓝图
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12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一带
一 路 ” 建 设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指 出 ：

“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
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
大贡献。”

——“鱼渔双授”，以治国理
政经验交流拓宽通往发展繁荣之
路。

“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
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
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
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
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
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里约热内卢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的真挚讲话，赢得
长时间热烈掌声。

在摆脱贫困、谋求富强的发展
进程中，探索出一条超越西方经验
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勇敢
者 的 创 造 ”， 是 “ 文 明 形 态 的 焕
新”。

智利总统博里奇，专门随身携
带西文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四卷，请习近平主席在扉页签名留
念；

冈比亚总统巴罗表示，中国意
味着希望和未来，唯有同中国深化
合作，才有可能实现国家发展；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
说，中国举世瞩目的伟大发展成
就，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

“ 现 代 化 道 路 上 一 个 都 不 能
少 ， 一 国 都 不 能 掉 队 ”“ 中 国 不

追 求 一 枝 独 秀 ， 更 希 望 百 花 齐
放”⋯⋯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携
手各国实现现代化梦想，中国始终
做实干家、行动派。

（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后，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飞赴俄
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十六次会晤。

习近平主席同与会各方领导人
两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从伏尔
加河畔千年古城传向世界——

一 张 是 首 幅 “ 大 金 砖 全 家
福”，记录下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
扩员后首次聚首的难忘时刻；一张
摄于“金砖+”领导人对话会前，
金砖国家领导人和 25 位受邀嘉宾
国领导人或代表，及 6 位国际组织
负责人并肩而立，以“金砖之约”
共促“全球南方”大团结、大合
作。

从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
会，到金砖国家领导人喀山会晤，
再到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人们注意到，一场场多边会
议的合影中，东道主都不约而同邀
请习近平主席站在“C 位”。

这是对中国世界主要大国地位
的敬重，更是对中国“全球南方”
引领作用的认同。

“全球南方”大踏步走上历史
舞台，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
世界局势变乱交织，国际形势波谲
云诡，“全球南方”如何携手同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
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
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前列。”6 月，和平共处
五 项 原 则 发 表 70 周 年 纪 念 大 会
上，习近平主席就“全球南方”团
结合作作出重要指引。

从亚洲到非洲，从拉美到太平
洋岛国⋯⋯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在
国内外交往最多的，仍然是广大

“全球南方”国家的伙伴和朋友。
共同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

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球治理
的建设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
量——习近平主席深刻阐明“全球
南方”的历史使命，就以“全球南
方”之力破解当今时代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贡
献中国方案。

无论是在双边场合还是在多边
舞台，习近平主席时刻心系“全球
南方”共同福祉，发出“全球南
方”发展振兴的时代强音——

“中方愿同塞方在联合国等多
边框架下加强协调配合，促进‘全
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将两国
战略伙伴关系打造成中国同非洲以
及‘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典范”

“同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践行多边主
义，促进国际合作，支持‘全球南
方’国家发展”⋯⋯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
周年纪念大会上，宣布支持“全球
南方”合作的八项举措；在中阿合
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上，宣布愿同阿方构建“五大合作
格局”；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上，宣布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
伙伴行动；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
导人峰会书面演讲中，呼吁不断提
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发言
权；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里约热内
卢峰会上，宣布支持全球发展的八
项行动；在联合国贸发会议成立
60 周年庆祝活动上，呼吁让广大
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化潮流⋯⋯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
国、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古巴、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干
达——年终岁尾，一份新公布的金
砖 伙 伴 国 名 单 ， 吸 引 世 界 目 光 。

“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再启新程。
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

立潮头。
习近平主席的坚定宣示，引

领“大金砖合作”乘风破浪：“以
坚 韧 不 拔 之 志 、 敢 为 人 先 之 勇 、
识变应变之谋，把金砖打造成促
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
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
力量。”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
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
球南方”——这是面向世界的郑重
宣示，这是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

（四）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
香两岸⋯⋯”

巴 西 利 亚 时 间 11 月 20 日 上
午，巴西总统卢拉在总统官邸为习
近平主席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举行
隆重欢迎仪式。巴西艺术家用中文

动情演唱 《我的祖国》。
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宣

布，将中巴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
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
巴命运共同体。

以“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
可持续星球”为目标引领，这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拉美的新实
践、在双边范畴的新拓展。

面对地缘冲突、单边行径、保
护主义上升以及气候变化等重大挑
战和危机频发，习近平主席以大国
领袖的深沉世界眼光观照人类前途
命运——

“中国将始终坚定不移走和平
发展道路，同各国一道，倡导平等
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
济全球化，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年来，同塞尔维亚启动构建
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实现命运
共同体建设在欧洲的突破；共筑新
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表明
中非 28 亿多人民风雨同舟的共同
心愿；一个个区域性命运共同体建
设相继展开，不断拓展和合共生的
文明新境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日益成为各方共襄盛举的宏伟
事业。

6 月 28 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
堂 金 色 大 厅 ，《和 平 － 命 运 共 同
体》 乐曲庄严恢弘。

“面对和平还是战争、繁荣还
是衰退、团结还是对抗的历史抉
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
要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内
涵，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
高目标不懈努力。”

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发表 7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坚定
有力宣示，穿云破雾，指引方向。

积极为恢复热点地区和平安宁
奔走——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秉持客
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同巴
西联合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
机的“六点共识”，会同“全球南
方”国家发起“和平之友”小组；
在巴以问题上，推动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首份加沙停火决议，促成巴勒
斯坦各派别举行和解对话并签署

《北京宣言》 ⋯⋯
书写不同文明美美与共的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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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
日决议；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
伙伴行动，将“文明互鉴伙伴行
动”摆在首位；在希腊雅典设立中
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推动古典文明
在当今世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
的朝代 （7 至 10 世纪） ”在法国展
出，观众亲身感受中华文明深厚底
蕴⋯⋯

凝聚团结合作、守望相助的国
际共识——

人类命运与共的理念多次写入
联大决议和多边文件，网络安全、
气候变化、卫生健康等各领域命运
共同体目标陆续确立；120 多个国
家 和 国 际 组 织 支 持 全 球 发 展 倡
议，82 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
议之友小组”，119 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支持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
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合共生提供智慧
滋养⋯⋯

根植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
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
显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坚持正义、
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体现中国共
产党人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
世界情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深刻回答“人类向何处去”
的时代之问，推动国际关系从和平
共处向命运与共的历史跨越，推动
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
的光明前景。

风云变幻志不移，沧海横流破
浪行。

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同各
国友人谈到“同球共济”：

“中国古人讲‘同舟共济’，现
在国际社会则需要‘同球共济’”

“ 各 国 不 是 乘 坐 在 190 多 条 小 船
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
船上”“让‘同球共济’、团结协
作 、 互 利 共 赢 成 为 时 代 主 旋
律”⋯⋯

生动而深刻的话语，展现着天
下一家、和衷共济的中国智慧，彰
显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国胸
怀。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
有一个家园。在习近平主席引领
下 ， 在 习 近 平 外 交 思 想 指 引 下 ，
秉持命运与共、同球共济精神的
中国，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
业注入磅礴力量，同世界各国一
道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
新篇章。

同球共济 砥柱中流
——习近平主席引领2024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述评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0 日电
（记者樊曦） 记者从铁路 12306 科
创中心获悉，12 月 30 日，铁路
12306 （含网站、手机客户端） 进
一步优化购票信息预填服务，开
设“购票信息预填优化试点”专
区，试点推出“系统自动提交购
票订单”功能，旅客可预填购票
信息并预支付票款，铁路 12306
将根据旅客设定自动为其提交订
单，使购票更加便捷。

铁路 12306 科创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2024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5 年 2 月 8 日间，铁路部门在
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广东省各车站往返
四川省、重庆市各车站始发终到
列车的长途区段车票发售中，试
点 推 出 “ 系 统 自 动 提 交 购 票 订
单”功能。即日起，铁路 12306
用户可通过新开设的“购票信息
预填优化试点”专区，预填乘车
日期为春运期间 （2025 年 1 月 14
日至 2 月 22 日） 任意一天的购票
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1 个乘
车 日 期 + 最 多 60 个 车 次 ” 的 组
合，每名用户最多可同时保有 6

个待提交的购票订单，每个订单
的乘车人最多不超过 9 人。

开车前第 16 天，铁路 12306
将发送通知，提示用户调整意向
车次的优先级、确认订票信息，
并选择是否预支付票款，预支付
金额按照订单中最高执行票价缴
纳。开车前第 15 天车票起售时，
铁路 12306 将按照用户设置的优
先级，依次为已预支付的用户自
动提交购票订单，与采用其他方
式的购票请求按照订单提交时间
先后顺序一同进入购票队列。购
票成功后，预支付金额高于实际
票款的将自动退还差价，购票不
成功则全额退款，不收取任何额
外费用；如未进行预支付，用户
可按现有流程，在车票起售时手
动提交订单。

这位负责人指出，“购票信息
预 填 优 化 试 点 ” 专 区 服 务 上 线
后，用户预填购票信息的时间范
围更广，系统自动提交购票订单
使得用户无需时刻关注车票起售
时间，有效提升购票体验，同时
有利于铁路部门收集旅客出行需
求，为增加运力投放提供参考。

铁路12306试点推出
“系统自动提交购票订单”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