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挥多式联运优势 全力建设国家物流枢纽

50万人次，旅客吞吐量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一则历年客运
量同期对比最新纪录诞生，万州机场以“繁忙”度刷新开放度。同样繁
忙的还有万州港江南集装箱作业区，龙门吊熟练地将一个个集装箱放
置在货轮上，随着一声声汽笛声，被送往沿海与世界……一座座开放
口岸、一个个物流配送中心展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近年来，万州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入推进“一区
两群”协调发展，坚持“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发展思
路，围绕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的目标，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发

挥多式联运优势，正加快形成辐射全国、通江达海、货畅其流的大物流
格局。

如今，沿着“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节点，跨越西部陆海新通
道的脉络，这座水陆要津正不断演绎大物流时代的“速度与激情”，切
换从历史记忆到现代发展所带来的惊奇转变。今年一季度，全区货运
总量达到2434万吨，同比增长29.9%，两年平均增长8.4%，绿色智慧型
物流业发展呈现较好态势。具体如何做到的？

总体目标：到2025年，实现全社会货运量15000万
吨左右，港口货物吞吐量5000万吨左右，全社会物流总
成本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到14%以下，物流产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8%以上，物流对全区国民经
济增长的贡献逐年提高。实现口岸开放，开放平台功能
更加完善，基本建成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和长江上
游区域性物流中心。

总体布局：依托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结合新一轮国
土空间规划，积极整合现有物流资源，打通物流通道网
络、优化物流节点布局，推动物流行业转型升级和城区
市场“退城入园”，形成“3+2+1”物流大通道、“一环一
带、两枢纽四园区”物流空间格局。

“3+2+1”物流大通道体系

“3”为融入重庆和周边省市对外物流大通道的3条
国际性物流大通道，即东向接入沿江综合立体国际物流
大通道，西向接入亚欧国际物流大通道，南向接入西部
陆海新通道。“2”为对接国内主要经济区的2条区域性物
流大通道，即对接西北地区和粤港澳地区的区域性物流
通道。“1”为联系万州区内主要物流节点的符合多式联
运要求的区内物流循环通道。

“一带一环、两枢纽四园区”物流空间格局

“一带”为沿江绿色物流产业带。即依托作为万州
对外物流运输的重要水运通道长江黄金水道，整合现有
港口码头资源，加快新港规划建设，形成以新田港为核
心的港口集群，推动港口物流与后方产业联动发展，引
领万州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沿江绿色物流产业集群。

“一环”为城市物流多式联运功能联络环。即依托
作为万州对接外部干线、联系内部路网的重要陆运通道
的万州城市环线高速，串接城区内码头、机场、车站和主
要物流园区，推动物流“中间一公里”接驳建设，构建以
水铁公空多式联运无缝衔接为特色的城市多式联运功
能环。

“两枢纽”为两个枢纽园区。即新田物流枢纽和三
峡综合物流枢纽，作为万州建设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
纽的核心载体，实现双轮驱动、差异发展、互为补充。

“四园区”为四个节点物流园区。即董家物流园、双
周物流园、空港物流园和姜家物流园，是万州物流发展
的重要拓展空间，也是建设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
重要补充。

谋划“十四五”
乘势而上开新局

万州保税物流中心

赵童 王琳琳 龙搏

演绎大物流时代的速度与激情

2021年5月24日 星期一
责编 屈茸 王萃
美编 包东尼

9·万州

眼下，在万州区天城镇中坝村，大型工程车辆
穿梭往来，一片片壮观的建筑正在兴建，这里是万
州打造中通快递渝东智能科技产业链园区项目所
在。在这里，以物流产业为代表的重点项目加速建
设，正为万州打造绿色智慧型物流业注入强劲动
能。

据渝东开发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中通快递渝东
（万州）智能科技产业链园区项目预计总投资6亿
元，是中通快递集团在万州区建设的区域性总部，
规划建设综合办公大楼、智能化快递分拨中心、快
运转运中心、电子商务中心、电商云仓中心、中通商
业运营中心等。项目将分两期建设，建成后将集转
运、仓储、储配、电商为一体，辐射渝东北、四川达
州、湖北恩施等区域。届时，万州将作为中通快递
集团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中心、产业链集约平台
面向全球。

“中通快递渝东（万州）智能科技产业链园区项
目的引入只是一个开始。”万州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借由中储粮粮食仓储物流、中通快递渝东（万州）智
能科技产业链园区等支撑项目，万州区还将以冷链
分拨中心和三峡国际农产品集散基地为核心载体，
发展冷链物流，建设重庆市城乡冷链体系一级节
点。通过吸引电商、仓储、物流等相关配套产业集
聚，加快中通、韵达、顺丰分拨中心建设，打造区域
性总部，发展快递快运物流，加快智慧物流信息平
台建设，发展网络货运平台企业，形成绿色智慧物
流园区，大力发展绿色智慧型物流业。

“推进口岸物流发展，其落脚点还是要按照‘通
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发展思路，
不能让物流‘一流而过’，要将万州通道、口岸、枢纽
等优势与产业深度融合，实现物流与三大产业的互
促共进，服务万州社会经济大发展。”为此，近年来，
万州还扎实推进物流枢纽融入制造业、农业、商贸
产业链条，促进产业上下游和关联产业分工协作，
为物流服务产业和企业提供定制化、一体化供应链
解决方案，推动形成以万州物流枢纽为核心引领、

带动全域产业共生共享共赢新模式，为万州高质量
发展创造巨大的经济流量。

其中，与工业融合，以物流服务制造业原材料
采购及产成品销售，以通道优势吸引更多企业来万
州，博赛特铝新材料、德康饲料加工等一批项目选
择落户万州，临港产业蓄势而上；与农业融合，加快
冷链物流体系构建，补齐生产型冷链的短板，服务
农业“双百亿”工程；与商贸配送融合，加快转型、改
造、新建一批仓储、分拣等设施，填补万州仓储设施
设备缺口，保障生产生活必需，增强商贸集聚辐射
能力……

从完善物流体系，到拓展物流通道，再到发展
物流产业，揭开万州加快发展大物流的大幕，一笔
一划擘画出了建设国家物流枢纽的发展蓝图。一
个通江达海、连接市内外、通达国内国际的区域性
物流枢纽示范区正在这块土地上萌芽生长。

从东到西、从南向北，从地方到区域，万州区正
朝着更大更多更优更强的目标迈进。

近日，在位于万州经开区高峰园现代综合物流
中心的仓储区内，中通服务链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万州配送中心负责人朱江华正忙个不停。在
她的带领下，公司工作人员正将一批用于建设5G
网络的通信器材入库。和过去主城至区县多流程，
不太便利的仓储配送相比，自入驻这里以来，借助
物流中心辐射渝东北及周边区县，完成物流配送

“最后一公里”的定位，该公司发展和业务开展都发
生了巨大改变。未来，移动、电信、联通这三大运营
公司和铁塔公司也将陆续入驻。

据万州铁公水联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朱江华入驻的仓储区是万州现代综合物流中心一
期项目所在地。目前现代综合物流中心的二期零
担仓库正在加紧建设，面积达1万余平方米，预计
在今年投入使用。并且随着零担干线仓库正式投

入使用后，该现代综合物流中心将进一步打通渝东
北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通道，成为联通重庆、区
县以及乡镇的区域性综合物流枢纽。

从终点、中转到核心，现代综合物流中心的打
造只是万州着力完善物流体系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万州以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为契机，
以长江黄金水道和城市外环为纽带，依托交通跃迁
优势，用好港口、火车站、机场等主要功能载体，在
长江南北两岸规划布局“两枢纽四园区多中心”的
物流体系。

万州区以项目为抓手，研究、编制了《关于推动
物流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重点规划建设新田
物流枢纽和三峡综合物流枢纽两大枢纽项目，建成
现代综合物流中心、三峡国际农产品集散基地，启
动了董家物流园、新田港集疏运中心，同步建立完

善城乡配送网点，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
同时，物流“硬条件”也得到不断改善。在物流

节点方面，万州港口完成集装箱作业能力提升技
改，万州火车站货运站场扩能改造项目一期完工，
重庆四大枢纽港之一的新田港一期工程正式开港
运营；冷链布局方面，三峡国际农产品集散基地二
期、万州冷链分拨中心等项目加快推进；园区建设
方面，中通快递渝东（万州）智能科技产业链园区等
项目有序推进，三峡综合物流枢纽可行性研究及概
念性规划完成并通过审议……

“无论是谋篇布局还是基础夯实，万州都将在
重庆区域乃至全国物流网络体系建设中更好发挥
关键节点、重要平台和骨干枢纽的积极作用。”万州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前粮食运到成都地区几多麻烦，现在只需
从江苏镇江港出发在万州港‘散改集’后，直接就能
通过铁路发往成都地区。”近段时间，万州港江南集
装箱作业区呈现出一片忙碌的景象。一批从长江
中下游地区港口运来的散装粮食在这里换上了新
包装，装进一个个集装箱里，然后通过万州港红溪
沟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发往成都。物流成本的下降
和便利性，让不少客商点赞。

而在这里，去年年底还完成了国内首单“铁江
联运一单制”试点。至此开始货物到达万州后无需
办理转运手续，只需一张联运单证，便可直接到达
目的地。

畅其通道，方能聚其物流。近年来，万州围绕
“七高八普、二环九射、一空一港”立体综合交通体

系基础，有序推动物流通道建设，真正做到了货畅
其流。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及达万铁路，万州巩固“蓉
万”“西万”“达万”等原有物流通道，发挥多式联运
优势，做大集装箱、粮食、煤炭、矿石等运输量。集
装箱运输量连年递增，仅在今年一季度，就实现了

“蓉万”通道货运量40.7万吨，同比增长49.1%；“达
万”通道货运量68.6万吨，同比增长3.1%；“西万”
通道货运量93.9万吨，同比增长70.2%。

而在巩固原有物流通道的同时，万州更进一步
谋划补齐四向通道短板：一路向东，依托长江水运，
积极打造三峡库区铁公水多式联运中心，通过开展
水水中转班轮和万沪集装箱始发班轮，更加快捷地
将本地及周边货物送到沿海地区；一路向西，着力

在西北建立无水港，争取开通“兰万”班列，积极融
入渝新欧国际贸易大通道；一路向北，依托向北铁
路通道，将辐射到东北亚、北美等更大的范围；一路
向南，正在谋划开通万州至防城港冷链班列，辐射
东南亚、广西和川渝东北周边区域。

“除此之外，在全力拓展物流通道建设上，万州
还聚力打好协同发展组合拳，不断深化与周边地区
合作，促进物流协同发展。”据万州区物流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万州已先后建成成都、达
州、兰州、榆林“无水港”，与川渝、渝东北片区多地
共商物流合作，推动建设川渝东出智慧物流港，明
确推进口岸物流一体化发展。

服务发展 带动全区域产业共享共赢

统筹规划 完善全链条物流体系建设

全力拓展 构架全方位通道网络布局

铁水联运铁水联运，，““蓉万蓉万””通道货运量逐年增长通道货运量逐年增长 摄摄//冉孟军冉孟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