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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虎生威向未来
抓项目 促复工 全力争取开门红

抢抓工期 重点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本报记者 向菊梅

“1号场位，货已到！”
“收到！收到！马上安排卸货！”
……
2月9日中午1点，果园港智能中

控室，对讲机呼叫声不断。
“到港船舶多，智能中控室工作人

员中午不休息，吃完午饭接着上班，怕
耽误货物卸载。”重庆果园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许文俊说。

大多数企业的员工正常午休，但
忙到没时间午休，是果园港一线工作
人员春节后开工以来的常态。

据了解，果园港集装箱吞吐量不
断创新高，2021年同比2020年增长

8%，今年春节比去年同期增长50%。
许文俊分析称，从目前看，通过果

园港出口的主要是汽摩零部件、木材、
化工品等生产性物资，随着疫情好转，
生产正逐渐恢复，对这些产品产生了
强烈的需求。

许文俊介绍，集装箱吞吐量的爆
发之势，在春节后越来越猛。为应对
此，果园港安排6个泊位满线运行，包
括场桥等各类设备司机、智能中控室
工作人员等在内，600多人全员到岗。

同时，大数据智能化手段也积极

“上阵”。记者在果园港智能中控室看
到，果园港船舶实时进港、出港情况，
以及集装箱卸载、装载货物等实时信
息，智能中控室大屏上一目了然。工
作人员通过对讲机接受、安排工作任
务，确保果园港口高效率运行。

许文俊说，大数据智能化赋能，果
园港生产效率高，2月7日节后第一
天，4个小时集装箱的吞吐量就达400
标箱。

此外，面对不断创新高的集装箱
吞吐量，果园港也在积极完善配套设

施，监督保税路网工程、中新（重庆）
多式联运示范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
进度。

据介绍，截至目前，中新（重庆）多
式联运项目施工人员已全部返岗，并
已投入到紧张的建设当中。

据了解，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
范基地占地面积520亩，投资约15亿
元，包含仓库、办公大楼等，预计今年
3月一期初步竣工。项目建成后，将
为果园港集装箱进港出港做好配套
保障。

果园港吞吐量创新高 6个泊位满线运行

龙兴足球场：

加紧实施幕墙作业
2月10日，龙兴足球场项目春节

后正式复工。预计下月底，龙兴足球
场将完成金属屋面及外立面幕墙施
工，今年底建成，明年将承办第十八届
亚洲杯足球赛相关赛事。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入
场施工人员已有158人。尽管现场施
工热火朝天，但低温却给项目施工带
来不小挑战。当前，龙兴足球场正进
入金属屋面、幕墙及室内装饰装修阶
段，低温和雨水造成的湿滑，使高空作
业效率大大降低，也对焊接质量提出
更高要求。

为攻克这些施工难题，项目部安
排专人测温并根据天气情况安排施工
生产，如果天晴，会加班两小时，从早
上7点上班，到晚上7点天快黑才收
工。

据悉，龙兴足球场项目自2020年
开建以来，60天完成180万立方米土
石方场平任务；120天完成10.69万平
方米地上主体结构；项目从开工到钢
结构封顶，仅用时 13个月 20天，是
2023年亚洲杯6座新建场馆中建设速
度最快的。

对此，中建八局龙兴足球场项目
总工程师左廷忠称，龙兴足球场建设
速度之所以这么快，一方面是因为政
府相关部门、建设单位、各参建方的共
同努力；另一方面，项目充分发挥EPC
（即工程总承包）模式的优势，使设计
施工一体化，最大限度采用有利于高
效施工的优质设计，从技术层面提升
工程质量、缩短施工周期。此外，施工
中开展的一个个创新，也为项目建设

带来高效率。比如，建设者将方柱独
立基础优化为圆柱桩基础，采用旋挖
机进行钻孔，仅此一项就节约工期30
天。

龙兴足球场年底建成后，将是重
庆打造的首座专业足球场。

铁路枢纽东环线：

每天铺轨2公里
2月10日上午，空气中透着寒意。
铁路枢纽东环线北碚磨心坡铺轨

现场，随着巨无霸铺轨机将两根分别
长500米、重30吨的钢轨平稳地铺设
到无砟轨道道床上，施工人员立即各
司其职，开始对钢轨进行校正、安装
等，100多人忙得热火朝天。

“目前，我们正以每天2公里的速
度全力推进。”中铁八局二公司东环线
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徐宝群告诉记者，
为确保今年东环线正线开通，2月 8
日，项目部500多人全部到位，掀起施
工高潮。

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

春节期间没停工
在渝湘高铁黔江段，中铁八局一

公司正阳镇隧道出口，施工人员正整
齐排列在隧道口进行着班前安全讲话，
泵车、混凝土灌车等重型机械熙熙攘
攘，运渣车排成了长龙，等待着出渣。

“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春节期
间也没有停工，施工‘集结号’持续吹
响。”中铁八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介绍，重庆至黔江段全线作业面已
有超2500名建设者奋斗在岗位上。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节
期间，由于提前准备了充足的施工物

资，渝昆高铁、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
段、铁路枢纽东环线等多个重大项目
没有停工。为确保标志性重大项目、
关键性节点工程如期推进，市交通局
正推动相关在建单位倒排工期、抢抓
进度。

轨交18号线李家沱长江复线桥：

所有工作面已全面复工
2月8日，在位于巴南区的轨道交

通18号线李家沱长江复线桥施工现场，
45米的高空上，8名施工人员正忙着
对大桥的引桥进行钢支架安装、焊接。

李家沱长江复线桥是国内首座公
轨同层非对称布置大跨度钢箱梁斜拉
桥，桥面一侧为市政道路单向4车道，
另一侧为双线轨道交通。

“2月4日，大桥各工点已陆续复
工。到2月7日，所有工作面均已全面
开始作业，作业人员近200人。”中国铁
建大桥局李家沱长江复线桥项目经理
高明慧告诉记者，他们力争年底全桥
合龙，为明年全线建成通车提供保障。

观音峡嘉陵江特大桥：

预计年底合龙
2月10日，北碚区水土街道，渝武

高速扩能项目正式复工，施工现场工
人井然有序。

渝武扩能是我市规划的“三环十
二射七联线”主骨架高速公路网中重
要的射线之一，起于渝武高速蔡家立
交，止于合川草街信息产业园彭家岩
枢纽互通，全长35.5公里，2020年6月
正式开工，预计工期4年，建成后将有
效缓解既有渝武高速拥堵，助推成渝
地区交通一体化。作为渝武扩能项目

重要的控制性工程，位于北碚境内的
观音峡嘉陵江特大桥的施工进展，关
系着整个项目的进度。

2月10日，记者在观音峡嘉陵江
特大桥施工现场看到，桥梁主墩已建
设完毕，工人正在高耸的桥梁主墩上
进行混凝土块施工。中交一公局集团
重庆渝武高速项目二分部党支部书记
彭成东介绍，大桥于2021年1月正式
开工建设，为了不误工期，施工方赶在
2021年汛期到来前，提前完成了主墩
出水施工任务。按照目前的进度，观
音峡嘉陵江特大桥有望今年底合龙，
比预计工期提前一年。

中梁山隧道:

每月掘进100米
在渝武高速扩能项目中梁山隧道

施工现场，运输物资的大型机械不停
运转，工人们头戴安全帽，在隧道各个
施工作业面进行钻眼和钢筋绑扎等工
作，工地的信息化平台上显示着施工
人员在隧洞内的位置和施工进度。中
交一公局集团重庆渝武高速项目二分
部党支部书记彭成东说，目前中梁山隧
道120多名施工人员已全部到位，复工
后，预计将以1个月100米的掘进进度
加紧推进，预计2023年底全线贯通。

据了解，目前北碚区5个在建重
点交通建设项目均已陆续复工复产。
北碚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深
入推进“抓项目稳投资”专项行动，该
区着力强化要素保障，坚持问题导向，采
取清单化管理，全力化解项目建设遇到
的卡点、难点问题，确保重大项目安全高
效推进，年度目标如期完成。

首席记者 龙丹梅 记者 杨永
芹 廖雪梅

地面上，挖掘机奋力掘着岩土，运输车辆往来穿梭；高空中，塔吊挥舞着长臂，施工人员有序地忙
碌着……近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我市重点项目现场，看到处处火热的施工场面。目前，我市在建
的重点项目，大部分已经复工，正开足马力，抢抓工期。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开
年上班第一天，垫江高新区便派出
32名企业秘书，为辖区企业提供
跟踪式服务，助力企业生产实现

“开门红”。
企业秘书由管委会工作人员

担任，2月7日，他们便全员下沉到
生产一线，积极跟踪园区企业节后
复工情况，全覆盖摸排企业员工行
程，落实专人跟踪市外员工返岗动
态，核查健康码及核酸检测报告，
指导企业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复工复产。

譬如，针对园区企业反映较多
的用工难题，他们利用县级政务网
站、融媒体平台、政务微信公众号
等持续开展招工宣传，帮助企业尽
快招到工、招好工。

“通过微信工作群、电话联系、
入企走访等方式，企业秘书们第一
时间收集到企业发展中的所急所
盼，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管委
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垫江高新区企业复
工复产率已达70%，预计元宵节
前将实现100%复工复产。

垫江县

32名企业秘书下园区解难题

2月10日，璧山行政服务中心，市民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出生一件
事”礼包。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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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1月18日，两江新区龙兴足
球场外立面施工完成约70%。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李珩）“昨天
线上申办，今天就领证，太方便
了。”2月10日，在璧山行政服务
中心，张琳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

“出生一件事”礼包，里面装有孩
子的出生医学证明、社保卡、居民
户口簿以及璧山区政务服务管理
办给新生宝宝的一封信。据悉，
目前我市在璧山区、高新区、合川
区试点“出生一件事”服务，让市民
少跑路。

据了解，按照以往流程，孩子
出生后需要办理的各种证件和证
明，家长得跑医院、派出所、社区便
民服务中心等好几个单位。“出生
一件事”服务，即新生儿父母只需
提交有效身份证和结婚证，填写

“出生一件事”表单并提交相关材
料后，就可以一次性办好出生医学
证明、预防接种证、户口簿、城乡居
民参保缴费、生育保险待遇核准、
医疗费用报销等6件事项。

“从去年10月起，我们将这项
服务从线下延伸到线上，让部门之
间的协作和信息共享代替收取市
民原件材料，市民只需要在渝快办

App上动动手指就完成申办。”璧
山区政务服务管理办行政审批服
务科科长罗霞说。

据悉，该服务在线上可办理出
生医学证明、国内婚生子女出生登
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
记、生育保险生育津贴待遇核准支
付、社会保障卡申领等5件事。

罗霞介绍，“出生一件事”适用
于在璧山区助产医院内出生的半
岁国内居民婚生新生儿；父母双方
任一方是重庆市璧山区户口且该
新生儿随父或随母落户重庆市璧
山区的新生儿；目前仅支持办理单
胎宝宝和双胞胎宝宝事项，多胞胎
宝宝需要到线下窗口办理。

“如果手续齐全的话，一个工
作日即可办结，市民还可以选择邮
寄的方式，路都不用跑。”罗霞说，
他们还组织志愿者对产妇进行入
院前宣传，让更多人能知晓这一便
民服务。

据市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目
前，三个试点地区“出生一件事”累
计服务7500余人次，下一步准备
在全市推广，让更多群众受益。

璧山区 高新区 合川区

“出生一件事”惠及7500人次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18个
重大项目落户长寿区，合同引资
342.3亿元！虎年春节刚过，长寿
区便开足马力，加快推进“3113”
项目攻坚行动。在2月10日的集
中签约仪式上，长寿招商引资实现

“开门红”，为一季度经济增长打下
了坚实基础。

“未来五年，长寿的目标是打
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材料高
地’，健全的配套、一流的服务，让
我们最终决定落户这里。”从签约
台上走下来，张冬梅仍难掩内心的
激动。

张冬梅是康普化学的副总经
理，作为一家主要从事化工活性剂
开发、生产的高新企业，当天，他们
与长寿区签下5亿元投资协议，建
设年产3万吨有价金属萃取剂新
材料项目。

今年两会期间，长寿区提出了
“3113”项目攻坚行动计划，即围
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材料
高地”“世界级运动康养旅游目的
地”“中国长寿生命科学城”总体定
位，设置3个专项，形成每个专项
10个特别重大项目、100个重大
项目，总投资3000亿元的大发展
格局。

“我们围绕精准对接配套招
商，着力补齐关键节点，不断完善
硬件配套、软件服务，为企业发展
营造起良好的产业生态。”长寿区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康普化学创立已经十余年，金

属萃取剂是公司的拳头产品。“目
前，我们正着手新产品的研发，而
人才正是目前公司最紧缺的。”张
冬梅说，去年10月，她与长寿经开
区洽谈投资，双方就企业融资、人
才引进、项目用地等进行了协商。
让她惊叹的是，当地除与多家研究
院、大学建立起校企合作外，还拥
有自己的博士后工作站，能为企业
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

见张冬梅还有疑虑，前来洽谈
的企业服务专员向她详细讲解了
川维化工的成功案例：依托经开区
搭建的创新服务平台，川维化工与
清华大学、四川大学、中科院等国
内知名院所的院士专家建立起长
期联系，在专家团队的帮助下，他
们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实现产业
的转型升级。

“我们坚持打造近悦远来的营
商环境，为每一家入驻经开区的企
业都配套了专人专项服务，从项目
落地、开工建设到运营管理，服务
专员们随叫随到，说到就到。”前来
招商的工作人员补充道。

终于，张冬梅心动了，康普化
学年产3万吨有价金属萃取剂新
材料项目成功落地长寿。项目达
产后产值可达9亿元，这也将为长
寿带来每年3000万元以上的税
收。

据了解，按照“3113”项目攻
坚行动部署，未来五年，长寿区将
累计落实311个重大项目，实现总
投资5767亿元。

长寿区

18个重大项目落户

左图：2月8日，轨道交通18号线
李家沱长江复线桥施工现场，技术工
人正在紧张施工。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