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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10时，渝（重庆）昆（昆明）高铁川渝
段缙云山隧道施工现场，一台三臂凿岩台车在隧
道内布设炮眼。

“这台设备施工快且安全。”中铁十一局渝昆
高铁缙云山隧道现场负责人张贺召介绍，在两个
半小时内，它就可精准定位，并在隧道施工面布设
176个、深3.5米的炸药孔。以往隧道施工爆破，需
要10多个人，现在只需3人。

据介绍，缙云山隧道是渝昆高铁机械化配套
施工技术管理的培育试验点，建设方采用了全电
脑三臂凿岩台车、悬臂掘进机、拱架安装机、模板台
车、二衬纵向灌注台车、自动喷淋养护台车、水沟电
缆槽移动模架等“施工利器”，探索高铁隧道机械化
高效建造成套技术，减少人员投入，提高工效，确保
安全质量。目前，隧道已累计掘进近2000米。

渝昆高铁川渝段控制性工程中梁山隧道，则
全力打造数字化工地。据了解，中梁山隧道全长
约5公里，项目部正在对隧道进行掌子面开挖钻
孔、仰拱钢筋绑扎、二衬混凝土浇筑施工。目前，
隧道已累计掘进超2400米。

本报记者 杨永芹

助渝昆高铁川渝段
加快推进建设

6月26日上午，重庆万州区余家镇，中国移
动重庆公司网络建设人员完成了一次5G基站巡
检。这个与四川达州市相邻的镇，已于2021年8月
实现了5G网络全覆盖，从此，来这里巡检5G基站
成为了重庆移动网络建设人员的日常工作之一。

与该镇同处“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内
的达州市，则于同年11月完成了5G网络全覆盖。

创建“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是《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明确的重要内
容。为此，中国移动加快在“万达开”区域等多个
川渝毗邻地区的5G建设步伐，实现网络建设的
同规划、同部署、同建设、同开通。截至2022年5
月底，中国移动在川渝两地已累计建成5G基站
近7万个，建站密度西部领先。

过去两年多来，川渝两地合力共建“5G网络
覆盖建设项目”，推动5G网络加速向川渝毗邻地
区乡镇延伸，全力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5G
网络建设标杆区。

仅2022年1—5月，川渝两地就累计建设5G
基站2.5万余个。 本报记者 黄光红

川渝携手
打造5G网络建设标杆区

6月26日上午，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一片
繁忙景象。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办公楼顶层结构施工，1
号仓库和2号仓库的第二层结构施工，以及冻库
的第三层结构也在同步进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运
营组织中心负责人表示，计划今年底，陆海新通道
重庆无水港项目将建成投用。

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项目位于国际物流枢
纽园区，占地面积269亩，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
的基础设施之一。

该项目将搭建陆海新通道运营中心、国际海运
箱共享调拨中心、进出口冷链集散分拨中心及进出口
普货集散分拨中心，实现国际集装箱储存转运、进出
口冷链储存加工、展示交易、大宗货物集散分拨、现货
及期货交割、供应链服务及金融服务平台等七大功
能，凸显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作用。

市政府口岸物流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陆海新
通道重庆无水港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成为集“物
流+贸易+产业+金融”多位一体的国际物流分拨
中心，服务并促进重庆“东南西北”四向通道、“铁
空水公”四式联运融合发展，成为服务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陆海新通道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水
平的西部无水港建设的先行示范项目，同时将提
升通道综合服务能力，促进西部各省区市进一步
融入通道建设。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重庆无水港项目
计划年底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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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重大项目建设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抓手。重庆、四川两省市共同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为贯彻落实好国家重大决策部署提供有力支撑。

6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2022年，两省市实施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

160个，估算总投资超过2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835亿元。截至5月底，160个重大项目已累计开工

151个、完成投资4149.2亿元，其中今年1—5月完成投资836.9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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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强势头劲捷报频传重大重大项目项目

合力共建现代基础设施网络项目捷报频传

强劲的高铁动脉，正在川渝之间搭建。
6月26日，四川泸州，渝昆高铁川渝段泸州境内首

座隧道——长山坳隧道顺利贯通，为明年全线铺轨创造
了有利条件。

10天前的6月16日，重庆永川，渝昆高铁川渝段顺
利完成跨成渝铁路营业线过孔架梁施工。至此，中国西
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干线成渝铁路，与国家“八横八纵”
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完成了跨越
时空的“相遇”。

6月24日，四川内江东兴区顺河镇，内江至大足高
速公路（四川境）项目控制性工程——联合水库大桥连
续刚构桥面全幅顺利贯通。

去年12月24日，内江至大足高速公路重庆段已经
通车。据悉，这条高速路全线通车后,内江到大足的驾
车时长将从原来的2小时缩短到1小时。届时,内江至
重庆的东线高速走廊完全打通,内江与大足将实现高速
公路直连。

每天都在推进，每月都有新进展。这正是共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基础设施网络项目的真实写照。

据悉，今年该领域有40个项目，总投资1.35万亿
元，主要包括成渝中线高铁、内江至大足高速公路
等。截至5月底，已有38个项目开工，完成投资329.5
亿元。

除了交通基础设施，在能源基础设施方面，川渝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已完成可研方案论证。总投
资7000亿元的川渝千亿方天然气基地，今年已产气
272.5亿方。

合力共建现代产业体系项目势头正盛

一个重大项目，往往能带动一条产业链。川渝两地
抓住重大项目“牛鼻子”，推动产业发展协同协作。

今年一季度，重庆中铝高端制造交出一份亮眼答
卷：产销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带动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45%，利润同比增长82%。

重庆中铝高端制造，正是2022年合力共建现代产
业体系重大项目之一，获得了九龙坡区的大力支持。落
户后，重庆中铝高端制造牵头成立重庆国创轻合金研究
院，联合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成立国家高端
轻合金制造业创新联盟，相继培育多个研发技术中心，
极大提升了全产业链的创新能力。

电子信息产业是川渝共同打造的万亿级产业之
一。位于荣昌区的重庆西部电子电路产业园从签约到
开工仅用了69天。目前，包括该项目在内的34个共建
现代产业体系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超50%。

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川渝5G网络覆盖建设项目目
前已完成城区全覆盖；重庆腾讯云计算数据中心正开展
生产设备调试。

新能源汽车领域，位于四川宜宾市的
四川时代三期、五期、六期和时代吉利电
芯厂房已完工。

数据显示，今年72个共建重大现代
产业体系项目总投资5402亿元，截至5

月底已开工68个、完成投资399.8亿元。

合力共建科技创新中心项目成效初显

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川渝联合推动科技创新
中心重大项目建设，已成效初显，引来了大批高端人才。

6 月 25 日，西部（重庆）科学城迎来一批新“住
户”——位于凤栖湖畔的金凤实验室揭牌投用，首批科
研团队已经入驻。

金凤实验室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核心地带，主
体楼宇占地128亩。在实验室3号楼的重庆先进病理研
究院，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军临床病理研究所所长卞
修武带领的智慧病理研究团队正在开展应用研究。

“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方面，金凤实验室提供了
非常便利的方案和平台。”金凤实验室智慧病理平台肿
瘤耐药与靶向治疗课题组组长、陆军军医大学教授王岩
表示，相信在金凤实验室，团队的成果会很快转化为专
利进行应用。

除了金凤实验室，其它共建科技创新中心重大项目
也进展喜人。其中，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超瞬态实
验装置项目正在进行主体施工，川渝高竹新区科技创新
基地的项目办公区已建成，位于成都的国家川藏铁路技
术创新中心项目主体已封顶，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项目已竣工。

记者获悉，今年的30个共建科技创新中心重大项
目已全部开工、总投资749.7亿元，截至5月底完成投资
52.7亿元。

巴蜀文旅、生态屏障、公共服务等项目惠及民生

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是川渝两地最好的写照。
仅从水系来看，川渝两地水系同源，流域面积50平方

公里以上的跨界河流有81条，流经100多个地市和区县。
以发源于四川的铜钵河为例，它是四川达州和重庆

梁平两地联系最为紧密、水系最为复杂的河流。其干流
长度95公里，其中四川境内65公里，重庆境内16公里，
川渝共界14公里；流域面积916平方公里，其中四川境
内628平方公里，重庆境内288平方公里。

犬牙交错的边界，导致治污难，铜钵河一度成为“臭
水沟”。面对这一难题，川渝选择共同投入7.1亿元，推
进铜钵河水生态环境共建共治。

铜钵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也是今年的4个
共建生态屏障重大项目之一。目前，该项目已建成雨污
管网140余公里，铜钵河流域水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除了生态环境提升，川渝两地的文化“大餐”也更加
丰盛。目前，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项目中，位于四川
省德阳市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主体工程加快建设，大足
区和四川省资阳市共建的石刻文创园一期已建成投用。

据悉，今年的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生态屏障和
公共服务等18个重大项目总投资754.4亿元，截至5月
底已开工15个、完成投资54.9亿元。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两省市将
继续树牢“一盘棋”思想、强化“一体化”理念，健全工作
机制、强化协调服务、做好要素保障，推动共建项目早开
工、快建设、见成效。

2022年，两省市实施共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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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有40个项目，总投资 1.35万亿元，截至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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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2 个共建重大现代产业体系项目总投资

5402 亿元，截至 5 月底已开工 68 个、完成投资

399.8亿元

2022年的30个共建科技创新中心重大项目已全部开工、

总投资749.7亿元，截至5月底完成投资52.7亿元

□本报记者 申晓佳

现代基础设施网络项目领域

现代产业体系项目领域

科技创新中心项目领域

资料来源：市发展改革委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以来

川渝合作大事记

2021年12月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
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在宜宾召
开。

■成都市党政代表团赴渝考察，签署
《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决策
部署唱好双城记建强都市圈战略合作协
议》及5个子协议。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
《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

■《重庆四川两省市贯彻落实<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联合实
施方案》公开发布。

■两省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
支持川渝高竹新区改革创新发展若干政
策措施的通知》。

2022年1月

■两省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外汇
管理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指
导意见》《川渝地区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
事项目录（第一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便捷生活行动事项（第二批）》。

■两省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优化营商环境方案》。

■两省市政府联合批复《合广长协同
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城宣万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

2022年2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批复同意
成渝地区启动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
国家枢纽节点。

■两省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放管服”改革2022年重
点任务清单》《川渝通办事项清单（第三
批）》《川渝电子证照互认共享清单（第一
批）》。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两
省市政府联合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两省市政府联合批复《资大文旅融
合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

■两省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碳达峰碳中和联合行动
方案》《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口岸物
流体系实施方案》。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成
渝金融法院的决定》。

2022年3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22年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要点》。

■两省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川渝
电网一体化建设方案》。

2022年4月

■两省市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重庆
市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四川省铁路安全
管理条例》，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鼓励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在维护全国统一
大市场前提下，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
建设工作。

2022年5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十四五”生
物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等区域，以城市为载体布局建设
生物经济先导区。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
两省市政府联合印发《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建设规划》。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六次代表大
会隆重召开。将奋力书写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新篇章作为今后 5 年三项重
大任务之一。

2022年6月

■两省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废城市”共
建的指导意见》。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领
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有关工作进展
情况汇报，审议相关文件。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
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