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彭瑜 见习记者 黄熠

今年4月14日，永川国家高新区铁路专用线正式
通车，为永川做好“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
产业”这篇文章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成渝铁路、老成渝公路的‘双通道’时代，到初
步建成区域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成渝铁路为永川带
来了跨越式发展新机遇。”7月1日，永川区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成渝铁路穿城而过，加速永川城市发展。

初步建成区域综合交通物流枢纽

1952年，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后，与老成渝公路一
起，带领沿线城市进入“双通道”时代。

正是依托成渝铁路带来的交通优势，上世纪60年
代三线建设时期，重庆液压件厂、重庆红江机械厂、重
庆跃进机械厂等单位相继迁至永川，为永川工业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永川区相关负责人介绍，1995年，成渝高速开通，
成渝之间从成渝铁路、成渝公路的朝发夕至，变为5小
时直达。“永川到成都走成渝高速仅需4小时。”

现在，随着九永高速、三环高速建成通车，成渝高
铁融入全国高速铁路网，渝昆高铁建设提速，永川初
步建成区域综合交通物流枢纽，成为重庆市除主城中
心区外第一个拥有两条高铁和高速公路环线的区县。

6月23日，重庆市永川职业教育中心新校区建成投
用。据介绍，新校区占地500亩，开办新能源汽车与检
测、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动漫与游戏设计等18个专业。

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带来的不只是交通便利，
还推动了永川西部职教基地的建设。目前，永川有大
中专院校17所，在校学生16.3万人，每年培养技术技
能人才4万人以上。

“‘十四五’期间，我们还将在西部职教基地布局
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永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打
造西部职教名城，让永川成为‘成就工程师的城市’。”

据了解，到“十四五”末，永川将基本建成主城区
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人口达100万人的“双百”区
域性中心城市。

现代产业体系愈发壮大

前不久，由陆海新通道全程承运的20个纸浆集装
箱抵达重庆永川港。

“渝西地区货运量不断增大，对经济、高效的物流需
求十分迫切。”永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从钢铁、煤炭作
为传统支柱产业，到如今的发展壮大“5+3”现代产业体
系，永川产业实现了集群发展，产值超千亿。他说，“为
减少企业物流成本，永川将纸浆企业码头纳入永川港。”

货运量不断增大背后，是永川工业实现由量到
质再到质量齐飞的跨越。

2分钟下线1台车、2天产值1个亿……长城汽车
永川工厂，是长城汽车全球布局一个重要的点。截至
目前，长城汽车累计销售3823亿元、税收72亿元，逐
步形成汽车全产业链发展。

依托长城汽车、瑞悦车业等整车及代工企业，物流、
研发中心、供应链采购中心陆续完善，60余家汽车配套
企业落户永川；雅迪电动车等电动摩托车制造企业，在永
川构建起“3+2+1+N”汽摩产业群，形成汽摩全产业链。
与此同时，信息化智能化企业也扎堆永川，大数据产业蓬
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永川造”畅销国内外……

成渝铁路带来跨越式发展机遇，永川高质量发展
正焕发勃勃生机。

□本报记者 彭瑜 见习记者 黄熠

1952年，成渝铁路建成通车。70年风驰电掣，江
津从“铁路沾点边”成长为西南地区重要的特大件与
散货货场集疏运基地，实现了江铁联运。

从“一路颠”到“一路顺”，依托日益发达的交通网
络，一大批高新科技、新能源企业纷纷落户江津各大
工业园，支撑起江津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江津也
从“边缘地带”变身发展热土。

一条串联城市与乡村的民生线

江津区油溪镇，距离江津城区只有18公里。过去从
这里去趟城区，天不亮就出发，一个来回就是一整天。

直到成渝铁路通车后，油溪镇设有站点，到城区
只需要短短二十多分钟。有群众感慨：“铁路，让农村
与城市更近了。”

据了解，成渝铁路江津段里程78.1公里，共设有
江津站、朱杨溪站、白沙站、油溪站等8个车站，极大便
利了沿线乡镇与主城区间的交通。

2017年，王廷军在江津白沙镇投入4000余万元，
成立江津区晨旭饮料有限公司。“在白沙建厂，相中的
就是成渝铁路，销售产品便捷、运输成本低廉。”

一条带动区域发展的大动脉

2007年，丰益国际负责人从上海沿江而上一路考
察，公司最后落户江津德感工业园。两年后，中粮集
团也登门选择德感工业园。

“两大粮油龙头齐聚德感工业园，主要看中了区位
交通优势。”德感工业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得益于成渝
铁路，德感工业园建有铁路编组站、拥有兰家沱港，可
实现快捷的“水公铁”一体化联运，让区域内城市更加
密切融合。“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活跃。”

现在，德感工业园重点做优做强粮油食品加工产
业，成为重庆目前最大的粮油食品加工基地。截至今
年6月底，德感工业园累计引进消费品工业企业237
家，并正努力“蝶变”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国家绿色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成渝铁路联动公路、铁路、港口打开腹地，与川黔铁
路、渝贵铁路、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等汇聚于江津珞璜片
区，构建起年到发能力可达2000万吨的珞璜铁路综合
物流枢纽，无缝连接珞璜长江枢纽港，实现江铁联运。

一条沿江旅游观光的风景线

今年5月，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段改造工程（下
称成渝铁路改造工程）圣泉站正式动工。

江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成渝铁路改造工程起于
江津（德感）站，止于渝中区菜园坝，全长约60.8公里，
设13个车站、2个预留站。江津境内约8.8公里，设圣
泉、江津两个站。“改造完工后，将形成双线运输，成为
沿线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之一。”

据了解，改造工程仅对路基、桥梁、隧道的病害按
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整治，最大限度地保留成渝
铁路原有风貌，彰显重庆特色。

与此同时，重庆站至江津段还将串联龙凤寺、铁
路博物馆、重庆工业博物馆、义渡古镇、钓鱼嘴人文艺
术半岛、铜罐驿古镇、铜罐驿天主教堂等一批景点，真
正建成“一站一风景、站站有特色”的沿江旅游观光
线，将“美丽风景”转变为“美丽经济”。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秦勇

7月1日上午10点过，准备搭乘内江至昭通5635
次列车的旅客陆续进入自贡北站，让这座如今以货运
为主的火车站逐渐热闹起来。“虽然现在每天仅有一
对客运列车还在开行，但同时还有20多趟货运列车经
过这里……”自贡北站副站长唐英龙说。

成渝铁路不经过自贡。但是70年来，自贡同样在
这条铁路的辐射带动下加速发展。

铁路沿线崛起一座物流园

“成渝铁路为自贡的交通发展、人流和物流聚集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自贡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自贡是“千年盐都”。当年，正是依托成渝铁路，
可大量开采、冶炼井盐的大型装备运至内江，再由内
江运到自贡，让当地盐化工及相关产业起步、壮大。

如今，自贡大山铺火车站周边，又将崛起一座铁
路物流园。“这里将建设铁路驮背运输站场，今年建成
投用后，年货运总规模可达500万吨。”西南晟铁物流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爱平介绍。

作为西南（自贡）国际陆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山
铺铁路物流园铁路专线向北通过内昆铁路内六段到
内江，然后接入成渝铁路；向南融入国际物流大通道，
承接产业转移、沿海口岸功能后移。

今年4月8日，统一品牌后的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
班列首次开行，一列载有上百吨“自贡造”焊条、焊粉等产
品的国际班列从自贡南站驶出。其在抵达广西钦州港
后，又通过铁海联运到达泰国曼谷、印尼雅加达等地。

目前，自贡已累计开行国际班列200多列，彩灯、
仿真恐龙等大量“自贡造”产品由此走向全球。自贡
市口岸与物流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相关班列从成
都出发，走成渝铁路到内江，再走内昆铁路内六段到
达自贡，将“自贡造”产品装车发货。“这对自贡做大做
强西南（自贡）国际陆港、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提
升对外开放水平，打造区域物流中心、西部陆海新通
道重要节点城市起到重要作用。”

加快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自贡中兴耐磨新材料有限公司入驻重庆綦江工
业园区已一年有余，和园区内多家企业实现产业对
接。该公司副总经理赵建涛说，便捷的铁路运输，让
自贡与成渝城市物流更加畅通，时空距离进一步缩
短，产业合作更加密切。

2020年，自贡高新区携手綦江工业园区，共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区，打造“一园三
中心”，即产业合作示范园、高端铝合金材料研发应用
中心、齿轮硬质合金刀具磨具研究应用中心和矿山输
送机械应用服务中心。

今年3月，自贡中兴耐磨新材料有限公司在綦江
投资建设的齿轮硬质合金刀具磨具研究应用中心投
用。中心根据綦江齿轮企业需求，将订单式研发设计
齿轮专用硬质合金刀具系列产品，如今已与重庆佳诺
齿轮有限公司等齿轮制造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预计年
研发设计刀具磨具20余套。

“自贡还将加快交通建设，一方面带动更多自贡
造产品‘走出去’，一方面加速与成渝地区相关城市、
企业在通用航空、新材料等领域强化园区合作及协调
承接。”自贡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君芳

6月30日凌晨5点过，一趟满载2500多吨砂石的
货运列车缓缓停进位于成都简阳市的成渝铁路养马
河站。随后，通过起重机设备，满载砂石的集装箱被
转移到等候在一旁的货车上，随后运往成都东部新区
建设现场……

这是成渝铁路全线通车70周年的前一天，铁路线
上的这座四等小站，如同70年来一样，忙碌不停。

成渝铁路极大改善了川渝地区的交通条件，创造
了巨大经济价值，成都置身其中，感受深刻。

打开成都繁荣之门

如今，成都拥有不俗的工业实力。但在1950年
前，这座城市的现代工业基础还十分薄弱。一个重要
制约因素就是交通不便。

成渝铁路开通后，乘火车来往成渝的单边时间由
一周缩短为“当晚出行，次日晚即可到达”，诸多问题
迎刃而解。如永川、荣昌等地的优质煤炭，可沿一条
专用货运铁路支线接入成渝铁路运至成都等地，让成
都用煤价格大幅降低。运输成本很高的大型机器等
基本建设器材，也可迅速由成渝铁路运到工地，且每
吨器材运价降低80%。

成都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常晓鸣介绍，
1953年，“一五”计划展开，成都被确定为全国工业重
点建设城市之一，国家在成都重点建设电子工业和机
械工业。此后，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陆续选址成都。

“成渝铁路，在服务国家工业建设的同时，也夯实了成
都的产业基础。”

成渝铁路还带动了沿线商贸发展——成都站周
边的荷花池批发市场闻名全国，在上世纪90年代就入
围“全国十大批发市场”；依托成渝铁路石板滩站，成
都市新都区石板滩镇取得巨大发展……

以更好姿态续写精彩

70年来，成渝之间的交通网络体系日益发达。当
下，即便高铁、高速公路相继通车，成渝铁路依然在以
自己的方式，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服务成
都这座超大城市的日常运转。

“一天差不多有3至4列运输砂石的车辆到站，高峰期
一天有1.2万余吨砂石运过来……”养马河站副站长廖平
说，如今这里虽然已经停办了客运业务，但货运业务依旧
繁忙。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的日常运转同样离不开成渝铁
路的保障。“2021年1月，从成渝铁路庙子沟站引出的
一条1.4公里长新建航油专用线投用，来自全国各地的
货运专列源源不断运来航油，经全国铁路干线网汇入
成渝铁路，供给天府机场。”庙子沟站站长赵富修说。

作为成渝铁路西起点站，已经服役了70年的成都
站，目前仍是成都重要综合交通枢纽之一。“现在平均每
天有1万余人次旅客从这里奔向全国各地。”在成都站客
运车间副主任张芸娣看来，成都站的未来值得期待。

根据此前公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新建成渝中
线铁路（含十陵南站）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服务于成
渝双核主轴发展的成渝中线，终点就设在成都站。配合
成渝中线建设，成都站、成渝铁路都将同步启动改造。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提速，成渝铁路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我国南向班
列的重要通行之路，将继续助力成都等地经济社会发
展，以更好姿态续写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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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7月1日，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这条505公里长的钢铁巨龙，打破
了千百年来“蜀道难”的局面，成为地区经济发展大动脉。

建成通车70年来，成渝铁路见证了成渝地区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历程。重庆荣昌的煤点亮了万
家灯火；四川内江的糖甜遍了全国各地；1200多种从前不能外运的西南特产，被大量运往华东、华北等
地……巴蜀大地从闭塞之地成为工业投资沃土，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进入快车道。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速推进，70岁的成渝铁路
仍旧忙碌。驶过70年光阴，川渝两地记者联合报道，带你
一同从成渝铁路看川渝巨变。

这条铁路让川渝城市群焕发经济新活力

依托日益发达的交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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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市场。

冷冰 摄

▲

今年4月8日，四川
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从自
贡南站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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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渝铁路永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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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产业合两地产业合作更密切作更密切 成渝铁路带来跨越式发展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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