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日上午，满载货物的列车驶出荣
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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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杲

7月1日上午，一趟满载钢铁的货运列车缓缓驶
入资阳站，钢铁被起重机转移到一旁的货车上，这些
货将被送往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生产车
间。

这一天，是成渝铁路正式通车70周年的特殊日
子。70年前，成渝铁路为资阳开辟了对外开放的通
道。70年后，成渝铁路依旧为资阳的建设和发展不
断地忙碌着。

蜀人原乡广场、蜀人原乡川菜……在资阳市区，
随处都可以看到“蜀人原乡”的标语，但许多人不知
道，“蜀人原乡”的由来和成渝铁路的修建有关。

1950年9月，成渝铁路资阳段开始动工，修建
过程中一些文物也陆续被发现。为保护文物，由重
庆大学张圣奘奉命牵头组成10多人的工作小组，负
责调查和保护铁路沿线文物。1951年3月，张圣奘
在当时的黄鳝溪（现九曲河）铁路桥一号桥墩基坑发
现了一块古人类化石，这就是距今有3万多年的“资
阳人”头骨化石。

“‘资阳人’头骨化石为宣传推广资阳历史文化
起到了重大作用。”资阳市雁江区文联调研员孟基林
表示，正是这一发现，让资阳有了“蜀人原乡”的美
誉。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是资阳最大的工业企业
之一，从1966年建厂至今，它带动着当地机车产业
发展。“无论是生产机车，还是汽车配件，钢铁都是重
要的生产原料。”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他们的生产依托着成渝铁路的货运能力。

铁路的开通，还带动着资阳沿线区域商贸的发
展。临江镇以盛产豆瓣而出名。上世纪八十年代，
每当火车停靠此站，不少游客便蜂拥而下购买豆瓣，
临江豆瓣也一度成为资阳的一张名片。

资阳站货运值班员戴勇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是铁路最繁忙的时候。“火车把外面的棉花、粮
食、钢铁运进来，又把本地的红苕、柑橘运出去，最忙
的时候，一个人一天就要负责一节车皮的货，装满的
话有60吨重。”

客运也十分繁忙，1985年，资阳市境内铁路运
输客运量合计249.48万人次，其中资阳县109.48万
人次。

随着成渝公路、成渝高铁的相继通车，成渝铁路
的客运功能逐渐被替代，但它依然以自己的方式，服
务于资阳这座城市的日常运转。

“仅去年，运达的钢铁量就有1909车，
共计100778吨，分别比上年增长52.47%、
41.42%。”戴勇说，如今，成渝铁路依旧为
资阳的运务做着重要贡献，往来的矿产、
建筑材料、农产品等仍络绎不绝。

资阳北站是成渝高铁线上的站点，从
这里乘坐高铁，最快22分钟“飙拢”成都，
57分钟到重庆。同时，它也将成为轨道交
通资阳线的起点，作为全省首条跨市域城际轨道交
通，轨道交通资阳线的建设标志着成资同城化迈入

“轨道同城”新阶段。
“资阳是伴随着轨道的发展而不断生长的城

市。”资阳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从成渝铁
路、成渝高速铁路，再到建设中的轨道交通资阳线、
成渝中线、成达万、成自宜高铁等，资阳始终享受着
交通带来的发展红利，“一大批优质企业因为便利的
交通条件，选择落户资阳。”

□本报记者 左黎韵

6月30日上午，一列满载东北大米的列车，经广顺场
站缓缓驶入荣昌重庆能投川南渝西物流园。这些货物转运
到货车上，再奔向附近的商场。

荣昌位于重庆最西端，与四川泸州、内江、资阳接壤，地
处成渝地区的“黄金联结点”。“成渝铁路的开通，对优质资
源向荣昌集聚，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荣昌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铁路交通的带动下，荣昌
这个不靠江、不临海的内陆城市，正逐步实现“空、铁、公、
水”立体多式联运体系，成为川渝合作的“桥头堡”。

川南渝西物流园的前身，是重庆五大矿务局之一的永
荣矿务局。重庆能投物流公司副总经理杨勇告诉记者，当
年鼎盛期，荣昌仅矿务局下面大大小小的煤矿企业就有七
八个，每年经成渝铁路运输出去的煤炭超百万吨，有力支援
了国家建设。

从2012年起，荣昌区大力探索产业结构调整之路，逐
步形成以农牧高新、电子信息、消费品、生物医药等为主的
现代产业集群。

在此背景下，已改制为重庆永荣矿业有限公司经过专业
化重组，成立了重庆能投物流有限公司，并依托自有铁路专
用线，建立起集仓储、装卸、物流、商贸于一体的现代物流园。

随着荣昌产业结构的调整，物流园发货的种类已从煤
炭单品丰富为建材、粮食、瓷器20余个品类。具备了100
万吨煤炭、100万吨粮食、100万吨建材的年作业能力。数
据显示，今年1—5月，物流园完成铁路大宗物资卸装量
80.3万吨。

每天中午12点16分，都会有一列从内江出发的5611/
5612次绿皮老火车缓慢停靠在成渝铁路广顺场站。“这是
成渝线上最后保留的一对绿皮列车，乘客多是观光的游
客。”列车员李勇说。

随着高铁的开通，客运慢车渐渐退出成渝铁路，货物运
输成为了广顺场站的主要功能。据介绍，每天广顺场站接
发的货运列车大概有40余趟，列车向东至重庆，向西至内
江、成都等地。

事实上，目前，荣昌区也正以成渝铁路为核心，加强交
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打造渝西川东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荣昌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成渝客专的开通、国际物
流“金三角”加快共建，以及荣昌无水港、候机厅、海关点等
重大项目的建成运行，荣昌正逐步打通东接沿江通道、南接
西部陆海新通道、西接川藏通道、北接“渝新欧”“渝满俄”通
道的“四向通道”，衔接周边机场、港口、铁路枢纽，构建起便
捷高效的多式联运体系。

“促进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各类资源要素加
速向荣昌集聚。”该负责人强调。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季度招
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中，荣昌便成功揽金222.5亿元，
吸引到一批引领性、创新性、带动性强的重点项目落户。

未来，荣昌区还将充分发挥交通枢纽和多式联运优势，
以大交通带动大物流，做大做强生物医药、健康食品、电子
信息等优势产业集群，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志浩

6月30日，内江东兴区平坦镇内江至大足高速公路
项目现场一片忙碌。一周前，项目控制性工程——联合
水库大桥连续刚构桥面全幅合龙。项目通车后，将新增
一个川渝省际出口，内江到重庆大足的驾车时长将从原
来的2小时缩短到1小时。

从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到新建的内大高速，
内江连接川渝的动脉通道不断织密。内江正加快打造西
部陆海新通道门户枢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在内江市交通运输局，一张示意图展示了途经内江
的高速公路线路，密集的线路连接成都、重庆等周边地
区，反映出内江的交通区位优势。

“包括内大高速在内，内江已有、在建和规划的项目
中，有6条连接川渝的高速。”内江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陈
代兵介绍，内江规划高速公路密度约12.5公里/百平方公
里，内联外畅的路网更加完善。

国际物流通道建设的加快推进，也让成渝铁路的老
站点获得新生。资中站站长吴晓军这几天手头的电话不
停响起，商量的事情大多都是围绕同一个主题：货场改
造。

“改造源自于刚上新的国际物流业务。”吴晓军介绍，
今年4月底，满载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等货物的中欧班列
（成渝）甜城号从这里首发向北驶往欧洲。

这一班列和此前内江开通的“蓉欧+”东盟国际班列
相结合，让内江打通了连接欧亚和东盟的南北双向国际
大通道。

内江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内江将推动发展多
式联运，未来包括成渝乃至西南等地的货物都可以从内
江进入国际物流大通道。

借力立体开放的通道格局，承接物流产业的载体正
在不断完善。在内江新区，内江国际物流港正在推动内
江保税物流中心（B型）的申建。“今年我们重点推进建立
跨境电商、国际货运等产业链招商机制，推动现代物流产
业发展。”内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李焰表示。

开放的格局助推产业的发展。
6月30日，年产1080万片的功率半导体模组陶瓷基

板项目在内江经开区开工，这一项目的产品将广泛用于
新能源汽车、智能机械装备、航空航天等领域。

“项目建成后，有望填补国内高端功率半导体陶瓷基
板技术空白。”内江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李勇均介绍，项目
将推动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高精尖产品的研发制造。

距开工仪式现场8公里处，内江电子信息产业园内，
四川明泰微电子产业园的微电子产品陆续从园区装车出

发，为成渝等地的下游企业制作显示屏提供配套。
融入川渝万亿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内江从原

有中低端领域向高端攀升，逐步形成了
以液晶显示模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等

为主的电子信息产业链条，企业集
聚发展的态势更加明显。内江市经
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内
江规上电子信息企业实现产值22.4

亿元，同比增长29%。
蓬勃发展的产业，也为城

市注入活力。近两年来，越来
越多的服务外包企业在内江
布局企业的西南中心项目。
包括迈睿中国西南区总部、大

宇宙中国西南区域中心
项目在内，内江软件与信
息技术服务外包产业园
先后引进企业21户。

□本报记者 陈维灯

7月1日15时13分，晚点13分钟后，重庆南至内
江的5612次列车缓缓驶入成渝铁路大足火车站。

站台上，由隆昌前来大足探亲的杨金花俯下身、背
起黑色的行囊，准备登车回乡，“从小我就在这里坐火
车，40多年啰。”

听着汽笛鸣响，看着火车灯光由远及近，今年52
岁的杨金花似乎又回到了火车站熙来攘往的岁月里。
那时，这里还叫“邮亭铺火车站”。

过去，上到重庆、下达成都，邮亭铺是必经之驿站，
自古为成渝交通咽喉。邮亭原为“邮停”，意为邮政信
件等停留之地，史称“邮亭铺”“邮亭驿”。

“1950年成渝铁路正式动工，第二年9月，火车就
通到了邮亭，设邮亭铺站。”大足区邮亭镇党委书记杨
茂介绍，当时站里只有两股道，仅为修建成渝铁路运送
材料。“成渝铁路线全线通车后，邮亭铺站归西南铁路
管理局重庆分局管辖，站线增至三股道，定为四等站，
开始办理客货运业务。”

后来，邮亭铺火车站的货运专线增加到了4条。
随着成渝铁路、大足至邮亭公路通车，再加上大足至安
岳、大足至铜梁、大足至永川、大足至荣昌等公路干线
连通，邮亭铺火车站成为当时物资、旅客进出的咽喉之
地，大足、安岳、潼南、铜梁、合川等地分别在邮亭建有
物资中转储备仓库。

“火车站周围那是闹热得很，逢3、6、9，我们都要
坐火车从隆昌过来赶场。”杨金花的记忆里，随着邮亭
铺火车站客货运输量的增加，火车站周边旅馆、餐馆、
茶馆、百货商店等日益增多，“我们都要紧紧牵着妈、老
汉的手，一不小心就挤丢了。”

《邮亭镇志》如此记载当时的盛况：火车站赶场天
热闹非凡，车水马龙，人声喧哗，各种食品、商品、家电、
电器、工业品样样齐全，茶馆、餐馆生意兴隆，一派欣欣
向荣的景象。

不仅如此，依托邮亭铺火车站，周边逐年修建房
屋，从三、四间草房起步，逐渐形成了面积达2.96平方
公里的邮亭火车站社区。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足石刻被开发，吸引了
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游客前来。”杨茂介绍，由于当
时公路运输落后，观光者大多是乘坐火车往来，使邮亭
铺火车站客货运量大幅增加，成渝线上开行的7对旅
客列车均在此处停靠。“到上世纪90年代，邮亭铺火车
站年发送旅客超过了32万人次。”

然而，上世纪90年代，随着成渝高速公路通车，邮
亭铺火车站（1998年更名为大足火车站）客运量急剧
下降，如今仅有重庆南往返内江的5612次/5611次一
对慢车停靠。

“现在每年的客运也就千把人，但以煤炭、水泥、粮
食等为主的货运还基本保持。”杨茂介绍，如今大足火
车站年到发货物约40万吨，依然承担着周边区域重要
的货运任务。

“4条线、8个货运站台，好多公司都在用。”神光
（重庆）煤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
销售等业务，其副总经理朱楠介绍，依托货运专线，该
公司年产值超过10亿元。

“现在有高铁了，来这里坐火车的人就更少了。”
2015年12月26日，成渝高铁开通运营，在邮亭设大足
南站，到隆昌仅需14分钟。不过，杨金花依然喜欢坐
着慢车慢慢摇到隆昌，“5块钱，一个半小时。便宜，我
也不赶时间，慢点就慢点。”

列车缓缓启动，车厢内，寥寥几名乘客凑在一起聊
天；窗外，成渝铁路已历经70年风雨，属于大足火车站的
热闹也已远去；远处，成渝高铁正以每小时350公里的速
度风驰电掣，驶过日益繁华的邮亭镇，驶向未来……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打破了四川盆地蜀道难的局
面，把成都、重庆及沿线10多个城市串联起来，带动川渝两地经济、科技、
民生等各方面发展，为今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搭建
了最初的“骨架”。请看来自重庆市大足区、荣昌
区和四川省内江市、资阳市的报道。

核心提示

▲资阳站。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向宇 摄

▼成渝高铁综合检测列车经过大成渝高铁综合检测列车经过大
足足。（。（摄于摄于20152015年年1111月月2525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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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15时13分，大足邮亭，5612次慢
车缓缓驶入站台。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成渝铁路
沿线内江辖区资
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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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铁路见证川渝发展历程
交通巨变带动“双圈”建设加速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