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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

城市发展史说明，城市有内在增长与扩
张的冲动，市场化的效率标准更是驱动城市
不断增长与扩张，这是城市的发展规律。由
小规模人口聚集地，逐步演化成小城镇、小
城市，进而演化出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
市，大城市外溢，逐步将核心城市、中心城市
整合为一个交通、产业、基础设施及公共服
务等深度链接的城市群——都市圈。

重庆也不例外，其建城史超过2000年，
最初立足渝中半岛前端，逐步扩展并离开渝
中半岛，向长江南岸、嘉陵江北部拓展，并跨
过中梁山向西和南山向东发展，形成建成区
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集聚
超过1000万人口。

2020年1月3日，中央决定建设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2020年5月9日，重庆将
5475平方公里的主城九区拓展为21个区
的重庆主城都市区，人口 2027 万，面积
28657平方公里，并与成都向东发展相向而
行。

2021年1月4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四
川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同意设立川渝高竹
新区的批复》，新区规划范围包括重庆市渝
北区茨竹镇、大湾镇的部分行政区域和四川
省广安市邻水县高滩镇、坛同镇的部分行政
区域，总面积262平方公里。川渝高竹新区
成为川渝两地启动建设的第一个跨省际共
建新区。

2022年8月，重庆市发布了以重庆中
心城区为核心的《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
跨越省市行政区域，按照经济区域的发展规
律，将地处四川与重庆边界、距离四川经济
中心成都都市圈较远、与重庆空间临近且经
济社会正在快速融入重庆中心城区的广安
纳入重庆都市圈，且协同川渝相关部门，完
成了《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是重庆与广安
发展的重要节点，也是推进行政区与经济区
适度分离，促进被行政区划分割的经济区整
合、融合，推动生产要素深度融合与集聚，提
升重庆城市能级与广安发展水平。

《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顺应经济发展
潮流，按照中央及国家战略及要求，做出的
立足经济区发展模式、跨越重庆与四川两个
行政区划的都市圈规划，这是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也是重庆城
市发展的重要节点。《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
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立足国家战略，回应中央要求，强
化重庆主城都市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本规划
突出了以邻为伴，共谋国家战略，探索行政区
与经济区适度分离，超越川渝两地行政区
划，凸显地缘相近、经济融合、交通便利的经济区广安天然是重庆都市
圈一部分。同时，解决广安发展困境，给广安带来重大发展机遇，也给
重庆都市圈注入重要的经济空间，是一个典型的双赢模式。

第二，切合城市发展阶段，提前谋划布局都市圈，优化城市空间
布局。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通
过做大做实都市圈作为我国城镇格局空间调整的重要抓手。本规划
推动实现了“中心城区9区+主城新区12区+广安两区三县一市”的
城市格局。2021年，重庆人均GDP突破8.7万元，是上海人均GDP
的一半，达到全球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DP12517美元门槛，正处在
快速向上突破的重要阶段。本规划拓展了重庆主城都市区发展的经
济腹地，使得北部区域突破华蓥山，面积由2.87万平方公里拓展为
3.5万平方公里，人口从2100万提升到2440万，经济总量提升到2.3
万亿元（综合汇率计算3400亿美元左右，在全球经济体排名四十位
左右，与越南经济总量差不多），为重庆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门户枢纽城市等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规划还明确了完善“铁公水”交通网络，改善相邻关系，辐射联
动都市圈周边区域发展，国家拓展重庆都市圈经济辐射空间范围。
推进重庆都市圈辐射带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部地区遂宁、资阳、
内江等，推动重庆都市圈与成都都市圈高效衔接，辐射促进南充、达
州、巴中及泸州、自贡、宜宾等与重庆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

第三，谋划地域根植性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凸显重庆都
市圈地域特性和协作能力。我国产业发展经历了基于劳动力富集的
成本竞争，到立足全球市场的规模竞争，进化到单体企业整合链接的
产业链竞争，现在逐步升级到基于地域的创新带动、多产业链协同的
产业集群竞争。重庆有汽车、微电子等产业集群，规模扩大需求更多
的要素跟进，级差地租与产业链的延伸与成群要求空间拓展，都市圈
就是因产业集群而生的地域性城镇空间集合体，通过营商环境的优
化提升，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逐步构建起主导产业明确、科技创新
显著、梯次配套、紧密协作的现代产业体系，迈向基于重庆都市圈地
域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198平方公里的西部（重庆）科学城
将是科技创新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及高科技产业集聚的主要区域，
也是重庆都市圈的科技创新中心之一。262平方公里高竹新区将成
为重庆都市圈产业发展、人口集聚、功能疏解的重要载体，也是桥接
重庆北部与广安的主要桥梁。

第四，将促进要素流动更加便利，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共
同富裕。为促进广安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搭好平台，打好基础。广
安2020年GDP超过1301亿元，人均GDP为4.0万元（常住人口口
径）；2021年GDP为1417.8亿元，人均GDP不到4.1万元。重庆市
2020年GDP为2.5万亿元，2021年达到2.79万亿元，人均GDP接近
8.7万元，相当于广安市的2.3倍，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与重庆主城
都市区的人均GDP差距还要大一些。数十万广安人居住生活工作
在重庆，都市圈的建设将会改善交通、提升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还
将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要素流动将会更加
便利高效，逐步诱导市场力量及多种力量协同促进共同富裕。

第五，加强生态、能源安全及应急保供能力提升，提高重庆都市
圈韧性。强化水安全、能源安全、航道畅通、食品保供等能力提升，加
强污染协同防控与治理，探索双碳下的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及社会治
理模式，促进重庆都市圈韧性提升。

要落实好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川渝之
间的协同，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区域治理，都市圈基于城市能级的分级
分类以及产业精细化分工、产业成链成群等。

总之，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突破行政区划约束，向全国和全球讲
述中国西部城市发展故事，呈现西部山地都市圈发展思路，勾勒出共
同推进都市圈发展的路线图与施工图，描绘了重庆都市圈未来发展
的宏伟蓝图，推动中国山地城市都市圈发展规划进入一个新阶段、新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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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麟

新疆重能石头梅电厂项目获批，意
味着“疆电入渝”取得重大突破。

其实，在该项目获批前，关于“疆电
入渝”的各种前期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
推进中。

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从市国资委和重
庆能源集团了解到，“疆电入渝”的构想，
早在2010年就被提出，只是一直未有实
质性进展。但近年来，该项目推进的力
度明显加大。这背后，离不开各方的共
同努力。

“缺电”倒逼“疆电入渝”

重庆一次能源匮乏，而经济发展对
能源的需求巨大。记者从有关方面获
悉，2025年，重庆电力缺口可能从目前
的137万千瓦扩大至1000万千瓦。

电力缺口如何解决？
近年来，重庆一方面千方百计从周

边地区增购外电，并积极争取陕煤集团
等外部煤炭企业支持，加大了陕西、甘
肃、新疆等区域煤炭入渝调运力度；另一
方面，市内也大力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
推进抽水蓄能、热电联产分布式能源和
储能、节电设施建设，加强发电机组运维
以保证在高峰期实现顶峰出力。但从长
远看，重庆的电力依然存在“硬缺口”，必
须寻求本质上的“开源”。

在此背景下，“疆电入渝”再次进入
重庆有关方面的视野。但此次，不再是
构想。

众所周知，新疆能源丰富。其煤炭
资源储量居全国第一。去年国家核准批
复的10个煤矿项目中，新疆就占了8
个。

除了储量丰富，新疆的煤炭还具有
优质低价的特点。新疆煤的坑口价，只
相当于陕煤的80%。但因为运距长，运
输成本太高，新疆煤并不适合直接运往
重庆发电。

据测算，新疆哈密煤田到重庆运距约
2100公里，按吨煤运价0.16元计，到重庆
吨煤运费达300多元。新疆准东煤田到
重庆，吨煤运费达400多元，库拜、伊犁、
克拉玛依等地运费更高。综合来看，新
疆煤的运价比陕煤每吨高60%以上。

正是因为新疆可以利用的煤炭很
多，而疆煤又难运，“疆电入渝”成为更优
的方案。

此外，新疆除了煤炭，风光能资源也
极其丰富，储量居全国第二。有业内人
士指出，“疆电入渝”前期可以解决重庆
稳定获得火电的问题，后期更能为重庆
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电力。但由于涉及
大规模跨区域输电，该项目不仅要考虑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问题，还要平衡内外
电源的各方利益，需要相关地区乃至国
家有关部门破除各种阻碍，强有力地推
动。

疆渝携手获国家支持

在重庆、新疆乃至业内相关人士的
前期构想中，“疆电入渝”是新疆电力外
送第三通道特高压直流工程，其额定送

电容量可高达800万千瓦，一年就可以
输送电量440亿千瓦时，比2021年重庆
外购电总量多接近一倍。

这样的一个宏大工程，投资必然巨
大，牵涉广泛，需要严密论证。对此，多
年来，重庆方面与新疆就此进行过数十
次现场专题研讨和协调，就项目资源分
配、筹建等前期工作达成一致。

最终，该项目基本敲定起于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哈密北换流站，途经新疆、甘
肃、陕西、四川，最后落地重庆，线路计划
全长2277公里，额定电压±800千伏。

此外，“疆电入渝”还计划配套建设
总装机容量达1240万千瓦的电源项目，
其中煤电占400万千瓦，风电680万千
瓦、光伏150万千瓦，另配置储能150万
千瓦、光热10万千瓦，配套电源及送出
工程总投资约682亿元。

通过重庆、新疆方面的大力争取，国
家有关部门经详细研究，对这一方案也
明确表示了赞同。

2019年7月，国家能源局在答复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479号建议
时称，重庆紧邻四川，川渝电网联系比较
紧密，近期优先考虑四川富裕电力解决，
远期可考虑疆电入渝，实现水火互济，提
高外电保障能力。

之后不到4个月，疆渝两地人民政
府就在北京签订了《“疆电入渝”合作协
议》，开始共同推进“疆电入渝”。

项目正式进入“快车道”

2020年，重庆、新疆两地在各自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把“疆电入渝”列为
重点，一系列大动作紧锣密鼓展开。

2021年 3月23日，新疆和重庆两
地发展改革委组织“疆电入渝”2021年
第一次工作联席会议。4月，新疆将
《哈密基地“疆电外送”第三通道配套电
源规划》上报国家能源局。重庆市人民
政府也于当月明确“支持重庆能源集团
承接由重庆市主导的‘疆电入渝’项
目”。

同年12月，国家《“十四五”电力发
展规划》明确“十四五”期间建设哈密基
地“疆电外送”第三通道配套电源项目。

今年3月，“疆电入渝”配套电源项
目规划获国家能源局批复，4月初开展

“疆电入渝”重庆主导的配套电源煤电项
目可研招标，并于5月8日确立中标单
位。同期，重庆能源集团在两江新区、新
疆哈密市先后成立“疆电入渝”项目两级
公司。

7月初，新疆重能石头梅电厂项目
进行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并获得通过，
标志着“疆电入渝”项目外部送电板块建
设正式进入“快车道”。

“疆电入渝”还需要建设强大的内部
电网进行配套。国网重庆电力已启动

“疆电入渝”和川渝特高压一体化电网工
程前期工作。预计到2025年，重庆将实
现“一交一直”两个特高压落点，即哈密
至重庆±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落点和铜
梁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落点，促进新疆
风电、光电入渝保供，提升区域电网互济
互通能力。

多方共同努力，一系列大动作紧锣密鼓展开——

“疆电入渝”取得重大突破

本报讯 （记者 罗芸 见习记
者 罗婧颖）“‘水上漂’蔬菜育苗技术，
看着很神秘，作用也很神奇，最多可让叶
菜提前10天上市！”近日，重庆市蔬菜产
业技术体系专家陶伟林到荣昌区仁义镇
开展速生叶菜技术培训，讲解蔬菜漂浮
育苗技术。据了解，近期我市通过保障
菜种供应、技术示范推广等系列“组合
拳”，确保本月20日速生叶菜播种面积
超过1万亩，3个月内供应市场3万吨以
上。

受前期高温干旱影响，我市叶菜播
种、移栽出现一定程度延缓。为确保秋
冬蔬菜市场供应、丰富市民“菜篮子”、鼓
起菜农“钱袋子”，市科技局下达了“应急
速生蔬菜保供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项
目。8月底，成立了应急速生叶菜生产
指导专班，从保障菜种、技术示范、培训

推广等方面，确保秋冬季速生叶菜生产
与供应。

在蔬菜种子的保障供应方面，目前
我市已采购了市内外优质、抗病的水白
菜、上海青、奶白菜、油菜苔、油麦菜等
8个速生叶菜类、40余个品种，累计采
购种子2300余公斤。据测算，这些种
子可满足1万亩以上蔬菜基地生产所
需。

“目前我们派出技术专家小组到相
关区县，着重推广省时、省力的系列新技

术，帮助菜农缩短叶菜上市时间。”市蔬
菜产业技术体系有关专家表示，目前已
组织了近20名专家，分成7个专家小
组，分赴武隆、酉阳、奉节、荣昌、铜梁等
地开展技术指导。这些技术包括漂浮式
水培集约化快速育苗、无土基质快速育
苗、苗菜共生快速高产栽培技术、设施叶
菜优质高产栽培技术等。与传统育苗方
式相比，漂浮式水培集约化快速育苗技
术在移栽和缓苗环节可分别节省5天时
间。目前，这些技术已应用在铜梁平摊、

涪陵龙潭、武隆双河、酉阳麻旺四个集中
示范基地，并在主城周边的巴南、九龙
坡、江津、合川、璧山、綦江等11个区县
开展示范推广。

据统计，截至9月 12日，合川、潼
南、巫溪、涪陵、铜梁、武隆、酉阳等蔬菜
基地已完成苗菜一体化播种 5000 余
亩。预计我市本次秋冬季蔬菜大规模播
种将于9月20日左右完成，种植面积将
超过1万亩，从本月至11月陆续向市场
供应速生叶菜3万吨以上。

保障种子供应 推广省时技术

我市9至11月将上市速生叶菜逾3万吨

本 报 讯 （记 者 崔 曜）9 月 13
日，在重庆市江津区，随着导线最后一
根间隔棒安装完成，由国网重庆市电
力公司建设管理的白鹤滩—浙江±
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
称白浙线）重庆段顺利跨越长江。至
此，白浙线重庆段渝 1标段 92.3 公里
线路贯通。

白浙线是国家西电东送、清洁能源
外送的重大电网工程，途经四川、重庆、
湖北、安徽、浙江5省（市），线路长度
2140公里，是我国“十四五”期间开工的
首个特高压直流工程。其中，白浙线重
庆段线路长度331.25公里，共有输电铁
塔641基，山地地形占比71%以上，于
2021年10月启动建设。

“这个铁塔相当于 60多层楼高，
高达189.2 米、重 909.83 吨，是目前西
南地区高度最高、重量最重的输电铁
塔。”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副总工程师兼特高压建设中心主任张
光勇说。

9月1日，重庆段长江大跨越正式进
入架线作业，该线路跨越长江段共4基
铁塔，东西岸各2基。西岸跨越塔在经
济作物林中，东岸跨越塔在耕地中，两岸
地形均为丘陵，且跨越处长江江面宽约
722米。综合考虑地形地貌、长江通航
条件以及受力情况，此次工程设计了“超
高”输电铁塔。

“这条线路的长江主跨档距1635
米，是目前西南地区跨越档距第二长的
输电线路。”白浙线重庆段现场项目经理
姜斌说，在跨江架线作业中，针对长江大
跨越线路弧垂超过110米，国网重庆市
电力公司大力推广新技术应用，首次采
用北斗高精度定位及无线通信技术进行
架线作业。

长江属于I级通航航道，跨越架线
作业期间安全风险大。“为保证通航安
全，我们严格采用间歇封航、拖船牵引导
引绳过江的施工方案，施工进度整体优
化，提前3天完成跨越施工。”张光勇说，

施工单位应用大吨位牵张设备，确保导
线对江面的安全距离，最大限度利用每
天仅4小时封航“空窗期”，确保8根导
线、2根光缆顺利跨江。

白浙线重庆段计划于9月底实现全

线贯通，11月具备带电条件。白浙线建
成投运后，预计每年从白鹤滩水电站向
浙江输送清洁电量超过300亿千瓦时，
减少燃煤消耗约1057万吨、二氧化碳排
放约1919万吨。

“西电东送”大动脉特高压白浙线在渝顺利跨越长江
白浙线重庆段计划于本月底实现全线贯通，11月具备带电条件

▲9月13日，工人在白鹤滩-浙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重庆段）江津长江大跨越施工现场作业。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