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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开路先锋 奋力谱写交通强市新篇章

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行千里”，始于交通；“致广大”，依靠交
通。

10年间，重庆交通定位越来越高——从长江上游综合交通枢纽、西南综
合交通枢纽，到西部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再到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定位为全国交通4极之一。

10年间，重庆交通累计完成投资7800多亿元、占全市基础设施投资1/4
以上，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日趋完善，交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从“适应型”

向“引领型”转变。
10年间，重庆交通成为全市投入最多、发展最快、成效最足、群众最为满

意的行业之一。
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全市上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把交通运

输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坚持交通先行、当好开路先锋，重庆启动交通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交通强市战略，凝聚起“大抓交通、抓大交通”的高度共识
和合力，补短板、锻长板、谋新篇，交通建设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

出行半径越来越大 由“8小时重庆”向“2小时重庆”跨越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初露的晨光照在万州新田至高峰段高速公路路面上，

宛如一条“金丝带”镶嵌在乡间绿林间。万州区甘宁镇党
委书记李毅看着这条刚通车的路面，发出感叹：“现在到石
柱等渝东南区县以及湖北利川方便多了，时间能节约出半
小时。”

甘宁镇地处万州长江北岸。长期以来，由于长江阻隔，
镇上居民要去长江南岸的新田镇以及石柱和湖北利川等地
非常不便。没有高速公路匝道口，居民需绕行万州城区，在
五桥上高速，再经G5012恩广高速（万利高速）、G69银百高
速（万忠高速南线）才能到达。

今年9月，全长80公里的万州城市环线全线贯通，万州
进入高速“环线”时代。这条基本覆盖了万州辖区1/4的镇
（乡）、街道的高速公路，直接受益人口约20万人，让万州新
田至高峰段间的车程由60分钟缩短为15分钟。

不仅如此，随着渝万城际铁路、郑渝铁路通车，万州融

入了全国高铁网，万州到重庆中心城区只有1个半小时，万
州到郑州4个小时，到北京、上海分别只有6个多小时和9个
多小时；渝万高铁、成达万高铁、渝西高铁、成渝中线高铁也
将全面开建。

新田港一期建成，二期已开建；新田港集疏运中心工程
正加快推进，有望今年底完工；万州机场改扩建也基本完
工，有望明年投运……

10年来，万州交通变化只是重庆交通巨变的一个缩影。
10年，是一把标尺，不仅标注着重庆交通发展的高度，

也丈量出重庆交通发展的幅度。
看高铁，从无到有，重庆高铁营运里程现已突破1000

公里，在建高铁规模超过700公里，“米”字形高铁建设全面
铺开，出渝高铁大通道逐步形成网。

看公路，高速公路进入“三环时代，通车里程接近4000
公里，较2010年增加近一倍。今年底，重庆将实现“县县通
高速”；新改建“四好农村路”13万公里，全市行政村通畅率、

通客车率、村民小组公路通达率、通畅率分别达到100%、
92.4%。

看航空，全面形成“1+4+3”民用机场体系。江北国际机
场成为中西部首个拥有3条跑道、3座航站楼同时运行的机
场；规划建设的重庆新机场上升为国家战略，前期工作取得实
质性进展；巫山、仙女山机场以及一批通用机场建成投用；重
庆开通国内航线270条，国际（地区）航线通达欧美等全球主
要经济体。

看水运，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加快建设。长江九龙坡至
朝天门段等航道整治完成，朝天门至涪陵段、涪陵至丰都段
4.5米水深航道整治启动建设，嘉陵江利泽、乌江白马等航电
枢纽主体工程提速推进，全市三级及以上高等级航道里程
突破1100公里；建成投用全国内河最大铁公水联运枢纽港
——果园港，全市货运船舶平均吨位、总运力均居全国内河
前列。

看运输，城乡交通运输更加便捷。创新开行小巷公交、
同城公交、省际公交等各种公交方式，成功创建国家公交都
市建设示范城市，公共交通实现全国“一卡通”。农村物流
县乡村三级网络节点覆盖率达到95%以上，涪陵、永川获得
全国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称号。

交通的巨变，不断刷新着重庆到周边省市乃至全国、全
球的时空距离，重庆人出行半径越拉越长，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由“8小时重庆”成功迈向“4小
时重庆”，如今已全面开启“2小时重庆”建设；坐高铁到北京
只需6个多小时，到上海也只需10个多小时；渝东北三峡库
区城镇群到中心城区基本实现2小时到达。

这一切让重庆交通强市实现“加速跑”，国际性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建设全力提速。

物流大通道连通世界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交通兴，产业旺。
2022年7月2日，一架满载巫山脆李的中国邮政航空公

司波音B737全货机腾空而起，目的地南京。由此，拉开了
2022年巫山机场“首季脆李航班”的运输序幕。

这是巫山机场开通的首条货运包机航线，也是首条为重
庆当地优质农产品外销保驾护航的全货机运输航线，为巫山
脆李销售打下了坚实基础。

针对保鲜期短、不宜贮存的现状，为助推巫山脆李
“飞”向全国，重庆邮政开通了“一直航（巫山—南京邮政航
空‘极速鲜’专线）+三直通”（重庆、四川、湖北3条陆运冷
链直达专线）脆李寄递专线，形成了“邮政航空+冷链专线”
双管齐下的高效运输网络。巫山脆李实现夕发朝至，比之
前提前了两三天达。截至目前，该航线共执飞15班次，运
输脆李200余吨。

“夕发朝至的货运航线，扩宽了巫山脆李的销售渠道，极
大地推动巫山脆李产业发展，助推了乡村振兴。”重庆市交通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加快构建空中物流大通道，仅是重庆以大通道促进大开

放、支撑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一个缩影。
10年来，随着水陆空综合通道体系不断完善，重庆统筹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积极构建“四极”联通的交通主轴。
东向，以长江黄金水道及沿江铁路干线为依托，开通沪

渝直达快线和渝甬等班列，长江黄金水道释放出更大“黄金
效应”。

南向，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内辐射国内16个省，对外通达
全球113个国家和地区的335个港口；截至今年8月底，重
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开行铁海联运班列累计超过6500列、
运输超过32万标箱。

西向，中欧班列（重庆）累计开行班列超过1.1万班，位
居全国第一。

北向，渝满俄班列每周固定发班，联通中蒙俄经济走廊，
累计开行量已超过2000列。

物流“大动脉”畅起来，交通与物流、旅游、产业等加速融
合，推动重庆产业大集聚——

“交邮快”融合发展。重庆建制村直接通邮率100%，
快递服务进村覆盖率达到98.2%。綦江区“客货同网”、巫
山县“农村物流+客货兼运”项目入选全国农村物流服务品
牌项目。

交通与旅游加速“催化”。目前，重庆普通国道二级及以
上公路占比达到90%，普通省道三级及以上公路占比达到
70%，基本实现全市3A级旅游景区三级及以上公路连接。

快速延伸的“四好农村路”，以连接农家大院、产业园区
为重点，打造一批“资源路”“产业路”“旅游路”，市级重点工
业园区基本实现三级及以上公路连接，全市新增生态产业园
70余个，推动全市农村路网沿线形成和发展农业特色产业，
产值突破100亿元。

“现在家门口坐公交，全程只需10多分钟，又快又方
便。”说起潼南城区至四川遂宁磨溪镇公交，家住潼南区双江
镇白坟店村的蒋中华不停地点赞。

2020年4月，川渝地区首条跨省城际公交开行，方便了
沿线约100万人出行，车程缩短了1-2小时，采用了交通运
输部“交通联合”卡，实现了跨省公交一卡通，票价最低2
元，全程票价5元。目前，川渝两地已经开通了20条省际
公交线路。

两地不仅是坐公交车方便，高速公路出行也越来越快捷。
2021年12月，合安高速全线通车。这是成渝间第4条

高速公路大通道，从合川到安岳约1个小时，重庆两江新区
到成都天府新区全程约2.5小时。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互

联互通、交通一体化推进，川渝两地同城化出行加快推进、同
城效应加速形成。

成渝高铁建成通车并完成提质改造，成渝地区实现高铁1
小时通达；两地相继开工建设成达万高铁、成渝中线高铁等。

打通断头路，织密高速公路网。川渝间建成渝广（安）、
渝广支线，永（川）泸（州）、潼（南）荣（昌）、大（足）内（江）、
开（州）开（江）等高速公路，开工铜（梁）安（岳）、江（津）泸
（州）北线、梁（平）开（江）等高速公路。目前，两地在建和建
成的高速公路出口通道达到19条；川渝轨道交通、公交出
行实现一卡通。

川渝两地企业群众办事越来越方便，交通领域19个“川
渝通办”事项线下“异地可办”、线上“全程网办”，审批办理时
间较法定时限压缩超70%。

双城经济圈加快互联互通 同城效应加速形成

数读重庆交通这10年

7800多亿元
重庆交通累计完成投资7800多亿元，占全市基础
设施投资1/4以上。

1000公里
“米”字形高铁建设全面铺开，高铁营业里程突破
1000公里，在建高铁规模超过700公里，重庆铁路
枢纽加快形成“4主2辅”体系。

4.7公里/百平方公里

重庆高速公路基本建成“三环十二射多联线”，出
口通道从10个增加到27个，路网密度由2012年的
2.3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加到4.7公里/百平方公里。

1.5万公里

干线公路国评跃居全国第二，全市国省道总里程
达15153公里，较2012年增加5752公里，国道二级
及以上、省道三级及以上占比分别为90.5%、72%。

16.5万公里

新改建“四好农村路”13万公里，总里程达到16.5
万公里，全市行政村通畅率、通客车率、通邮率均
达100%，村民小组公路通达率、通畅率分别达到
100%、92.4%。

1100公里

全市三级及以上高等级航道里程突破1100公里，
全市港口货物通过能力、集装箱吞吐能力分别突
破2亿吨、400万标箱；货运船舶平均吨位、总运力
均居全国内河前列。

216个

重庆开通国内航线 270 条、国际（地区）航线 106
条，通航城市总数达到216个，通达欧美等全球主
要经济体。

17项

桥梁技术全国领先、创造17项世界之最，交通领
域研究成果共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8项、省部级
奖16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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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承建的渝湘复线高速彭酉路磨寨
乌江特大桥 摄/周玖林

全国内河最大铁公水联运枢纽港—果园港
摄/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