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滨海湾花园、樟宜机场、万态野生动物世
界……这些典型的新加坡元素，将在重庆亮
相。

10月29日，2022重庆·新加坡体验周正
式开幕。活动期间，新加坡将把“狮城”的众
多特色“搬”到渝中区解放碑，让市民感受到
新加坡的风土民情和魅力。

这是重庆首次举行“新加坡周”活动，也
是重庆近年来与新加坡紧密往来合作的一个
缩影。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重庆与新加坡
相隔千里，却有特殊的联系。重庆是中国西
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上；新加坡是国际金融
中心和航运中心，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
一站。

随着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下称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将重庆定为运营
中心，重庆与新加坡的合作进一步拓展空间，
结出了累累硕果。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成功案例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后，新加坡胜
安航空几乎停了中国各大城市的航班，仅保
留了重庆。这是为何？答案是为了中新互
联互通项目的稳定持续推进。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是中新两国第三个政
府间合作项目，已成为重庆打造内陆开放高
地、推动重庆与新加坡交流合作的重要开放
平台。项目聚焦金融、航空、物流、信息四大
领域，成效显著。

以信息领域为例，2019年，重庆与新加
坡启用了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
道，也是我国首条针对单一国家的“点对点”
国际数据专用通道。

该通道从重庆经广州、香港到新加坡，批
准建设总带宽260Gbps，时延约 70-80毫
秒，比互联网降低75%；丢包率不高于0.5%，
比互联网降低80%。这条通道的建立，也直
接推动重庆大数据智能化的发展。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实施近七年来，交出
一份令人欣喜的成绩单。截至今年10月，项
目累计落地政府和商业合作项目218个、总
金额252.6亿美元，金融服务项目235个、金
额290.4亿美元。

市中新项目管理局局长曾菁华介绍，随
着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深入推进，重庆和新
加坡经贸合作日益密切、人文纽带不断加强，
初步形成由重庆和新加坡“点对点”合作，扩
展到中国西部与东盟国家“面对面”合作的新
格局，“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也被誉为‘一带一

路’合作与高质量发展的成功案例。”

西部陆海新通道
缩短空间距离，合作不断升温

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重庆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事实上，这条
通道，也是重庆与新加坡合作成果的延伸。

时间回到2016年3月18日。新加坡港
务集团、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广西北部湾国
际港务集团三家单位的代表坐在一起，谋划
开辟一条新通道。

初步设想是，通过重庆铁路港—广西北
部湾港—新加坡港实施三港联动，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的同时，助力内陆口岸与全球连

接，也让中西部与东盟联动发展。
2017年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协调理

事会上，这一想法得到中新双方支持。也是
在这次会上，通过北部湾—新加坡—重庆，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结合的陆海贸易路
线——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路线由此划定。

市政府口岸物流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促
成新通道的开通，新加坡、重庆、广西三地做了
大量工作，2017年三方多次合作开行测试班列，
最终促成通道双向运行。2019年，国家发改
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标志该
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

重庆依山，新加坡靠海，西部陆海新通道
让两地冲破山与海的阻隔，加速交往步伐。

据统计，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
开行以来，截至今年10月，通道往来于新加
坡的标箱达8901标箱，货值13.52亿元；今年
1-9月，班列于新加坡往来发运1947标箱，
运输货值4.04亿元。

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和新加坡的
合作不断升温。

今年6月，重庆依据《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陆海新通道合作规划》谋划50个重点项目，
并先期启动实施了30个。市政府口岸物流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其中就中新铁海联运“一
单制”数字提单试点项目，重庆正与新加坡资
讯媒体发展局开展合作对接，目前已完成一
阶段测试工作。

重要外资来源国
新加坡在重庆加大投资

10月28日，中新美陆眼科医院在两江新
区正式投用。该医院分为青少年近视防控科
普中心、国际眼视光技术培训中心、国际远程
会诊中心、国际医疗手术中心、视力矫正研究
中心五大中心，可开展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
服务。

（下转3版）

冲破山海阻隔 加速交往步伐
——新加坡重庆携手合作“一带一路”建设结出累累硕果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交通强
国。近年来，大足全力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
设提速提质提效，加快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努
力将区位优势、交通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
展优势，让交通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
能。

地处成渝相向发展战略腹心，作为重庆
主城都市区桥头堡的大足，具备良好的区位
优势，营商环境日益优化，加上不断完善的交
通基础设施，吸引众多企业纷至沓来。截至
目前，大足今年已成功签约158个项目，总投

资金额达510.7亿元。

放大交通综合效应
推动人口、产业、资金聚集

9月，位于双桥经开区的威立雅环境资
源服务中心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从初次
接触到最终签约，仅用时8天，创造了大足招
商引资的最快纪录。

时间，回到2020年6月。当时，威立雅
集团相关负责人正在双桥经开区考察。

双桥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局长邓启明介
绍：“我们得知消息后，在区领导带领下，立即
和对方取得联系，并随即赶到其上海总部进
行洽谈，一边洽谈一边起草协议。”

仅8天，双方就成功签约，投资10亿元

建设威立雅环境资源服务中心项目。该项目
将建设对页岩气开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
物无害处理生产线，新型建材资源再生利用
生产线，高端环保移动车、无害化处置设施
等，项目一期建成达产后年产值将达3.2亿
元。

“大足的区位优势、便捷交通，以及我们
的诚意打动了对方。”大足区招商投资促进局
负责人介绍，目前，渝蓉高速、三环高速、潼大
荣高速及成渝高铁相继建成通车，与渝西川
东地区实现快速通达。大足已基本形成以成
渝高铁、成渝高速与成渝中线高铁、渝蓉高速
构成的两大国家综合交通走廊；以三环高速、
潼大荣高速、大足至内江高速为骨架，连接至
遂宁、南充、内江、泸州、永川、合川六个方向
的综合运输大通道，大足与周边地区互联互

通水平显著增强。
无独有偶，阳江耀和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投资的五金刀具智能制造项目、成都华合屹
科技有限公司五金电料生产项目、无为融佳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铝合金智能门窗生产项
目，从洽谈到签约落地用时均不超过两个
月，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大足便利的交
通条件。

“我们紧跟城市定位和发展，放大交通
综合效应，推动人口聚集、产业聚集、资金聚
集，切实发挥交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
用。”大足区委书记陈一清介绍，“十四五”期
间，大足区将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
要节点、主城都市区桥头堡城市”两大定位，
加快建设成渝中轴综合交通枢纽和主城都
市区西部重要综合交通枢纽，基本建成“衔
接顺畅、转换快速、高效便捷、安全可靠、智
慧绿色”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能。

（下转3版）

大足：交通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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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区县看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杨骏）10月2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
庆海关了解到，2022年前三季度，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
6259.5亿元，同比增长8.5%。其中，出口4074.5亿元，同比
增长11.5%；进口2185亿元，同比增长3.3%。

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三季度，重庆外贸进
出口主要有几个特点。

一是主要市场主体进出口保持增长。前三季度，重庆外
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942.4亿元，同比增长8.2%；民营企业进
出口2835亿元，同比增长12.7%；上述两类企业合计占比同
期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的92.3%。

二是主要贸易方式进出口保持增长。前三季度，重庆加
工贸易进出口2745.3亿元，同比增长6.8%；一般贸易进出口
2256.6亿元，同比增长15.2%；保税物流进出口1231.9亿元，
同比增长1.5%。

三是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前三季度，重庆对
东盟、欧盟、美国分别进出口946.6亿元、940.2亿元、877.4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8%、4%、3.1%，合计进出口值占同期
重庆外贸总值的44.2%。同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
口1687.8亿元，同比增长6.9%；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
1957.7亿元，同比增长12.8%。

四是主要开放平台进出口保持增长。前三季度，重庆综
合保税区进出口4054.9亿元，同比增长2.9%，占同期重庆外
贸总值的64.8%。

五是主要进出口商品保持增长。出口方面，前三季度重
庆出口机电产品3493.7亿元，同比增长3.6%，占重庆出口总
值的85.7%；进口方面，前三季度重庆进口高新技术产品
1461亿元，同比增长5.6%，占重庆进口总值的66.9%。

6259.5亿元
前三季度重庆进出口总值

同比增长8.5%

10月28日，开州区满月
镇，青山环绕着一片民房。

近年来，开州区扎实抓
好村镇基础设施建设，持续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乡村面
貌持续改善，农村居民生活
品质明显提升。

记者 谢智强 摄/视
觉重庆

乡村更宜居

□人民日报评论员

奋进新征程，扬帆再出发。“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
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全面把握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明确提出了新时
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发出了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的动员令。

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

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目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
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特
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
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断丰富，成功推
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
部署，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下转2版）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位于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的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范基地，一期项目集拼仓库和集装箱
堆场一片繁忙。（摄于2022年4月27日）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
天星”行动计划（2022—2025年）》（以下称“满天星”行动计
划）有力推动了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10月28日，
市经信委消息称，今年 1-9月，全市软件业务收入实现
2010.5亿元，同比增长12.6%，高于全国平均2.8%，预计全
年实现营收3000亿元。

据了解，“满天星”行动计划启动以来，市经信委会同相
关市级部门联合制订该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价办法，建立起
中心城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评价体系，推动各区实现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差异化、特色化和品牌化发展。截至9月
底，全市共引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重大项目210余个，合同
投资金额超750亿元。

我市还通过聚焦工业软件、汽车软件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开展了10个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重点项目“揭榜挂帅”，同
时依托重点高校、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软件人才实习实
训基地等，加强人才引育。今年1-9月，全市累计培养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类人才5万余人，新增中高端软信人才2600
余人，特别是首次设立“重庆英才计划—软件领军人才”项
目，有10人入选。

据介绍，今年1-9月全市累计收储楼宇面积117万平方
米、使用率近50%，九龙坡、渝中、南岸和重庆经开区等楼宇
收储使用量较大，全市新增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1800余
家，新增从业人员3万余人。

2010.5亿元
1-9月重庆软件业务收入同比

增长 12.6%，预计全年实现营收
3000亿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10月25日，记者从市水
利局了解到，今年1-9月，全市水利固定资产投资182.5亿
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7.4%。

今年以来，全市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进度稳步提速，截至
9月底，全市在建重点水利工程累计完成投资90.2亿元，占
序时进度的102.2%，政府投资带动社会资金超过60亿元。
同时，全市水利建设领域积极开展以工代赈，2022年推广以
工代赈项目67个，累计吸纳农村劳动力19455人，发放劳务
报酬2.28亿元，充分发挥重大水利工程稳投资、扩内需、保
就业的积极作用。

在水利筹资方面，今年1-9月全市共争取到位中央资
金超130亿元，使用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工具25亿元，发行
专项债券44亿元、同比增加137.8%，落实金融贷款33.6亿
元、同比增加59.2%。在完成投资的基础上，一批重大水利
工程陆续开工建设，对我市扩大有效投资和稳住经济大盘
发挥出积极作用。

今年以来，我市还统筹开展了200余座中小型水库、11
个主要支流治理、30余个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前期，推进98
处城乡供水一体化和农村供水规模化项目。

182.5亿元
前三季度重庆水利固定资产

投资创新高，同比增长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