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运畅起来 运输增效服务提质

高位推动 协同成为关键词

2022年12月26日，川渝交界处——梁平
至开江高速齐河枢纽施工现场，6台吊车伸着
长臂，有序地吊运着施工物资；施工人员有的
在安装支架，有的在绑钢筋，建设现场一片热
火朝天。

梁开高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启动
以来，川渝两地首次联合开工的省际高速公路。

2020年底，广安过境及渝广支线高速公
路建成通车，成为川渝两省市首次联合通车的
省际高速公路……

如今，协同成为交通项目建设的关键词，合
力加密高速路网，共同破解断头路、瓶颈路。

“强化顶层设计，共下‘一盘棋’，共担新使
命，两省市正按照加快建成一批、尽早开工一
批、提前谋划一批的思路，加快推进标志性重
大省际高速公路项目。”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高位推动合作共建。川渝两省市成立由
分管副市（省）长牵头、交通部门具体负责的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互联互通工作组，建立
工作专班，加强统筹协调。川渝两省市交通部
门常态化开展工作对接，厅局级领导召开7次
川渝交通合作联席会议、10余次协调会议，共
同签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以及普通公
路、内河水运、运输服务、智慧交通、执法管理、
万达开交通融合发展合作备忘录、“四好农村
路”示范区建设等“1+8”框架合作协议。

联合编制重大规划。两省市共同推动国
家部委编制出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交
通运输发展规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多层
次轨道交通规划》，联合印发《共建长江上游航
运中心实施方案》，深入实施《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等
一系列文件，细化明确重点任务、实施路径、责
任分工。

一系列协同“作战”举措，让两省市交通发
展跑出“加速度”。

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实施以来，川
渝两地新增及在建高速公路省际通道8个，高
速公路通道达到20个。

目前，市交通局正在加快修编《重庆市高
速公路网规划》，重点加强川渝省际高速公路
通道规划实施，支撑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
区、高竹新区等10个功能区发展。规划到
2035年，川渝省际通道总数达到118条，新增
数量超过30%。

协同还表现在铁路、水运和航空等领域合
作。

携手争创试点示范。2020年，重庆、四川
先后纳入全国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省市，共同推
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作为试点
任务。2022年，重庆、成都以城市群名义联合
向交通运输部、财政部申报，成功跻身全国第
一批9个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城市（群）之
列，“双核”将携手构建“4＋3＋N”综合货运枢
纽体系。

合力打造世界级机场群。2022年2月，国
家民航局印发了《关于加快成渝世界级机场群
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成渝世界级机场群
建设目标和路径，重庆和四川也分别印发了
《重庆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成都国际航空
枢纽战略规划》；重庆机场集团、四川机场集团
签署战略协议，深化协同合作，共同推动构建

“市内双枢纽协同、成渝四大机场联动”的世界
级机场群。

共建“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川渝两地
同步开建渝昆、成渝中线、成达万等高铁，特别
是2022年11月底，成渝中线高铁实现全面开
工建设，这将是成渝双核间最顺直的线路。

打造长江上游航运中心。两省市正加快
推进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渠江航道整治工程
等项目整治，畅通川渝间高等级航道，合资共
建万州新田作业区二期工程，合力打造长江上
游铁水联运枢纽港。

“交通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协同恰好
体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基础设施共建‘一张
网’的新图景。”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以
交通基础设施为引领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1小时交通圈”正加快形成。

1月3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迎来3周年。3年前，中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来，推动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成为首要任务。

当好先行、做好支撑。3年间，川渝两地交通部门紧扣西部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门户枢纽战略定位，合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运输服务一体化、交通治理体

系一体化，川渝省际重点项目实现了工作“同轨”、规划“同图”、开工同步、建设“同速”，交通一体化渐行渐近。

交通一体化推进，也将深居内陆腹地的成渝地区与全国乃至世界实现高效联通，助推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2022年12月出炉的《2022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基础设施是成渝地区协同发展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之一。

眼下，正是柠檬销售旺季。四川省安岳县
双龙街乡锣鼓村村民张有年背着一大竹篼柠
檬到重庆大足城区“跨省售卖”已经成为重要
的销售方式之一。

“跨省售卖”，得益于2020年底川渝两地
开通了大足中敖至四川安岳双龙省际公交线
路，从四川锣鼓村到重庆大足城区，由之前的2
个多小时车程缩短至 1 小时，实现一车直
达。

重庆长运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线路全

程24公里，起始票价3元、全程6元，采用跨城
市公交一卡通，支持微信、支付宝、银联刷卡等
支付方式。截至目前，累计运送乘客16万余
人次，对特殊群体减免费用50.5万元。

为推动川渝两地交通便捷出行，在两地交
通运输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自2020年4月起，
川渝毗邻地区陆续开通了20条跨省公交、投
入运力70辆。

“目前，川渝两地基本实现毗邻区县跨省
公交全覆盖、票价全统一。”市交通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不仅川渝毗邻地区居民出行实现一车直

达，购票也实现“一码通”“一卡通”。
川渝两地依托“重庆市民通”“天府通”

App，实现了成都都市圈与重庆中心城区城市
轨道交通、地面公交“一卡通”“一码通”；川渝
两地300余个汽车客运站、376条线路实现联
网互售。

做强“双核”，川渝两地乘坐动车出行也越
来越便捷，通勤同城化水平持续提升。

2020年12月24日，成渝高铁完成提质改
造，双核之间“1小时通达”。

2022年6月20日，郑渝高铁全线贯通运
营，让中原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联系
更加紧密。

2022年12月27日，重庆北至攀枝花南首
开“复兴号”动车组，重庆至西昌和攀枝花两地
旅行时间缩短至6小时3分和7小时36分。

随着同城化出行服务品质提升，两地居民
办事更快捷。

两地实现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从
业资格证换证等19个“川渝通办”，即线上“一
地认证、全网通办”，线下“一地受理、异地可
办”。

双城经济圈建设3周年
交通一体化建设成效

3年间，川渝间新增高速公路省际
通道8个，目前在建和通车的高速公路
通道达到20个。成渝、渝遂、渝蓉、合
川至潼南至安岳4个双核直连高速公
路通道全部建成。

2020 年底，成渝高铁完成提质改
造，成为西南地区首条运营时速350公
里的高铁，双核之间实现“1 小时通
达”，日开行车次最高达73对，日客流
量达6万多人次。

2020 年以来，两省市毗邻区县跨
省城际公交已累计开行20条线路，投
入运力70辆；川渝两地300余个汽车客
运站、376条线路实现联网互售。

2020 年 12 月底，川渝开启国内首
次“铁江联运一单制”试点。

2021 年 10 月，嘉陵江建立全国首
个跨省船闸联合调度机制，沿线16座
船闸实现“一次报闸、全线通过”，船舶
过闸时间减少1/3。

2021 年 11 月，重庆牵头建立的渝
川黔滇陕五省市航运高质量发展常态
化合作机制，推动33家航运企业、达成
19项省际合作项目。

2021 年底，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
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换证等19个“川渝
通办”交通运输事项实现线上“一地认
证、全网通办”，线下“一地受理、异地
可办”。

2022 年 4 月，两省市共同出台《川
渝地区统一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第一批）》，统一了30项交通运输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

2022 年 10 月，重庆第一条双向八
车道高速公路——成渝高速公路原路
加宽完成招标，正加快推进开工准备
工作。

出行更便捷 20条跨省公交刷新时空距离

车畅其道，货畅其流。
2022年5月19日，首列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货运班列（重庆江津—成都青白江货运专

线）从江津珞璜小南垭铁路物流中心驶出，通
过铁路直达成都城厢站。班列的开通，填补了
成渝两地直达货运班列的空白。

为进一步优化川渝两地资源配置、助力经
贸互通，在两省市交通运输服务一体化的机制
下，川渝两地物流等要素加快流动，实现服务
提质、运输增效。

两省市以长江黄金水道及沿江铁路干线
为依托，全力打造“水上高速公路”，让长江黄
金水道正释放出更大“黄金效应”。

2020年，川渝开启国内首次“铁江联运一
单制”试点。

2021年9月，嘉陵江建立全国首个跨省
船闸联合调度机制，沿线16座船闸实现“一次
报闸、全线通过”，过闸时间减少1/3。

3年来，两地相继开通了重庆港—广元
港、重庆港—广安港、重庆港—南充港等货运

集装箱班轮航线，常态开行了嘉陵江川渝干
支直达集装箱班轮，开通了成渝长江“水上穿
梭巴士”。

内畅外联，通江达海。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加速推进，将深居内陆腹地的成渝地区与全国
乃至世界高效联通。如今在成渝地区，内陆开
放新高地正在崛起——可沿长江黄金水道出
海；西部陆海新通道可通达东南亚等区域；中
欧班列可直达德国、莫斯科……

2022年6月30日，成渝地区中欧班列累
计开行量突破20000列大关，中欧班列（成
渝）开行数位居全国中欧班列第一。

2022年12月7日和8日，两趟中老铁路
水果冷链专列搭载着泰国、老挝等国的榴莲、
龙眼等，先后抵达成都和重庆。这是川渝两地
首次通过中老铁路从东南亚进口水果，标志着
两地对RCEP国家水果进口铁路直达跨境通

道顺利打通。
高速公路运输质量和效率也全力提升。
打造山区智慧高速新标杆。2021年两省

市联合发布全国首个智慧高速公路地方标准
暨川渝首个区域地方标准。

实施绿色出行“续航工程”。重庆率先建
成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覆盖最广、密度最大的新
能源汽车充电服务网络。

两地建立起交通运输执法协作长效机
制。3年来，两地联合印发实施《交通运输领
域推行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制》《川渝地区
统一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一批）》等
文件，统一了30项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市交通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按照“统一谋划、一体衔接、
互联互通、协同管理、共治共享”思路，以提升
内联外通水平为导向，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当好开路先锋，做好
先行示范，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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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渐行渐近

2022 年 5 月 19 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货运班列（重庆江津—成都青白
江）发车 摄/谭瑶双江航电枢纽工程建设现场 摄/赵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