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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分夺秒、全力冲刺！
2023年，在全市着力推动经济企稳恢复提振的背景

下，重庆轨道集团将全力保障市民出行更加安全、便捷、
准点，推动在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的转型，切实缓解客
流大站高峰时段拥堵问题，全年力争5个项目建成通车，
全面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努力
实现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

“集团将谋深谋实今年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工作，确
保一个个项目干出效果、干出成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峙表示。

2023年，轨道集团将以优化运营线网和提升客流强
度为重点，具体包括建设上突出“又快又好”，运营上突
出极致体验和因地制宜，做好轨道交通线网运营组织，
推动站点提质增效，强化安全运营保障，确保品质服务
在线；因地制宜，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体系，推进TOD
综合开发项目落实落地，实现商业资源集约利用，努力
打造“重庆轨道交通”品牌。

凸现惠民生、暖民心，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轨道集团将加强设施设备可靠性管理，建立车辆、
信号、供电等关键设备智能运维体系，狠抓风险隐患管
理，提升设施设备运行可靠性，保障乘客安全出行。

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方面，轨道集团将积极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关于数字经济发展作出的系统部署，抓好创新
驱动，加快推进智慧服务蝶变升级，以全自动运行、智慧车站
2条重点技术路径，攻关实践智慧赋能节能降碳的关键技术，
推进24号线智慧轨道创新示范项目建设，数据标准体系及
大数据平台建设，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提速打造轨道上的经济圈。轨道交通第五期建设
规划将按照“中部加密提质、两槽加速成网、新区贯通辐
射”的思路，以优化运营线网和提升客流强度为重点，实
现以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局，支持高水平打造长嘉
汇、广阳岛、科学城、枢纽港、国际生物城、智慧园、艺术
湾，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发展。

预计到2030年，重庆运营及在建线路里程将达到
1200公里，“四网融合”的轨道交通体系将基本形成。

新征程已经开启，新蓝图催人奋进。作为引领城市
发展的轨道交通从业者，轨道集团将主动把工作放在中
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场景中去谋划推进，以世界级轨道交
通运营商的视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拥抱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建设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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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轨道交通项目，一头连接着
投资，一头连接着民生。早日通车是
轨道集团一直追求的目标。

去年三、四季度，正是工程建设
冲刺年内目标任务的关键时期，重庆
遭遇形势复杂严峻的新冠疫情和罕
见的持续高温。轨道集团坚持疫情
防控与工程建设两手抓、两不误，最
大程度做到项目不停工、加速冲。

疫情发生后，轨道集团在设置建
设防疫专项组的基础上，第一时间成
立了施工现场疫情防控组、内部职工
疫情防控组、督导监察组3个专项工
作组，2万余名干部职工实施“闭环管
理”。针对项目人员到岗难、物资配
送难的现状，集团领导积极协调，全
面解决。

线上视频会、线下协调会，深入一
线建设工地、运营区域等20多处……
疫情期间，王峙带领班子积极督查指

导疫情防控和生产恢复，协调解决难
题，确保了2022年12月初151个工
点、8000名轨道建设者第一时间复工
复产，营造出了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的
生产氛围，4号线西延伸段、5号线北

延伸段、9号线二期、10号线二期等10
个在建项目也实现“加速跑”。

在运营方面，轨道集团第一时
间进入应急管控模式，先后开启“24
小时驻守”“8天+”大班制和“闭环

管理”工作模式，加大力度对车站消
杀、测温、防护等工作，全面落实疫
情防控要求，确保在疫情防控最艰
巨时期，城市轨道交通的畅通。
2022年12月5日，重庆轨道集团所
辖的轨道交通所有车站均实现了开
门迎客，进一步发挥了城市公共交
通骨干作用。

针对异常的高温天气，轨道集团
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加大安全投入，
实施错峰施工、换班轮休等方式，避
开高温天气时间段。

推进主城都市区城市轨道交通
土地综合开发，一直是重庆轨道人探
索的方向。2022年12月12日，重庆
首个轨道租赁住房投资经营管理平
台——重庆市轨道租赁住房发展有
限公司正式成立，将分批推进大学城
等16宗轨道设施用地综合开发利用，
为城市迭变注入新活力。

轨道集团用心用情惠民生 助力重庆迈入世界级地铁城市行列

“两会”专题·轨道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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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2号线李子坝站

疾驰而来的轨道交通列车横贯
中心城区，搭乘市民去触摸城市的脉
动。重庆轨道交通延长了夜间收班
时间，全天运营时长在全国排名第
二，不仅进一步方便了市民出行，同
时助推了城市夜间经济的繁荣发
展。服务品质的提升，正温暖着每个
人。

“在通勤路上停下匆忙的脚步，
买一束鲜花，一天的工作与生活也会

多几分色彩。”针对轨道交通车站售
卖鲜花，市民作出这样评价。在轨道
交通30多个站，设置鲜花自动售卖机
和口罩售卖机，不仅带给乘客一份浪
漫，也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轨道集
团着力在“便民出行、为民服务、提升
幸福指数”上下足功夫，推出的一件
件可触可感的“我为群众办实事”，托
举起市民“稳稳的幸福”，不断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换乘更快捷。2022 年 9 月 30

日，轨道交通沙坪坝站换乘大厅及换
乘通道正式建成投用，乘客不用出
站，2分钟时间内实现高铁、轨道、公
交、网约车、出租等多种交通方式间
换乘。

乘坐更温情。2022年2号线首
次上线8编组列车，3号线从机场到
鱼洞实现8编组列车；推出99个站点

“纳凉区”，上线“强冷”“弱冷”车厢
等；上线新版9号线、10号线、5号线
列车。

出行更放心。民生发展，安全为
先。2022年上半年，重庆轨道交通已
实现“两单两卡”全覆盖。2022年1
至5月，轨道交通列车延误事件数量
同比去年下降59.68%，运营设施设备
可靠性（5分钟以上延误间隔里程）同
比向好148%。

“抢”而不乱“赶”而有序 在建项目和运营线路不停摆

持续“为民办实事”让轨道交通更有温度

壮大轨道交通数字经济
“四网融合”轨道交通体系将基本形成

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乘客购票

9号线二期花石沟车辆段

近期，我市轨道交通建设捷报频
传：轨道交通9号线二期、10号线二
期已经进入扫尾阶段，有望2023年
春节前开通；5号线北延段也有望一
季度开通。届时，沿线市民出行更加
便捷。

山城重庆，两江怀抱，“四山”纵
贯中心城区南北，打造“安全、准点、
可持续”的轨道交通不仅是重庆城

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
是涉及市民群众日常出行的民生实
事。

如今，随着轨道交通线路的延
伸，今年一季度，重庆轨道交通运营
里程即将跨越500公里。届时，轨道
交通日均客流运力将达600万人次，
轨道交通占公交出行比例将达50%，
轨道线网规模、客运量排名中西部前

列。
运营里程超过500公里意味着

什么？王峙表示，截至2022年12月
31日，在我国，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
过500公里的有北京、上海、广州等6
座城市。突破500公里，意味着重庆
运营里程将在全国轨道交通行业中
名列前茅，重庆轨道交通的运能运力
将大幅提升，每日能够为至少600万

乘客提供便捷、安全的出行服务，占
公共交通出行比例50%。

500公里的轨道交通，不仅覆盖
了重庆中心城区全域，还延伸到部分
主城新区，为促进城乡融合、推进城
乡区域一体化发展、推动城市综合实
力提升打好基础。重庆已迈入世界
级地铁城市行列。

构建“环射+纵横”运输体系 运营里程将超过500公里

轨道交通是城市综合立体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现代化国际水平的重要标志。山城重庆，轨道交通已经成为
一张靓丽名片。

2022年，面对疫情、高温、干旱等超预期因素的多重冲击，重庆交通开投轨道集团（以下简称“轨道集团”）战疫情、战高温、防
风险、保安全，确保了在建线路“不停摆”，运营线路“不断线”；用心用情惠民生，积极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用扎扎实实的成绩
书写最生动、最真实的民生答卷。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是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发展的关键之年。”轨道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峙表
示，今年也是重庆轨道交通“十四五”规划落地实施的承上启下之年，集团计划完成投资110.67亿元，将提速打造轨道上的经济
圈、加快交通强市和国际性综合枢纽城市建设，为拥抱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建设新重庆贡献轨道力量。

目前，重庆已经形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山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网络。由12条运营线路构建而成的“环射+纵横”运输体系
达到478公里，2023年一季度运营里程将达到500公里，这将助力重庆迈入世界级地铁城市行列。

市委六届二次全会提出，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轨道集
团正全力配合、积极助力重庆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展。

“在全市轨道交通建设提速发展的同时，重庆发展
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还促成了一个新的轨道交通设备
制造产业，未来将有力地带动全市装备制造业的提档升
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王峙表示。

来自市经信委的数据显示，重庆已形成以跨座式单
轨技术及装备为核心的产业链，全市跨座式单轨交通系
统装备90%以上实现国产化配套，重庆的轨道交通装备
产业覆盖了产业链上、中、下游，涉及相关企业达40余
家。在标准制定和规划设计领域，拥有单轨设计与系统
设备监理技术的重庆轨道交通设计院和重庆单轨工程
技术中心；在产品制造和专业服务领域，引进了中车长
客等企业，形成了车辆产业集群发展；在工程总包领域，
培养了重庆单轨公司、重庆机电工程公司、重庆建工集
团等拥有总承包业绩的8家大型企业集团；在产业配套
领域，拥有重庆机电集团、西南铝集团等设备材料供应
商10余家。此外，重庆轨道装备产业加快“走出去”步
伐，先后参与印尼、巴西、泰国等国轨道交通建设项目。

建轨道就是建城市。如今，随着轨道交通的延伸，
也推动了沿线产业发展。轨道交通蔡家曹家湾站曾经
是一处荒凉的地铁站，如今周边已是高楼林立、车水马
龙。目前蔡家已经华丽蝶变为现代化的“蔡家智慧新
城”，入驻企业达1000余家，工业产值约280亿元，日益
成为企业家投资、落户、深耕的一方热土。

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借助轨道交通6号线出
行便利，照母山区域已经汇聚了5000余家企业，工业软
件、汽车软件、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在此实
现产业成链成群。

推进“轨道+文旅”融合发展，文创品牌打造开启新
篇章。由轨道集团自主设计的李子坝文创商标顺利注
册，完成列车盲盒、穿越李子坝纪念币等文创产品及中
国航天纪念票卡开发，实现“山城巷”“湖广会馆”、银行
积分商城等多销售渠道开拓。目前，李子坝文创主题馆
已推出文创产品60种，约200款。

轨道装备产业从无到有
产值近千亿元

10号线二期南纪门轨道专用桥 重庆中车长客单轨2号线组装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