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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3月22日，“重庆造”新能源汽车
首次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庆商品出口
故事，其背后，蕴藏着“通道带物流、物
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内陆开放高
地建设逻辑。

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几年来，对
于重庆的产业经济培育，到底发挥了
怎样的促进作用？今天，我们来算一
算这本“产业账”。

产品
发运货物近千种，汽车类

产品是亮点

开行5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发运
的货物已近千种，其中，汽车类产品是
亮点。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陆海新通道
中老铁路班列发运的出口汽车整车数
量已达 200 标箱,货值近 200 万美
元。2022年，铁海联运共运送整车及
零部件近4000标箱。

“整体来看，汽车类产品正成为这
条国际大通道上运输货值最高、数量
最多的产品之一。”西部陆海新通道运
营组织中心主任刘玮表示。

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汽车产业是
重庆支柱产业之一，产能大，且有巨大
的出口需求。而西部陆海新通道改变
了重庆“一路向东”的出海格局，为本
地汽车出口提供了新的物流选择。

赛力斯集团，是最早从西部陆海
新通道尝到甜头的车企之一。集团海
外事业部总经理张兴燕介绍，相比传
统物流方式，西部陆海新通道能够节
约10—20天的运输时间。

早在2018年，赛力斯集团就开始
通过这条通道运输产品。截至2022
年末，该集团已经通过西部陆海新通
道发运整车及零部件超1万箱，货值
约20亿元，覆盖印度尼西亚、秘鲁、厄
瓜多尔等多国市场。

“西部陆海新通道已实现服务汽
车产业常态化运作。”刘玮说，目前，通
道已能为沿线省区市提供定制化、全
链条运输方案，长安、庆铃、赛力斯等

企业都已通过铁海联运班列及中老铁
路，将汽车整车出口至全球。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还通过西部
陆海新通道，在汽车产业上探索了新
的业态。2022年9月，全国首台搭乘
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
车的二手汽车，在老挝顺利完成报税
上牌手续。本月21日，西部陆海新通
道跨境公路班车也实现了二手车业务
出口的突破。

产业
区县借西部陆海新通道

实现产业集聚

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也成
为重庆多个区县招商引资的重要筹
码。

以涪陵区为例。2018年，浙江正
凯集团成立重庆万凯新材料公司，在
涪陵投资了食品级PET高分子新材
料项目，旨在以重庆为核心辐射西南
地区市场。

西部陆海新通道，让正凯集团有
了新想法。2020年时，在涪陵区和陆
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多次推介下，
重庆万凯新材料公司尝试通过西部陆
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运输货物。

“效果很好。”涪陵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趁热打铁，他们持续与正凯集团
以及重庆万凯新材料公司洽谈，希望
企业能常态化地用这条国际通道来运
输产品。

2021年，正凯集团决定在涪陵投
资二期项目，并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

截至目前，重庆万凯经西部陆海
新通道从涪陵到广西钦州港累计发出
872标箱、共19192吨货物，货值超千
万美元。

江津区也不乏这样的案例。去年，
江津白沙工业园区建成投用了百亿级
光伏发电项目。该项目落户江津的重
要原因之一，就是看中了西部陆海新通
道江津班列在物流运输上的便利。

江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西
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共运输26822
标箱，总运量位居全市第二，在全市占
比由5%提升至20%以上，运输货物

包含建材、纸品、化工品、粮食、非金属
矿石，以及汽摩配件、通机、农机、化肥
等12种大类50多个货品。

产业链
西部陆海新通道加速融

入重庆产业链供应链

3月 21日举行的重庆市委常委
会提出，要高效整合各方资源，携手推
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取得更大突
破。

“我们将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与
产业深度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迈
上新台阶。”刘玮介绍，下一步，重庆将
绘制“产业链图谱”，依托西部陆海新
通道，通过清单化、项目化的方式，让
通道加速融入重庆的产业链供应链体
系。

比如，重庆将推动汽车、电子、摩
托车、通机等生产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完善海外分拨和销售网络，针对东盟、
中东等市场开发差异化产品。再如，
促进本地与东盟等地区企业加强资源
开发合作。力争未来三年，重庆在东
盟国家设立的企业累计达到150家，
带动与东盟国家贸易占外贸总额达到
15%以上，实际利用东盟国家外资年
均增长10%。

“我们还会加速通道与平台融合
发展，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
产业集群。”刘玮说，目前，重庆正在起
草相应计划，也初步有了一些方案。

具体而言，重庆将支持两江新区、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打造面向东盟
市场的国际产能合作示范区；重点发
展涪陵化工供应链枢纽经济区和长寿
材料、沙坪坝西永高端制造、合川装备
制造、江津生产制造、綦江—万盛材料
产业、璧山智能制造、万州装备制造等
物流枢纽经济区。

此外，通过产业培育，西部陆海新
通道将积极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赋能。比如，通道将推动渝两地产
业链供应链协同，加快形成面向东盟
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终端、农
机通机、绿色食品等4条标志性合作
产业链，提升重庆国家重要先进制造
业中心的产业集聚辐射带动力。

通道带物流 物流带经贸 经贸带产业

西部陆海新通道
背后的“产业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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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瑜 见习记者 陈久玲

日前，重庆市博赛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下称博赛集团）计划在万州
再投资115亿元，实施氧化铝智能化
升级和产能置换、新建焦电铬一体化
绿色循环产业2个项目。

此前，博赛集团在万州投资实施
的360万吨特铝新材料项目已建成
投产，去年实现产值74.6亿元。

“产销两旺，得益于绿色低碳技
术研发和重庆市5G+创新示范智能
工厂项目建设。”3月22日，博赛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延伸产业链，
博赛集团将在万州打造“焦+电+铬
铁+炼铁+不锈钢”全产业链，实现资
源综合利用最大化和能源消耗节约
最大化。

“能耗和排放最低”的大
型氧化铝生产企业

2020年1月，博赛集团看中万州
长江水运物流优势，与万州区人民政
府签订360万吨特铝新材料项目投
资协议，总投资75亿元，成立重庆市
九龙万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九龙万博）。

“九龙万博是国内同行业中综
合能耗和排放最低、唯一有余电上网
的氧化铝生产企业。”万州经开区经
发局副局长高邦元介绍，九龙万博一
次性建设4条年产90万吨低温溶出
拜耳法生产线、配套5G智能化系统、
余热及副产品综合回收利用系统、环
保设施及消防安全设施等。

他说：“这是近年来万州投资额
最大的重点工业项目，仅环保投入就
达5亿元。”

在现场，记者看到56个生产氧化
铝的分解槽，排列整齐、体形庞大，每
个罐体直径18米，高度介于38～41米
之间，相当于10多层高的楼房，单个重
量达700～800吨不等。据介绍，这是
现今世界最大的氧化铝分解槽。

“节能与环保贯穿全过程各环
节。”九龙万博相关负责人称，氧化铝
生产的节能和环保问题，一直是行业
要解决的重点难点。他说：“在设计

和施工阶段，我们就对节能、环保提
出了更高要求。”

九龙万博采用的是目前氧化铝行
业最先进的拜尔法生产工艺，设备大型
化、集成化，每吨氧化铝的标煤耗只有
290千克，远低于同行业的370千克。

赤泥有望变废为宝，解决
世界性难题

走进九龙万博产品展厅，一块大
铁锭十分醒目。这是由氧化铝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赤泥提炼而成
的。

赤泥成分复杂，处置成本高，如
何减少其环境风险是制铝行业的老
大难问题。

“赤泥里含有大量氧化铁，完全
可以变废为宝。”九龙万博负责人介
绍，该公司和相关科研机构在厂内开
展赤泥炼铁生产试验，每3吨赤泥可
生产1吨铁，且利用后的赤泥可以外
卖给建筑行业、耐火材料行业作为原
料。他透露，“目前技术已比较成熟。”

后期，九龙万博还将加大投入，
向规模化生产迈进，提高赤泥利用
率，有效解决氧化铝行业赤泥综合利
用这一世界性难题。

除本项目外，九龙万博还计划与
其他机构合作，在氧化铝生产系统中
提取金属镓、钒等稀有金属；同时在
生产过程中采用余热利用、压差发电
等措施进一步降低能耗、提高工艺水
平、优化产品质量。

今年1-2月，九龙万博累计生产
72万吨低钠氧化铝，实现营业收入
22亿元，全年有望实现营业收入约
120亿元，税收约5亿元。

九龙万博相关负责人称，将在现
有360万吨氧化铝产能的基础上，进
行智能化升级和产能置换，再新增
200万吨产能，到2023年底氧化铝
产能可达460万吨，2024年底达到
560万吨，新增营收60亿元。

构建“焦+电+铬铁+炼
铁+不锈钢”全产业链

铬铁是生产不锈钢的必备原料，

目前中国铬铁市场约1/3依靠进口，
而且随着国内不锈钢产量的不断增
加，市场需求和行情看好。

前不久，博赛集团决定，继九龙
万博特铝新材料项目后，再投资约
60亿元，在万州新建焦电铬一体化
绿色循环产业项目，年产能为180万
吨焦炭+65万吨铬铁。通过干馏制
焦，制得的焦炭用于生产高碳铬铁，
逐步构建“焦+电+铬铁+炼铁+不锈
钢”全产业链。

“万州长江水运物流便捷。”博赛
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炼焦所需的煤
炭，国内采购部分主要依靠铁路运输
到万州火车站；国外进口煤主要来源
为澳煤、俄罗斯煤等，通过海运+江
运的方式到万州。与此同时，铬铁冶
炼所需铬矿石主要来自南非、土耳其
和伊朗等地，也是通过海运+江运的
方式到万州。该负责人坦言，“项目
落户万州，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此外，该项目主要产品为焦炭和
铬铁，焦炭少部分直接用于铬铁冶炼，
剩余焦炭和铬铁全部销往长江沿线和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钢铁厂和不锈
钢厂，主要为水路运输，物流成本也较
低。

据了解，焦电铬一体化绿色循环产
业项目是全国同类型第一个项目，采用

“炼焦+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铬铁冶炼”
一体化生产，炼焦采用负压热回收炼
焦，是一项焦电联合生产工艺，生产过
程中不产生酚氰污水和危险废弃物以
及危化产品，无有毒有害气体排放。

与生产相同焦炭和电力的其他
工艺相比，负压热回收炼焦工艺还可
以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公认
的环保友好型焦炭生产工艺，在行业
内具有较强竞争优势。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还可利用炼
焦过程所产生的余热、铬矿还原过程
产生并经除尘后的净煤气发电，年发
电量约21亿度，全部用于焦电铬一
体化项目。

万州区相关负责人称，该项目力
争在今年底前开工建设，2024年底
投产运行，全部投产后预计新增年产
值约 120亿元，年入库税收约 5亿
元，可提供就业岗位1000个以上。

一个“最节能”项目
环保投入 5 亿元

博赛集团在万州360万吨特铝项目，今年营收有望达120亿元

綦江：守林防虫植青绿 不负人间三月春
开窗见绿，出门遇景，四季有花，是

人们对美好生态的热烈憧憬。如今，这
份诗意正逐步成为綦江的生动写照。

放眼綦江全域，青山常在、绿水
长流，丰富的森林资源绘就了綦江山
美水美的生态画卷。随着气温的回
暖，树木陆续发芽，展叶生长，越冬虫
卵也开始萌动，綦江境内众多松树正
面临着严重的松材线虫侵害问题。

松材线虫病也被叫做松树萎蔫病，
是具有毁灭性的森林病害。如何夯实
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屏障，守护绿水青
山？

以“防”护绿——
压实责任强部署

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
城。走进綦江林区的主要路口和重
点地段，都会看到一块林长公示牌，
上面清楚地写着区、镇、村三级林长
的名单、职责、监督电话和责任区域。

发生松材线虫病以来，綦江高度重
视松材线虫病的防控工作，赓即建立
区、镇、村三级林长制度，推进网格化的
资源管理，有效避免了交叉重复和相互
推诿情况的发生，确保山有人护、事有
人做、责有人担。同时，将巩固松材线
虫病疫情防控成果工作纳入年度任务
清单，贯彻落实好綦江区松材线虫病疫
情防控三年攻坚工作要求，确保全城区
松材线虫病疫情各项措施落地落实。

内防疫情扩散，外防疫情输入。
在綦江的交通要道，分布着大大小小
的检查站点，来往的车辆一一接受检
查，严防疫木流通，这是第一个关卡。

从地理位置看，綦江与南川、江津、
巴南等松材线虫病疫区接壤，周边区县
皆为松材线虫病重灾区，交界街镇、村
社叉花地多，加上区内交通纵横交错，
疫木封锁难度大，外来输入预防压力
大。

面对严峻的防控形势，綦江各街镇
大力完善检疫检查站（卡）建设，健全查

堵机制，严防疫木违规流入流出。并持
续开展检疫执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
法违规采伐、运输、经营、加工、利用、使
用疫木及其制品行为，严防疫情人为传
播。全面实施检疫封锁、全面开展疫木
排查，从源头上管好疫木的流出和流
入，做到内不扩散、外不输入。

以“治”保绿——
多措并举促整改

3月的綦江，乍暖还寒，莽莽绿野之
中夹杂着零星的鲜亮身影。比天气更
先热起来的，是各级林长和管护员们穿
山入林的劲头。

马明友是綦江森林病虫防治检疫
站站长，从事林业工作已经10年。这
些年，他带领专业除治队伍穿行在綦江
大大小小的森林，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查找和处理感染植株。

谈起松材线虫病防控安全，马明友
介绍到，在除治工作之前，区林业局会

组织各街镇、林场及单位开展清理采
伐、伐桩用药、森林防火等相关安全知
识和除治技术培训，规范除治技术，增
强参与除治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

安全先行，科技护航，提升除治水
平少不了科技力量的投入。近年来，綦
江区积极应用“林草生态网络感知系统
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监管平台”，推进
疫情监测调查精细化可视化管理，并探
索无人机航测技术，对松林病虫害进行
普查监测，将科技赋能在林业工作中。

为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实现疫
木除治清理“两干净”目标，每年10月
至次年3月，綦江都会开展春节前“百日
大会战”、节后“回头看”和“拉网式”清
理等工作。严格落实“六个一”标准：山
上不留一株死松树、林间不留一根松
枝、地上不露一个伐桩、路上不让一节
疫木违规运输、农户不见一段松柴、加
工厂不见一块松木。

“除治期间，区林业局会加强采伐
监督检查力度，严禁借采伐枯死松木之

机采伐健康松树，采伐范围不得超出实
际受灾范围或项目规划范围，切实打好
森林保卫战。”綦江区林业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以“植”复绿——
喜看荒坡换新颜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
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
在树”。保护森林，美好生态才能延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月 9
日上午，綦江区委主要负责人带队
200余人在通惠河国家湿地公园植树
点开展 2023 年春季义务植树活动。
大家手握铁锹来到植树区域，挥锹铲
土、扶苗培土、提桶浇水，分工协作种
下一株株树苗，现场热火朝天，在全社
会营造出植绿护绿的浓厚氛围。

种一片、成一片、绿一片。近年来，
綦江大力实施健康森林保护行动，以长
江重庆段“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工程为

载体，将疫情防控纳入森林抚育、退化
林修复、林带改造等生态工程项目。

在植被恢复方面，因地制宜开展以
择伐为主的人工马尾松纯林改造，对疫
木除治后产生的“天窗”科学补种乡土
阔叶树种，突出目标树经营，培育健康
森林；在大（古）松树资源保护方面，以
保护重点景观林和大（古）松树为重点，
实施打孔注药。研究创新政策性森林
保险机制，助力健康松林保护。

保障生态安全，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截至目前，綦江已拔除疫点街镇 4
个，并连续5年实现疫点、小班、面积、病
死树“四下降”，市级绩效考核从 2019
年的第20名提升至如今的第二名。未
来，綦江将继续以林长制为抓手，精准
落实松材线虫病防控三年攻坚行动，扛
起林草兴则生态兴的政治责任，守护好
绿水青山，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
美丽綦江贡献林业力量。

王琳琳 马建保 赵胤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