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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地合作结出硕果 国企改革打造样板

中交长江建设在渝揭牌背后有深意
核心提示

1 月 3 日，中交集团水利水电全国总
部——中交长江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交长江建设）在渝揭牌。

它是重庆与央企推进股权合作的重要探
索，是重庆央地合作落地的标志性成就、水利
央地合作结出的硕果，同时也是重庆推进国企
战略性重组专业化整合、深入参与推动“三攻
坚一盘活”改革突破的重要举措，在国有资产
盘活等方面具有样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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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
志荣，是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南江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职工、南江地质队武
隆地灾驻守负责人。他于2011年从重庆
交通大学地质工程专业毕业后，入职南江
地质队，常年扎根在武隆一线从事地质灾
害驻守工作，多年来应急处置地质灾害险
情180余起，成功预警预报17起，避免群
众生命伤亡750余人。其中，2022年武
隆区“5∙28”陡磊子滑坡被成功预警处置，
避免了350多人伤亡，被自然资源部地质
灾害技术指导中心作为地质灾害预警避
险典型案例向全国推广，有关事迹先后被
多家媒体公开报道。

敬业实干 遇到灾害险情冲锋在前

多年来，陈志荣始终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认真履行地质灾
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宣传培训等“四
重”网格工作职责，为维护好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贡献。

2022年5月28日，陈志荣连同驻
守地质队员陈旭、王森成功预警了滑塌
方量达50万立方米的中型滑坡——武

隆区江口镇陡磊子滑坡，提前撤离350
余名群众，无一人员伤亡。5月19日，
接到群众和江口镇政府报告后，陈志荣
作为南江地质队武隆地灾驻守负责人
第一时间与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系
沟通，立即带领驻守地质队员陈旭、王
森会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口镇政
府相关人员赶赴现场。经踏勘，初步判
定该处为一顺层岩质滑坡，建议江口镇
政府对滑坡体上3户6人撤离避让，并
编制值班信息报送区政府。

5月20日，陈志荣建议再次对滑坡
进行详细调查，武隆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采纳其建议，经调查后形成的专家意
见报送至镇政府。当地政府立即采纳
了南江地质队提出的应急处置建议：滑
坡前缘在建工程立即停工，封闭施工区
域；封闭滑坡区域，禁止人员进入险区；
落实4名监测人员，并指导建立简易监
测点9处，每隔1—2小时，对滑坡进行
巡查监测，并反馈监测数据。

恪尽职守 滑坡监测护佑居民安全

2022年 5月20日至5月28日期

间，陈志荣牵头成立陡磊子滑坡应急处
置小组，担任组长，并建立以武隆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地环站、江口镇、中铁
七局相关工作人员，4名群测群防员为
成员的陡磊子滑坡监测微信群，每天及

时将滑坡监测情况反馈至微信群，以供
研判。同时，陈志荣驻扎现场，带领其
他两名驻守地质队员轮流对滑坡进行
24小时巡查监测。

5月28日早上8时，滑坡监测数据

变化率由每日0.5—1厘米突增至5—6
厘米，陈志荣立即组织应急处置小组对
滑坡进行巡查监测，发现滑坡出现大面
积变形加剧现象，初步判定滑坡已启
动，他立即上报武隆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江口镇政府。

当日10时，武隆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组织陈志荣以及江口镇政府工作
人员，再次对滑坡进行详细踏勘，认定
为100万立方米的大型顺层岩质滑坡，
且滑坡已启动。陈志荣同应急处置小
组组员进行会商，现场立即提出应急处
置措施并被江口镇政府采纳：立即对滑
坡下方肖家湾隧道和白家山隧道施工
区内的241名工作人员进行撤离避让；
对前缘2条村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禁止
人员及撤离进入险区；对滑坡周边建立
6处管制卡点，禁止一切人员进入险
区。随后，陈志荣带领应急小组积极协
助江口镇政府对危险区人员进行撤离。

当日19时，滑坡东侧部分发生滑
塌破坏，造成前缘肖家湾隧道施工区及
隧道被掩埋，未造成人员伤亡。滑坡发
生后，陈志荣立即加入现场抢险救援分

队，并担任地质专家组长，划定危险区
域、扩大安全影响范围，协助人员撤离。

刻苦钻研 持续提升履职尽责能力

面对崇山峻岭、严寒酷暑以及复杂
地质问题的重重考验，陈志荣从不退
缩，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拼搏进取的
心态，踏实勤勉，刻苦钻研，不断提高自
身专业技术水平，用汗水换来了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的累累硕果。

多年来，陈志荣主持、承担和参与
地灾勘查、水工环类勘察设计项目50
余个，主要有《重庆市武隆县长坝镇集
镇环境地质勘（调）查》、国家级重点项
目《重庆市武隆县江口镇集镇地质灾
害综合治理工程勘查》、国家级灾后重
建项目《重庆市武隆区土地乡中堡滑
坡应急调勘查》、国家级重点项目《重
庆市武隆区长坝镇广坪滑坡群勘查》
等，其中《重庆市武隆县长坝镇集镇环
境地质勘（调）查》获评优秀成果。

潘锋
图片由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南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提供

驻守地质工程师陈志荣驻守地质工程师陈志荣（（左左））在监测陡磊子滑坡裂缝变形情况在监测陡磊子滑坡裂缝变形情况

▼2023年11月30日，随着
中跨合龙段施工完成，由中交
一公局集团承建的渝武高速公
路复线草街嘉陵江特大桥实现
合龙。（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2023央地合作“成绩单”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

央地水利合作结硕果

当日揭牌的中交长江建设，并不是一
家新成立的公司，其前身是中交重庆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重投）。

中交重投在业界可谓“大名鼎鼎”。
其成立于2020年5月8日，注册资本金高
达20亿元，是一家区域性投资、建设、运营
一体化平台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城市综合
开发、城市更新、新基建、特色地产、传统
基础设施、文旅康养和资产运营。中交重
投成立不到4年时间，在重庆投资就已超
过240亿元。

中交重投的控股方——中交集团，更
是业界翘楚。其打造了建筑央企独有的

“全水领域”航电一体化格局，构筑起江
河湖海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是唯一具有全
水域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服务能力的
央企。

从中交重投到中交长江建设，不是简
单换了一个名。

此次，中交重投的参股方——重庆水
投集团，以旗下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
设计研究院及重庆市弘禹水利咨询有限公
司100%股权作为合作载体。由此，中交重
投注册资本增加到26.67亿元，重庆水投集
团拥有了中交重投25.02%的股权。

重庆水投集团旗下的上述两家公司，
拥有水利行业甲级资质，以及水利监理、招
标代理等9类28项专业资质。

通过股权合作，中交长江建设具有
水利行业设计甲级资质、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资质，成为中交集团直属的水利水电和城
市基建领域“投建运一体化”二级骨干产
业集团。

显然，重庆水投集团拿出优质资产，与
央企开展股权合作而成立中交长江建设，
既区别于传统意义上央企直接在地方投资
的模式，也不是简单的并购模式，而是开启
了一种央地股权合作的重要探索。

激活重庆水利市场

地方国企增资、采用全新模式与中交
集团成立中交长江建设，双方意欲如何？

首先看中的是重庆庞大的水利水电建
设市场。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长江、嘉陵江、乌
江三江在此交汇，拥有流域面积50平方公
里以上河流500多条，水利水电领域禀赋
突出，市场需求旺盛、发展潜力巨大。目
前，重庆正以构建现代化水网为牵引，推动
建立可持续的现代水利工程体系。

业内人士认为，通过整合中国交建独有
的江河湖海、航电一体化产业优势和重庆水
投集团水资源规划、投资、设计、勘测等专业
能力，实现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属企业在投融
资、市场经营、设计建造、人才培养等方面的
强强联合。这对进一步扩充重庆水利水电
业务市场，高质量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发展、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战略以及“两江
四岸”治理提升，助力重庆全面建设现代化
水网、提升防洪能力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
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通过中交长江建设这样一个载
体，可以做大做强重庆水利产业。中交集
团可以充分发挥全球化、国际化优势，通过
国内外经营平台赋能，助力重庆水利水电
产业“走出去”，深度融入国家水网建设、防
洪体系建设、农村供水工程、灌区新建改
造、河湖生态治理等水利重点领域，成为国
家水网建设的重要载体；助力重庆水利水
电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提升重庆水利水电全产业链能力。
同时，对中交集团来说，则意味着全

面进军水利水电市场，补强了中交集团在
专业细分领域的产业链条，并在各项国家
重大战略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勇担国
资央企重任。

到2025年投资规模将达千亿元

中交长江建设的挂牌成立，是央企看
好重庆、加注重庆的最新案例。

以中交集团为例。数据显示，“十三
五”以来，这家央企在渝累计新签合同总额
超过3000亿元。其中，投资合同额1200
亿元。特别是在2023年度，中交集团在渝
新签合同超过900亿元，近三年在渝纳税
额超过30亿元，其业务涵盖高速公路、轨
道交通、城市更新、城市综合开发等多个领
域。

记者注意到，中交集团承建了朝天门
长江大桥、白居寺长江大桥、千厮门嘉陵江
大桥等30余座重要桥梁工程，助推重庆建
成“世界桥都”；参与修建渝湘复线、武隆至
道真高速等60余项公路工程，修建高速公
路总里程近1100公里，织密重庆交通网；
参与果园港、涪陵龙头港等70多项水利工
程、近100项市政工程以及多个房地产项
目开发。

值得一提的是，中交集团在渝打造了
多个“第一”：朝天门长江大桥以552米跨
径创下“世界第一拱”的纪录；白居寺长江
大桥全长1384米、主跨660米，是世界最
大跨径公轨两用钢桁梁斜拉桥；重庆礼嘉、
汽博智慧停车综合体将于近期运营，这将
是重庆首批智慧综合体停车场。

根据规划，到2025年，中交长江建设
将力争投资规模累计达到1000亿元，2030
年累计达到2500亿元，2035年累计达到
4000亿元。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臧博

1 月 3 日，一条重磅消息振奋人心：
2023年，重庆与35家央企签署了战略合作
协议，形成254个在谈项目、120个储备合
作项目。同日，中交集团水利水电全国总
部——中交长江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也正式落地重庆。

一组亮眼数据公布，一个全国总部
落地，反映的是重庆与央企的双向奔
赴。过去一年，重庆逐步建立完善了中
央企业对接服务工作机制，与央企联系
更加紧密、互动更加频繁。一系列行动
和举措，让重庆与央企的合作范围更广、
合作程度更深，央地高质量合作结出了
累累硕果。

建设新重庆，央地合作前景广阔、
大有可为。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发
展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央企的身影从未
缺席；在培育高能级“33618”现代制造业
集群体系，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
材料、空天信息等特色产业中，央企的支
持无处不在；在培育现代服务业、推动西
部金融中心建设等规划中，央企的意见
建议客观中肯、切中要害。可以说，新
重庆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央企的赋能
助力。

央地合作成果一个个落地在基础
设施建设、城市更新规划、生态环境治
理、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推动重庆产业
转型、经济提振，最终惠及千千万万市
民。而重庆要做的，就是拿出务实的态
度、精准的举措，打造优质的营商环境，
提供充足的要素保障，既有呼必应，又无
事不扰，助力央企在重庆开枝散叶、发展
壮大。

央企是重庆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
军”、产业培育的“顶梁柱”、出谋划策的

“顾问团”。重庆与央企的合作，空间广
阔、充满机遇。新时代新征程，期待央企
与重庆继续携手共进、优势互补、互惠互
利，让巴渝大地成为央地合作的热土，以
高质量的合作实现共赢。

以高质量合作
实现央地共赢

短 评

1月3日，来自市国资委消息称，经
初步统计，去年重庆与央企合作取得了
喜人的成绩——

项目多

重庆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中国五矿集
团、中国中车集团等35家央企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加快了重点央地合作项目的谋划推进，
形成254个在谈项目、120个储备合作项目。

对话多

重庆与国务院国资委共同举办了央地合
作座谈会，组织了金融系统座谈会。与此同
时，重庆建立了中央企业对接服务工作机制。

领域多

央企扛起“国家队”责任担当，围绕多个
方面，开展与重庆的合作——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方面：
中国铁建参建的大足至内江高速公路全线
通车；国铁集团首次开行江北机场到双流机
场往返高铁；中电科汽车芯片技术发展研究
中心联手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开展车用
芯片核心技术研发；交银国际信托参股的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基金相关子基金完
成交割等。

■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效能方面：中远
海运开通“金边—重庆”海铁联运项目；中国
物流集团在渝建设物流基地7处、设有西南
地区唯一铝期货交割库；建设银行重庆市分
行推出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快贷—运费
贷”产品等。

■助力重庆新型工业化建设方面：中铝
特材为重庆轨道交通5号线、10号线车厢提
供铝合金材料占比达95%以上；中煤科工重
庆研究院投资新建的国内首条连续流钻具
自动化生产线建成投产；中国三峡集团动态
总投资约 84 亿元装机规模 120 万千瓦奉节
菜籽坝抽蓄项目开工建设；航天天目（重庆）
卫星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天目一号气象探
测星座07-10星成功发射升空等。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杨永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