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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3月21日，记者从重庆公路水运
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建设推进会上获悉，
今年重庆高速公路计划新建成360多公
里，到年底全市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将
超过4500公里。

草街嘉陵江特大桥已合龙

当天，温煦的阳光洒在正在建设的
草街嘉陵江特大桥上。

作为渝武高速公路复线重点控制性
工程，目前该大桥已经合龙，正在进行桥
梁附属工程以及绿化施工。

“这是西南地区在建跨径最大的中
央双索面预应力混凝土梁斜拉桥。”中交
一公局集团重庆渝武高速公路复线项目
副总经理赵强介绍，草街嘉陵江特大桥
的主桥长649米，主塔高 175米，主跨
345米；大桥施工区域地质复杂，环保要
求高。

项目部通过技术攻关，“量身定制”
专项施工方案，研发出国内先进的复合
式前支点挂篮，采用当时国内最先进的
大型旋挖钻机，确保了施工质量和安全，
施工时间也明显缩短。

渝武高速复线年内建成通车

目前，渝武高速公路复线全线土建
已经完成98%，路面完成67%，附属工程
完成53%，主线已经贯通，将于年内建成
通车。

届时，该高速不仅可有效缓解既有
渝武高速的通行压力，还将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再添省际新通道。

追求高品质的渝武高速公路复线草
街嘉陵江特大桥，只是重庆大力推进公
路水运工程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建设的一

个缩影。
来自市交通运输委的消息称，我市

大力推进公路水运工程平安百年品质工
程建设，公路领域先后取得科技创新成
果600余项，获鲁班奖3项、李春奖7项；
交通部门还牵头编制全国性规范1项，
渝湘复线等3个项目入选全国第一批平
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示范项目。

全市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共18个

目前，全市共有在建高速公路项目
18个、重点水运项目10个。

根据规划，年内我市还将建成通车
梁平至四川开江、渝遂复线（北碚至铜
梁）等高速公路项目，全市高速公路通车

总里程预计将超过4500公里；
普通公路计划实施普通干线公路

改造 200 公里，建设“四好农村路”
3000 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防工程
4000公里；

水运工程计划建成万州新田港二
期、涪江双江航电枢纽船闸等项目，港口
通过能力将达到2.3亿吨。

重庆高速路通车总里程年底将超4500公里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位于长寿区的中国石化重庆川维化工
氢燃料提纯项目，每天可供应高纯氢6400
公斤，满足260辆氢燃料物流重卡车用氢需
求，预计每年可助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2.7万吨。

“氢燃料提纯项目的顺利落地，和我们通
过开展‘三线一单’减污降碳协同管控密不可
分。”长寿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尤明刚介绍。

2020年4月，重庆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
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三线一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将全市国土空间按照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
般管控三大类，划分为785个环境管控单元。

以此为基础，重庆各地在区域资源开发、
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城镇建设、重大项目选
址等方面，都将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作为重要依据，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三线一单”服务项目落地，
减污降碳保护生态环境

3月中旬，距奉节县城一个多小时车程
的菜籽坝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施工人员
正紧张忙碌着。

奉节县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科科长张中
坤介绍，全市785个环境管控单元中479个
为优先保护单元，面积占比37.4%，其中包括
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区域，例如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环境空气一类功能区等；188个重
点管控单元，面积占比18.2%，涉及水、大气、
土壤、自然资源等资源环境要素需要重点管
控的区域。

奉节以此为依据，提前介入，运用“三线
一单”成果为项目准入和选址提供全程指导
服务。

“有个养殖业项目，拟选址金刀峡镇。但
在项目环评报批前，我们发现，这个项目部分
建设区域与生态保护红线重叠，便立即协助
企业优化项目建设方案。”北碚区生态环境局
相关负责人说，金刀峡镇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的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如果项目在此落
地，将与生态保护红线冲突。最后企业更改
项目位置，避开了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长寿区则将全区划分为14个大气环境
控制分区，包括2个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分区、
11个重点环境管控区、1个一般管控区。通过开展“三线一单”减
污降碳协同管控，“十四五”时期，长寿区将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
297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10万吨。

比如八颗工业组团因为离长寿城区较近，通过“三线一单”识
别其为重点环境管控区，该区域明确禁止引入印刷电路板项目，一
类工业用地不得新引入涉及VOCs排放的工业企业。

自2020年“三线一单”发布以来，八颗片区未落地涉及喷漆、
铸造等高VOCs排放项目，20余家相关企业均按要求在长寿经开
区晏家组团、新市组团落地。

在生态红线内做“减法”，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做“加法”

2020年10月，北碚区发布了《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
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的实施意见》，将全区国土空间按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
管控三大类划分为18个环境管控单元，进行分区管控，并将其融
入缙云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

“缙云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在划定前，就生活着大量村民。一段
时间内，不少村民违法搭建房屋用于租售、开办农家乐，不同程度
存在乱搭乱建、蚕食林地现象，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北碚区
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三线一单”划定及落实的过程中，北碚区结合生态保护红
线及一般生态空间的保护要求，以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开展的前期
调研实际情况为基础，以保护生态为目标，将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纳
入生态红线，在生态红线内做“减法”，实行严格保护。

统计数据显示，在缙云山综合整治期间，共拆除建构筑物62
万平方米，保护区内269宗突出环境问题全部清零，核心区、缓冲
区实施生态搬迁203户、520人，实现了对生态空间的“留白”。

“在拆除、搬迁的同时，我们持续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做‘加法’，
全面开展缙云山生态修复，栽种植物77.5万株（棵），覆土复耕复
绿48.15万平方米，打造黛湖、腾龙垭、雨鸣涧等生态修复项目28
个，构筑‘山地溪塘复合生态系统’。”该负责人介绍。

依托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北碚区又在全国率先建设大气污染
源AI智能监控预警识别系统网格化系统，布设监测（控）设施设备
633套，实现环境质量和污染源全覆盖的监测监控体系。

建设项目选址“云”模式助力重庆高质量发展

2020年12月，重庆市“三线一单”智检服务系统正式上线运
行，为建设项目环境管控提供决策支持。

当年5月9日，重庆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核实成渝铁
路重庆站至江津站段改造工程与重庆市“三线一单”符合性。“三线
一单”智检服务系统智能研判分析发现，该改造工程共涉及江津区
生态保护红线等6个优先保护单元。

最终，经过与建设单位沟通协调，对规划的线路进行优化调
整，避让了生态保护红线，对森林公园等优先保护单元进行了无害
化穿越。

上线至今，“三线一单”智检服务系统共计生成了6.6万余份
智能研判报告。

2022年6月，重庆又原创首发“建设项目选线选址环境准入
自助查询系统”App。

该App免费向公众开放，无需注册登记，在商谈阶段就可以
为投资人、招商工作人员提供拟建项目选址参考意见。

2023 年，“建设项目选线选址环境准入自助查询系统”
App2.0版本正式上线，进一步新增功能、完善数据，构建“项目选
址+环评机构信息查询—环评监测数据—环评问题咨询—政策信
息查询”的环评工作全过程服务系统。

截至目前，“建设项目选线选址环境准入自助查询系统”App
用户达6.2万人，访问次数达11万余次。

“重庆将持续推进‘三线一单’成果动态更新，实现‘一张蓝图’
管到底，在项目选址规避风险、落实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管控等方面
持续发力。”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三线一单”如一把绿
色标尺，因地制宜实现对管控单元的精准管控，使得各类生态功能
区功能明确、边界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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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骏）3月21日，《重庆市以卫星互联网
为引领的空天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计划》（下称《规划》）正式发布，明确提出
到2027年，全市要形成核心产值500亿
元规模的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规划》提出，重庆要加快推进卫星
互联网建设应用、北斗规模应用、遥感融
合应用，推动空天信息全产业链发展；
到2027年，在全国率先构建空天地一
体化、通导遥深度融合的空天信息服务
体系，成功创建卫星互联网产业创新中
心，全面建成北斗和卫星互联网综合应
用先行区，引进培育一批科技型龙头企
业，开发一批战略性核心产品，突破一
批关键核心技术，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空天信息产业基础设施主阵地、原始
创新策源地、产业发展集聚地、应用服
务新高地。

为实现上述目标，《规划》明确了主
要任务——构建“4231”总体架构，围绕

卫星互联网产业筑基、北斗规模应用强
基以及构建商业遥感星座、创建卫星互
联网产业创新中心4个方面提升基础能
力，强化空天信息核心制造业强链补链、
空天信息运营服务融合2条产业主线，
着力推动智能网联汽车、社会民生、西部
陆海新通道3个重点领域的空天信息应
用，打造1个空天信息产业园，聚力实施
10项行动。

具体而言，《规划》提出了十大行动，
即卫星互联网产业筑基行动、北斗规模
应用强基行动、商业遥感星座构建行动、

卫星互联网产业创新中心创建行动、空
天信息核心制造业强链补链行动、空天
信息运营服务融合行动、智能网联汽车
空天信息赋能行动、空天信息社会民生
应用示范行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空天信
息互联行动、空天信息产业园培育行动。

十大行动明确了各自的任务方向以
及重点建设任务。比如智能网联汽车空
天信息赋能行动，要推进天基网络与地
面网络系统的融合，形成天地一体的多
样化场景和车载通导应用服务生态，实
现“卫星互联网+北斗”智能车载终端前

装规模化商业应用。
再如，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空天信息

互联行动中，《规划》提出要在西部陆海
新通道中的数智通道建设、物流信息共
享、跨境贸易结算等方面推广天地网络
融合应用，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组织运
营能力。具体包括提高通信全球化保障
能力、提高物流全球化监管水平、提高安
全结算全球化支撑能力等，还包括基于
卫星互联网的数智通道建设项目、基于
卫星互联网的通道运营平台等重点建设
项目。

《重庆市以卫星互联网为引领的空天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发布

到2027年我市要形成核心产值
500亿元规模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见习记者 王光平

3月21日，国产大飞机C919的主制
造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中国商飞”）负责人一行来渝，与
重庆市政府及重庆大学进行对接，围绕
国产大飞机产业培育、材料研究应用、数
智化开发等多方面合作达成一揽子协
议。

为何中国商飞不远千里而来？答案
在于重庆研发机构的能力与制造业的实
力。

其实，从C919正式立项开始，重庆
多家企业便与之合作，提供关键配套，在
助力国产大飞机“起飞”的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C919逾半数铝材配套来自西南铝

西南铝与多所高校和科研
院所共建研发攻关团队，接连
突破诸多技术难关

3月21日，九龙坡区。西南铝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西南铝”）熔铸厂
生产车间，熔铸炉投料口前方，叉车的货
叉逐渐抬升，准确地将铸锭原料推入投料
口。不一会儿，一块大规格铸锭出炉。

“这款产品名叫7050铝合金，是制
造飞机所需铝材的基础材料。在国产大
飞机C919上，有一半多的铝材都是西南
铝提供配套。”西南铝技术中心工程师周
华满脸自豪地介绍。

在国产大飞机C919生产制造中，
7050铝合金的作用举足轻重——飞机

机翼梁、机身框、壁板等多个关键承力部
件的生产，都离不开它。

从国产大飞机C919生产立项开始，
西南铝就承担着板材、锻件、挤压材等13
项关键铝合金材料的研制生产任务。

然而要研发飞机用铝材并非易事，
此前这部分材料全部依赖进口。为打破
技术垄断，近年来西南铝与多所高校和
科研院所共建研发攻关团队，接连突破
大规格铸锭制备、强变形轧制等诸多技
术难关，建起7050合金预拉伸板完整的
工业化制造技术体系。

迄今，西南铝已累计为C919提供各
类高性能铝合金材料1000多件，总重近
600吨。

“对标对表全球先进铝材料企业，我
们以前是‘跟跑’，现在是‘并跑’，未来要
争取做到‘领跑’。”西南铝董事长黎勇表
示，目前西南铝仍在持续加强技术研发，
紧盯航空航天用铝材高强高韧、耐损伤、
抗疲劳等新发展方向，开展新材料、新工
艺应用基础研究，将生产出更多供C919
使用的优质铝合金材料。

C919航空安全带是“重庆制造”

有别于汽车安全带，航空
安全带在阻燃性、抗菌性和承
载力等方面的要求都很高

在渝北区两路工业园区，有一家名
为阿莫森航空安全器材（重庆）有限公司
（下称“重庆阿莫森”）的企业，主要生产
航空救生安全器材、安全带等航空设备，
其产品占目前国内航空安全带市场份额
九成以上。

国产大飞机C919所使用的航空安
全带，正是由这家渝企提供配套。

重庆阿莫森负责人向茜介绍，有别
于汽车安全带，航空安全带对于阻燃性、

抗菌性和承载力的要求很高，“各国航空
系统均制定有航空安全带产品标准，以
最大限度保障机上人员的人身安全，而
要达到这一标准并不容易。”

她介绍，航空安全带由安全释放装
置、织带和座椅连接部位等3个部件组
成。

其中，安全释放装置包括插片及锁
扣，要求插取简便，容易操作；织带不仅
要有足够承载力，还应具备阻燃、无毒等
特性；座椅连接部位则要求足够牢固，能
够充分保障安全带与座椅稳定相连。

所有的航空安全带都必须经过航空
部门严格审查，在验收合格获得适航证
后，才能装上飞机使用。

最终，重庆阿莫森的航空安全带产
品通过了中国商飞多轮验证，成为指定
配套产品。目前重庆阿莫森实行订单化
生产，即按照中国商飞的订单数量，来安
排配套产品的生产计划。

“航空安全带包括乘客用及机组人
员用两个大类，其中乘客用安全带又分
为普通类、气囊类等不同类别。”向茜表
示。

目前，该企业4条涉及缝制、组装等
工艺的智能生产线已经实施技改，准备
到位，随着此次中国商飞与重庆达成一
揽子合作协议，其接下来有望承接中国
商飞大批量订单。

C919“飞机棉”隔音、隔热性能优异

产品研发时间长达数年，
再升科技专门设立了国内首个
由中国商飞认定的航空级声学
实验室

C919完成研制和生产下线，在投入
市场化运营前，还需要穿上“飞机棉”。

“飞机棉”是用于飞机客舱舱体上的一种

玻璃纤维棉毡，具备优异的隔音隔热性
能，能够让舱内保持安静和适宜温度，并
且具有耐腐蚀、重量轻等特点。

此前，全球只有两家外国企业能够
生产这类“飞机棉”。

2016年，位于渝北区的重庆再升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再升科技”）基于
自身技术优势，向中国商飞“毛遂自荐”，
希望为C919生产“飞机棉”。

再升科技副总裁杨金明介绍，“飞机
棉”以石英砂、钠长石、硼砂等为原料，采用
火焰喷吹、负压集棉等工艺生产而成；常规
的玻璃纤维直径在5—10微米，而“飞机
棉”要求超细玻璃纤维平均直径为2微
米，其生产工艺精细化程度可见一斑。

更棘手的是，“飞机棉”的轻量化与
隔音效果，这两项指标本就是一对“矛盾
体”——就像厚重水泥墙的隔音效果无
疑远超一块毛毯，但水泥墙必然不符合
适航需求。

为在二者之间取得最佳平衡点，再升
科技进行了数年科研攻关，包括建立“飞
机棉”单独生产车间、设立国内首个由中
国商飞认定的航空级声学实验室。

再升科技研发人员说，为了一项技
术上的突破，研发团队经常要重复进行
上千次试验。

经过持续数年攻关，再升科技自主
研发的超细、轻质、柔性、隔热、隔音的

“飞机棉”终于走出实验室，开始生产。
2020年，再升科技“飞机棉”产品通

过中国商飞审核，进入供货名单；次年，
第一批“飞机棉”产品交付配套到首架
C919上，随后再升科技与中国商飞签下

“飞机棉”常年配套协议。
如今，再升科技已成为国内唯一、全

球第3家能够批量生产“飞机棉”的企
业，实现了“飞机棉”国产化配套，这种隔
音、隔热性能优异的产品，还可应用到高
铁、船舶等制造领域。

关键铝合金材料、高品质航空安全带、高技术含量的“飞机棉”……

这些“重庆造”助飞国产大飞机C919

3月21日，渝武高速复线草街嘉陵江特大桥主桥基本完工。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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