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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
乔）3月30日，记者从重庆机场集团获悉，作
为重庆市、民航局“十四五”时期重点建设项
目，重庆机场T3B航站楼及第四跑道工程目
前正加速建设，力争实现T3B航站楼9月30
日完工、年底竣工验收，2025年一季度正式
投用。

记者在现场看到，T3B航站楼主体结构
工程已全面完成，幕墙及金属屋面工程基本
完成，“凤凰展翅”的造型清晰可见。

据了解，T3B航站楼及第四跑道建设项
目的飞行区工程也即将进入助航灯光全面
安装施工阶段，计划6月底前完成施工，8月
份组织第四跑道竣工验收。江北国际机场
旅客捷运系统预计9月也将实现全线轨道
梁贯通。

“今年是T3B航站楼及第四跑道工程的
‘主体竣工年’，本期工程预计2024年底完成
竣工验收，2025年一季度正式投用。”重庆江
北国际机场扩建指挥部航站区项目部副总经
理任毅表示，目前正在推进T3B航站楼室内
装修及机电安装等工作。

定了！T3B航站楼明年一季度正式投用

□新华社记者 刘梓桐 张武岳 周思宇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一条通往山东的“快线”引人注目，
乘客可享受专属值机柜台、优先安检等便捷安排，名为“渝鲁
快线”。

这条空中快线去年底开通，每日最多7个航班，含早中
晚各时段。今年以来，“渝鲁快线”已运行2086班次，运输旅
客28万人。山东航空重庆分公司工作人员徐本辉说：“近年
来，两地交流愈发密切，从航班数可见一斑。”

一个是西南山城，一个是滨海齐鲁。这两个省市缘何
“牵线”？

这背后是渝鲁两地长达数十年的对口帮扶情谊，更反映
出中国庞大的市场空间、巨大的回旋余地和独特的市场优势。

1994年，山东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忠县，拉开渝鲁正式交
往序幕；2010年以后，山东累计拨付财政援助资金超50亿
元，实施各类帮扶项目2729个，对口协作重庆14个区县，助
力完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经济，支持重庆脱贫攻坚事业。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渝鲁合作仍在深入，“渝鲁快
线”即是见证。

家在淄博的徐渝栋是渝鲁航线常客。两年前，他被单位
派驻到重庆石柱，瞄准当地特色农产品“天麻”，先后争取山
东两笔协作资金共450万元，支持当地天麻生产企业现代化
提升改造。

“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徐渝栋说，要把发展产业
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关键，培育当地优势产业。

（下转2版）

空中快线连系渝鲁“山海情”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
记者 陈维灯

3月27日，位于铜梁
高新区的重庆悍玛机车
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悍玛机车”）的生产车间里，一件件电动摩托车车架正在智能
化生产线上快速组装完成。

春节前，悍玛机车刚刚签约落户铜梁。作为爱玛电动车
的配套企业，悍玛机车在铜梁租下了8000平方米的厂房、投
资1.5亿元，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就实现了投产。

不仅是悍玛机车，自2021年爱玛西南制造基地项目签约
落户铜梁以来，已有近30家爱玛电动车配套企业签约落户铜
梁。

“当时我们主动出击，引进了爱玛西南制造基地项目，没
想到却带来了一个新能源电动车产业园。”铜梁高新区管委会
产业发展科负责人周政介绍。

主动出击
引来爱玛西南制造基地项目

2020年，铜梁招商团队得到一个消息：爱玛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正在重庆多个区县考察选址，计划建设爱玛西南
制造基地项目。

“得知消息的时候，爱玛在重庆的考察选址已接近尾声，
并且有了一些意向性的区域。”但铜梁招商团队还是决定试一
试，周政介绍，“我们想办法联系上了爱玛科技集团董事长张
剑，邀请他到铜梁考察，并连夜准备了招商方案。”

当年下半年，张剑率队第一次来到铜梁。铜梁招商团队
详细介绍了铜梁的地理位置、区位、交通优势、产业基础条件、
生态环境及招商引资相关政策等内容。

虽然是首次到铜梁，但铜梁的山水人文、人民的热情好
客、招商团队的周到细致都给张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区委、区政府领导也是全力对接，经过多轮谈判后，
爱玛西南制造基地项目最终选址铜梁。”周政介绍，爱玛
西南制造基地项目计划总投资20亿元，年生产各类电动
摩托车约300万辆，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00亿元。随后，
爱玛科技集团收购了铜梁高新区一处300亩的闲置厂房，
不到3个月时间就实现了投产。爱玛西南制造基地二期
项目也已于2023年 9月正式开工建设，预计今年12月份
封顶。 （下转2版）

铜梁：

引进一个项目带来一个产业园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
永芹）3月 30日，历经1270天日日夜夜的
连续奋战，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最长隧
道——全长13407米的白马山隧道顺利贯
通，为全线早日建成通车提供了重要保障。

白马山隧道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为Ⅰ级高风险隧道，瓦斯区段总长6288米，占
施工总长度28.7%。隧道设计时速350公里，
为单洞双线。洞内富含岩溶、富水洼地、断层、
软岩、岩爆及煤矿采空区等多种不良地质。

“由于隧道施工复杂、风险大，如果按照
常规在进出口设置两个作业面施工，工期将
长达6年。”中铁十一局重黔铁路7标项目常
务副经理范进表示，项目部在隧道中间增加
了6个作业面，不仅缩短了施工工期，还大大
提高了施工安全。

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是我国《中长期
铁路网规划》中“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厦
渝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庆“米”字型高
铁网中东南向高铁大通道。项目自重庆站引
出，引入既有黔江站，正线全长约264.7公
里。项目建成后，黔江至中心城区的通行时
间将从现在的4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

白马山隧道贯通
全长 13407 米！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申
晓佳）3月30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发布《重
庆市2024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围绕
深入贯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房地产
领域“三大工程”、市委“三攻坚一盘活”改革
突破等部署要求，2024年全市计划供应国有
建设用地18723公顷，重点保障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民生工程、产业发展用地需求。

其中，全市计划供应工矿仓储用地2640
公顷，紧扣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
系，持续优化产业布局，重点向渝西地区、产
业园区、先进制造业集聚投放。保障芯联晶
圆、西南铝升级扩能，东方希望玻璃纤维、万
凯新材料PET四期扩能等现代产业项目用
地，聚力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全市计划供应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3400公顷，围绕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以
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大科技创
新用地投入。重点保障金凤实验室二期、华
中师范大学重庆学校等重大项目用地需
求。持续完善公共基础设施，重点保障川渝
特高压交流工程、永川区城区第四水厂等项
目建设。

全市计划供应交通水利用地11000公

顷，围绕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互联
互通、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以及构建

“一干多支、一核多点、三塔五引、多源互济”
的水网格局，对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项目
用地“应保尽保”。重点保障渝宜高铁、成渝
高速原路加宽、涪江行道整治、城市轨道交
通、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等项目用地，进一步
筑牢开放基础、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此外，今年全市计划供应住宅用地1058

公顷。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重庆市坚持规划引领，适应房地产供
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主动调整住
宅用地供需结构，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更好满足差异化市场需求，加快构建房地产
发展新模式。同时，在空间布局方面，按照

“区位好、配套好、预期好”的总体原则，强化
规划赋能，优先供应成熟区域优质地块，精准
实施出让调度，提高供地质量。

2024年重庆供地18723公顷
重点保障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民生工程、产业发展用地需求



3月30日，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全线最长隧道——白马山隧道贯通。图为中铁十一局的技术工人正在贯通点进行施工。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呜——”3月30日上午10时，一列满
载着62个集装箱的货运列车从涪陵龙头
港缓缓发出，开往广西钦州港站，然后转海
运出口至秘鲁、印度、越南等国家，这是该
货场开出的首趟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
班列，标志着涪陵龙头港铁路专用线正式
开通运营。

一条进港铁路专线，将为涪陵带来了哪
些变化？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打通铁水联运“最后一公里”
“铁路专用线的投用，打通了龙头港铁水

联运‘最后一公里’，预计今年货运量在1000
万吨左右。”开通仪式现场，重庆龙头港物流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殷德东信心满满。

龙头港地处长江与乌江交汇处，5000吨
级船舶、万吨级船队常年可抵达。“十三五”期
间，龙头港被确定为我市四大枢纽港之一，依
托周边已建成的沿江高速、渝涪高速、南涪高
速和渝怀铁路、渝利铁路、南涪铁路，形成了
一个铁公水多式联运码头。

“此前，港口与铁路间存在‘断点’，货物
抵达涪陵后，要经汽车中转才能进入龙头港，
导致这条线路没有形成完整的通道。”殷德东
说，随着1000吨级船舶畅通乌江，以及江海
联运的逐步推进，乌江年航运量将达到1500

万吨以上，为龙头港中转带来大量物流。
“龙头港铁路专用线投用后，将打通物

流断点，大幅提升港口的综合运转效率。”殷
德东说，专线全长2.8公里，与渝怀铁路并行
接入涪陵西站，这意味着来自重庆及周边贵
州、四川、云南等省市的大宗货物可在龙头
港完成铁水转运，并直接进入长江黄金水
道，打通14公里的物流断点，实现铁水联运
无缝衔接。

据介绍，龙头港铁路专用线设计年货

运量为1025万吨，远期运量设计将达2000
万吨，运输品类包括钢铁、矿建材料、磷矿
石等。

为企业降本增效
当天开行的货运班列，装载着川渝两地

生产的精己二酸、聚酯切片、汽摩配件等工业
产品，将经钦州港出口。

“如今，货物从龙头港出发，一周内就能
抵达钦州港，比过去节省了一半的运输时

间。”涪陵万凯新材负责人臧红辉感慨道。
万凯新材紧邻龙头港，是一家以生产聚

酯材料为主的化工企业，客户群遍布非洲、东
南亚等地。

以前，万凯新材的出海货物，要先通过公
路运输前往重庆果园港，搭乘铁海联运班列，
才能运往东南亚等地。“货物抵达果园港后，
往往还需要等待一两天才能上车，期间的仓
储服务就是笔不小的开支。”臧红辉说。

如今，出海货物在龙头港就能直接搭乘
西部陆海新通道，避免了过去运输过程中倒
装次数多，不同通道、不同运输方式间“邻而
不接，接而不畅”的情况。

数据显示，去年，涪陵区港口吞吐量达
3900万吨，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6000
标箱、增长28%，与东盟国家进出口额增长
1.5倍。

“进港铁路投用后，涪陵本地进入西部陆
海新通道的货物可在龙头港就地实现公转
铁，将为本地出口企业降低20%的运输成
本，持续助力本土企业降本增效。”涪陵区相
关负责人说。

枢纽与产业协同发展
以进港铁路为载体，在优化通道布局的

同时，今年，涪陵区还将推动枢纽与产业协同
发展，力争全区港口吞吐量突破4000万吨。

（下转2版）

涪陵龙头港铁路专用线正式投用

一条进港铁路带来了什么

精彩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冲）3月30日，记
者从农业农村部官网获悉，农业农村部择优确定了45个农民
合作社、41个家庭农场为第五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典型案
例，其中，重庆共有2个案例上榜。

这两个案例为：重庆市南川区康茂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合作经营促发展 精耕细作创品牌》、重庆市永川区廖云
祥茶树种植家庭农场的《提质增效谋发展 助残致富念初
心》。

自2019年起，农业农村部已连续发布了五批农民合作社
和家庭农场典型案例，取得良好示范效果，这些典型案例覆盖
不同领域，涉及多种产业，做法特色鲜明，充分体现了近年来
各地创新体制机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带动小农户
共同发展的明显成效。五年来，重庆共有10家农业经营主体
上榜该典型案例名单。

农业农村部发布推介第五批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典型案例

重庆两个案例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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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3月29日，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自2018年以来，重庆累计新（改）
建农村户厕430万户，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6%，今年重庆
将新（改）建农村户厕5万户以上。

走进长寿区双龙镇龙滩村村民刘文龙的家，厕所面积约
5平方米，亮亮堂堂、干干净净，墙面和地面都贴上了瓷砖，洁
具、热水器一应俱全。“以前是在猪圈上厕所，夏天臭气熏天，
冬天冷风钻，和现在根本没法比。”刘文龙说。

刘文龙能用上干净卫生的水冲式厕所，得益于近年来我
市因地制宜推广的改厕模式。

针对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我市把各区县分成
三个类别，分别提出不同的改厕方案，如在低海拔和水源
丰富地区，推行三格式水冲厕所；在高山地区和水资源紧缺
地区，推广生态旱厕等。同时，采取自下而上方式，先开
展需求摸底，再制订改厕计划，让农民合理选择改厕技术
模式。

“改厕要以农民自愿为前提，让农户由‘要我改’到‘我
要改’。”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按照“愿改则改、能
改则改”思路，我市在改厕模式、建造方式、使用产品种类
等方面，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

“接下来，我市将大力开展农村厕所革命深化提升工程，
力争新改户用厕所基本入院，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厕所入室，新
建农房配套设计建设卫生厕所及粪污处理设施设备等，进一
步提升农民群众幸福感。”上述负责人说。

重庆累计新（改）建
农村户厕430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