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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骏 唐琴

这几天，一直关注着习近平总书记在重
庆视察的报道，郑骁感到兴奋又激动。

作为果园港港埠公司设备部副经理，郑
骁仍清晰记得2016年首个工作日，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重庆时来到果园港，看到港区已初
具规模，称“这里大有希望”，寄语果园港区的
建设者、管理者要把港口建设好、管理好、运
营好，以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
理、一流的服务，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服务好，
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好，为深入推进西部
大开发服务好。

“记得当时总书记走过来，不仅亲切地跟
码头工人们握手，还祝福大家新年好。那时，
我还是一名码头指挥员。”郑骁深情回忆说。

时光荏苒，8年过去，如今的果园港，车来
船往，一派繁忙。

这个昔日的散杂货小码头，已成为我国
内河最大的多式联运枢纽港，为重庆在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
道联动发展中发挥出更大作用。

发展“铁公水”多式联运
促成“东南西北”四向通道在

重庆交会

2月10日凌晨，龙年首日，一趟西部陆海
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从鱼嘴货运站南站场
（下称南站场）出发，将一批汽摩配件、化工品
经广西钦州销往全球。

南站场，是2023年下半年投用的新站
场，主要为果园港服务。南站场的投用，缓解
了鱼嘴站的货运压力，让果园港开展多式联
运更为通畅。

“鱼嘴站是渝怀铁路上的一个二等站，其
运载能力对以前的果园港而言，绰绰有余。”
果园港港埠公司副总经理刘炼说，2016年
时，果园港通过鱼嘴站运输的货物量非常少。

然而，两条国际物流大通道的接入，让果
园港变得不一样了——

2017年12月，中欧班列（渝新欧）首次从
果园港发出班列，标志着鱼嘴站成为该班列
的始发站点之一。此举，打通了重庆铁水联
运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中欧国际铁路和
长江黄金水道的优势资源相互融合，也让果
园港的铁路运输货物逐渐多了起来。

2019年3月，陆海新通道（果园港）班列
首发，一批重庆本地制造的汽配、装备机械类
产品从鱼嘴站出发，通过广西钦州港转海运，
运往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地。

至此，长江黄金水道、中欧班列、西部陆
海新通道在果园港实现了无缝衔接，随着这
些开放大通道不断成熟，果园港的铁路货源
也不断增多，鱼嘴站负荷吃紧，南站场便应运
而生。

如今，汇聚了“铁公水”多式联运的果园
港，逐渐成为“世界中转站”——

从长江逆流而上的玻璃基板，在果园港
分运到西部多个省份，制成液晶屏幕用于各

类电子产品后，又通过中欧班列、西部陆海
新通道运往欧洲和东南亚地区；中欧班列运
回的原木和打印机等，顺着长江运往东部地
区……

果园港的蝶变，映射出重庆开放格局之
变。

“近年来，重庆构建了‘东南西北’四向通
道的开放格局。”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副主任李
颜介绍，重庆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
的联结点上，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长
江黄金水道、渝满俄国际铁路班列在这里交
会，依托果园港、团结村中心站、江北国际机
场等枢纽节点，重庆统筹“铁公水空”四式联
运，着力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在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

向东，长江黄金水道不断释放效能，2023
年，重庆港完成货物吞吐量6131.3万吨。渝
甬班列保持稳定开行，2023年开行超过350
班；

向西，中欧班列（渝新欧）历年累计开行
折算列超过1.5万班，川渝共同运营的中欧班
列（成渝）路线已超50条，辐射亚欧113个国
家，2023年开行超过5300班；

向南，重庆持续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物
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作用，在通道上形成了铁
海联运、国际铁路、跨境公路班车三种物流形
式，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覆盖全球121个国
家和地区的503个港口；

向北，常态化开行“渝满俄”班列，贸易市
场进一步拓展，已累计开行超过8200班。

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
开放大通道的拓展，助推重庆开放型经济的
蓬勃发展。

截至2023年，累计有319家世界500强
企业在渝投资，比2019年增加32家；重庆与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达到
3115.3亿元，5年年均增长7.4%。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加速释放中新（重
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平台效应，
2019年至今，渝新双方签约政府和商业合作
项目新增232个、总金额新增99.4亿美元，该
项目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金
名片”。

立足重庆辐射周边
为“双圈”乃至西部地区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

开放程度，决定发展速度。
以前是内贸码头时，果园港仅为本地服

务；当成为“世界中转站”后，果园港便立足重
庆，服务西部地区。

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过程
中，果园港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即将发往四川宜宾的锂矿石，预计
今年运量将达到100万吨。”在果园港散货堆
场上，郑骁指着一批如小山般高的货物说，如
今宜宾有大量货物都是通过果园港进行中转
的。

不止是宜宾，果园港相继开行了到四川

成都、绵阳、乐山、攀枝花、资中、自贡等16个
地方的粮食“铁水联运”班列，还实现与宜宾、
泸州、广元、广安等港口“水水”中转无缝衔
接。

不止是四川，果园港的辐射范围，还扩大
到更广阔的西部地区。

比如2021年10月，果园港首创公铁水
联运模式，让新疆煤炭顺利抵达重庆，目前每
月运输量达到500万吨。不仅支撑川渝保
供，还运往武汉、上海等东部地区，为疆煤东
运开辟出一条新路线。

现在从果园港出发，可以连接云南、贵
州、四川、陕西、青海、新疆等地班列，形成了
辐射西南、西北地区的铁水联运网络。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果园
港服务西部，为重庆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中发挥支撑作用提供有力支撑。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
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占西部的比重达到
11.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西部第二位，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居西部第一，贸易进出口
额占西部的近20%。重庆依托自身优势，从
多个领域不断发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开放协同上，重庆统筹西部省区市和
海南、广东湛江、湖南怀化等“13+2”省区市，
形成了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建机制，助推长江
黄金水道过闸货运量净增1300万吨，打造
西部最多的正式开放口岸和10类特殊商品
口岸功能，携手西部省区市跑出“开放加速
度”；

在产业助力上，重庆引领西部现代产业
成型起势，建成全球最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和国内最大汽车产业集群，成为中西部最大
的功率半导体制造基地；建设西部金融中心，
法人保险、外资银行和“A+H”股上市银行数
量西部第一；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
节点（重庆）累计注册量超过287亿，为西部
产业发展装上新的增长引擎；

在人才创新上，重庆加速打造西部人才
中心、创新高地，深入实施全球顶尖人才引进

“渝跃行动”和新重庆引才计划，全市研发人
员总量突破 24 万人，人才资源总量达到
634.7万人，人才密度居西部第一，成为西部
地区人才供给和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在基础设施上，重庆不断带动西部地区
织密建强网络，全市高铁营业里程突破
1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4000公
里，密度位居西部第一；川渝千亿方天然气
基地和中国“气大庆”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川
渝、渝鄂电网输电通道综合输送能力达750
万千瓦；每万人拥有5G基站超26个、居西
部第一……

建智慧港口、绿色码头
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作出示范

晴天是沙漠，雨天是黄河。以前，果园港
工作人员常这样调侃港口环境。

“这话虽说有些夸张，但当时港口的粉
尘、黄土确实不少。”郑骁说，自己以前担任码
头指挥员时，没少被货车行驶、集装箱堆放时
掀起的扬尘折磨。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是我国修
复长江生态环境的共识，果园港作为上游港
口，改变港口环境势在必行。

怎么做？果园港的选择是，向智能化、数
字化要“智慧”，向新设备、新技术要“方法”。

铁、煤、石油焦等大宗散货是果园港的重
要货物，运输过程中容易产生污染。为了解
决这一难题，果园港投用了一条长达13公里
的散货运输封闭式皮带机廊道——

矿石、煤炭通过斗轮式堆取料机，自动
“卷”到封闭式皮带机廊道上，在一路封闭的
状态下就能完成装车。廊道中还配备干、湿
式除尘设施，既增加物料含水率，又抑制粉尘
飞扬，全程实现控制远程化、运输自动化。

这只是果园港打造智慧港口、绿色码头
的“冰山一角”。

在果园港，船舶停靠后可使用岸电，减少
因发电产生的噪声和废气；港口负责接收处
理船上污染物，让生活污水零排放、生产废水
达标排放；推动设备数字化，人不出房，就能
远程操控岸桥……

2022年，果园港被中国港口协会授予
“四星级绿色港口”，成为长江上游首个获此
殊荣的港口。

“现在，果园港的环境变化太大了。”郑骁
说，站在远处眺望果园港，一江碧水东流，车
辆往返穿梭、集装箱密集堆放，无论港口多么
繁忙，都几乎看不到扬尘，黄土更是消失得无
影无踪。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果园港的上
游担当，更是重庆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中发挥示范作用一直践行的理念。

近年来，重庆各地将绿色转型融入发展
的基因，涌现出一个个生动的案例。

忠县打出做靓生态产品的口号，建设三
峡橘乡田园综合体，实现了“一粒种子到一杯
橙汁，再到一座橘城”的嬗变，走出了产业发
展与绿水青山相结合的生态富民新路。

大渡口将科技创新作为突破口，以“单位
产值论英雄”，重点培育附加值高、产业链长、
环境友好的产业集群。

渝北在修复矿山生态的基础上，对矿区
田、水、路、林、村进行改造升级，让原本废弃
的矿区，变成了游客青睐的“打卡地”。

……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截至2023年底，

重庆林地面积7035万亩，森林面积6804万
亩，森林覆盖率55.06%；长江干流重庆段水
质连续7年保持Ⅱ类，74个国控断面水质优
良比例达100%；在全国率先建立危险废物跨
省市转移“白名单”机制，已扩大至滇黔川渝
湘豫六省市；率先推动气候投融资试点，组建
西部气候投融资产业促进中心，为西部地区
绿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新征程上，重庆将唯实争先、拼搏奋进，
在发挥“三个作用”上展现更大作为，为中国
式现代化谱写更加壮美的重庆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调研时强调，重庆要对标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和党中央赋予的使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后发优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
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在发挥“三个作用”上展现更大作为，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

从果园港崛起看重庆发挥“三个作用”

果园港助力新疆煤炭顺利抵达重
庆，目前每月运输量达到500万吨

果园港相继开行到成都、绵阳、
乐山、攀枝花、资中、自贡等 16个地
方的粮食“铁水联运”班列

2023 年重庆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6131.3万吨

中欧班列（渝新欧）累计开行折
算列已超过 1.5万班

“渝满俄”班列累计开行超过
8200班

西部陆海新通道覆盖全球 121个
国家和地区的503个港口

2023年，重庆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进出口贸易额达到3115.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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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

果园港码头，工作人员在远程控
制室内操控岸桥运作。（摄于2023年8
月21日）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重庆果园港，集装
箱码头一派繁忙。近
年来，果园港运用大数
据智能化手段，对港区
进行智能化改造，大力
建设智慧港口、绿色码
头。（本报资料图片）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