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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川渝携手，双城共进。
重大项目是区域经济稳增长的“压舱石”、

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共建重大项目，是推
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的重要
支撑，是加速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重庆辨识
度标志性成果的重要依托。当前，成渝地区正
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经济大盘之“稳”，以项
目建设的“加速度”带动高质量发展的“强突
破”。

在广安，川渝高竹新区南北大道三期正式
通车，往返重庆的货车再也不用走路窄弯急、
山高坡大的盘山公路，2小时路程压缩至30分
钟，人畅其行、货畅其流成为现实。

在梁平，四川开江至重庆梁平高速公路已
全线通车，两地车程时间由之前的2小时缩短
至40分钟，沿途20余个乡镇150万民众直接
受益。

5年来，川渝牵住重大项目“牛鼻子”，撑
起“双圈”建设“硬脊梁”。川渝建立省市领导
联系重大项目机制，首批筛选提出成渝中线高
铁、成达万高铁、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等8个川
渝共同实施、需省市级层面协商推动的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目前已全部启动建设，累计完成
投资2925亿元。

其中，成渝中线高铁从规划设想到可研批
复仅用时1年半，创造了全国高铁项目前期工
作最短用时纪录。成渝中线高铁设计时速达
到350公里，并在部分区段预留了时速400公
里的提速空间，意味着成渝中线高铁或将成为
全球最快的高速铁路，成都、重庆双城直达时
间将进一步缩短至1小时以内。

设计时速同为350公里的成达万高铁正
加速推进，其控制性工程南充嘉陵江特大桥项
目预计2025年10月实现大桥合龙。据悉，成
达万高铁全长477公里，东起万州，向西经开
州、达州、南充、遂宁、资阳，终至成都，是四川
东向出川的重要通道，建成通车后成都到达州
将从3小时缩短至1个多小时。

为了加速打造长江上游航运中心，重庆创
新开行“沪渝直达快线”，重庆至上海水运物流
时间缩短至8天，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前期工
作全面启动，川渝共建万州新田港二期工程加
快建设，长江上游航运枢纽功能不断提升。

5年来，川渝两地按年度滚动实施川渝共
建重大项目，2020至2024年分别实施31个、
67个、160个、248个、300个，项目总投资分别
达5836亿元、1.57万亿元、2.04万亿元、3.25
万亿元、3.6万亿元，项目数量、总投资额呈现
逐年高速增长态势，其中项目数量5年增长近
9倍，投资总额5年增长5倍。

尤其是今年，川渝两省市加速实施现代基
础设施项目101个，加速构建全国综合立体交
通网主骨架。同时，两地将力争完工1000千
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加速建设国家天然气（页
岩气）千亿立方米产能基地，加快打通成渝地
区“能源大动脉”。

此外，川渝还将实施现代产业体系项目
114个，加快实施宜宾锂电、绵阳巨星永磁等
一批有影响力的产业项目，持续完善特色鲜
明、安全可靠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两地还将
加快实施科技创新项目31个，建成投用锦屏
深地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加速建
成国家重要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川渝牵住重大项目“牛鼻子”

撑起“双圈”
建设“硬脊梁”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吴刚

从今年末开始，四川达州钢铁集团
（以下简称达钢）从海外进口的铁矿物
流成本，每吨有望再降1元，一年下来，
将节约300万元。

达钢能省下这笔钱，靠的是一个川
渝合作的基建项目——位于万州的新
田港二期项目。该项目将在今年末建
成投用。

达钢不仅是这一项目的大客户，还
是股东。他们和四川港投川南港务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达州秦巴无水港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等三家川企，在新田港
二 期 项 目 的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高 达
45%。也就是说，达钢除了自己降低物
流成本，还能从项目的运营中再赚一
笔。

唱响“双城记”，共建经济圈，万州
新田港二期项目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一
个川渝合作故事？

承接四川货物进进出出的转运后，万州红溪沟
码头越来越繁忙，既有的负荷能力，很快就捉襟见
肘。

2020年春节，达钢铁矿石库存下降到警戒线，亟
待进口增容。但是，设计年吞吐量仅为600万吨的万
州红溪沟码头，当时实际吞吐量已高达1200万吨。
红溪沟码头吞吐量饱和，没有办法及时转运铁矿石，
万般无奈，达钢只能求助铁路，从广西防城港发铁矿
石专列到达州，达钢为此多支付了200多万元运费。

除了吞吐量较小，万州红溪沟码头的铁水联运
能力，也很有限。除了达钢这样的签约大客户可铁
水无缝衔接，其他不少客户往往不得不采用汽车转
运。

达州均科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叶仕荣介
绍，他们公司每年通过万州红溪沟码头中转50多万
吨硫磺。红溪沟码头距离万州火车站有10多公里。
硫磺先从达州通过铁路运到万州火车站卸货，再装
上货车，运输到红溪沟码头，将硫磺卸在堆场，然后
又通过吊车将硫磺装上船，再经长江水道运往下
游。这样繁琐的卸货、转运、上船，达州均科公司为
此每年要付出近1000万元中转费。除运费成本增
加，还会因中转增加运输时间。

承接四川货物转运，万州亟需吞吐量更大的新
港口。位于红溪沟码头长江对岸、条件更好的万州
新田港，因之被纳入视野。2021年2月26日，川渝多
方签署万州新田港二期项目股东出资合作协议，投
资总额16.98亿元。

项目随即动工，到今年末，万州新田港二期将建
成投用。届时，万州将新增19个5000吨级泊位，每
年的货物通过能力新增4000万吨。借助这一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点工程，万州将成为中西部
地区川渝东出、甘陕南下的重要枢纽节点，有力助推
万达开一体化、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

对于达钢而言，在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并获取
股东收益的同时，运输效率也将提升。和红溪沟码
头自建铁路专线不同，新田港二期项目的铁路专线，
属于成铁集团，可以更方便地进入国家铁路网络，在
车次安排和运力综合调度上，更有优势。换言之，从
新田港二期项目转运至达钢，速度会更快。

故事要从达钢销售公司经理杨
福中的一笔账说起。

此前多年，达钢进口的铁矿石一
直是在广西防城港上岸，经铁路再转
运至达州，每吨运输成本约为 210
元。

2006年，杨福中通过调研发现，
进口的铁矿石如果走水路，在万州港
上岸后再转铁路，实行铁水多式联
运，每吨的运输成本只需150元，能
节约60元。达钢每年进口300万吨
铁矿石，算下来，一年要节约近两亿
元。

彼时，万州至达州铁路（以下简
称达万铁路）由于没有常态化货源，
业务上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亏
损多年，正为不能按期偿还从亚洲银
行贷的修路款苦恼不已。

另一方面，对万州而言，随着
2003年高速公路开通，给水运带来很
大冲击，万州港也有多个码头常年处
于“吃不饱”状态。

企业有需求，铁路和港口的运力
也都有闲置，如果达钢、达万铁路和
万州三方一起搞铁水联运，岂不是能
实现共赢？

杨福中关于达钢进口铁矿石在
万州实行铁水联运的提议，毫无悬念
地得到各方高度赞同。当年末，联运
机制初步搭建完成。万州红溪沟港，
由此成为达钢进口铁矿石转运的枢
纽中心。每隔几天，就有一艘从下游
驶来的货船在红溪沟港靠泊，红褐色
的铁矿石通过传送带上岸至堆场，再
通过装载机送进火车车厢，火车一路
向北，驶往达钢。

铁水联运降低了物流成本，增强
了产品竞争力，此后数年，达钢效益
一路攀升，一度进入中国制造业500
强前180位，后被业界知名的方大集
团相中，通过合作经营，在近些年并
不景气的钢铁市场中，一直保持着竞
争优势。同时，达钢进口铁矿石也

“喂饱”了达万铁路，这条铁路在铁水
联运开通后，很快就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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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钢进口铁矿石这一稳定的基础货源的促进
下，达万铁路货运班列的开行频率增加。班列多了，
更多的货源来了。

以粮食为例，以前，从国外或者长江中下游地区
运往四川的粮食，主要的物流通道是经由长江水道
在重庆主城寸滩等码头上岸，再转铁路运进四川。
上述铁水联运机制建成后，部分粮食改在万州上岸，
经达万铁路入川，由此，至少能节约两天的旅程。粮
食是大宗商品，周转资金量大，占款多，节约时间，就
是节约钱。

除了运进，还有运出。以四川宣汉硫磺矿为例，
以前，这种附加值并不高的矿产主要通过铁路和公
路运抵华东、华南。改走万州铁水联运线路后，运费
缩减了三分之一。

川渝在铁水联运上的合作，显示出巨大的经济
价值。四川方面相时而动，将万州确定为出海通道，
通过铁路将全省多个城市与万州连接起来，扩大铁
水联运规模。

2018年6月，在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新闻发
布会上，四川省相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
将把“重庆万州港作为四川通江达海新口岸”、“开辟经
达州至万州港进入长江的货运出海新通道”。

彼时，四川省发改委和交通厅联合印发的《开辟
经达州至万州港长江货运出海新通道实施方案》还
提出，到2025年，四川将全面建成成德绵—南充—达
州—万州港、兰西新—广元—达州—万州港、关中—安
康（巴中）—达州—万州港三条长江货运出海新通道。

2019年9月29日，一趟装载了60个“四川造”橡
胶制品集装箱的列车，从达州出发，在万州港下水，
远赴日本、韩国。这趟首发“五定”班列的开行，标志
着四川东出经达州至万州港通江达海的新通道成功
开通。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强调：“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此后，川渝进一步增进合作，四川经由万州转运的货
物，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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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2023年10月30日，万州区新田港二期工程
现场，货车频繁进出铁路集散中心。（本报资料
图片）

特约摄影 冉孟军/视觉重庆

万州疏港大道拓宽工程学堂堡隧道施工
现场，随着最后一米土石方挖穿，隧道顺利贯
通。（摄于1月19日）

通讯员 侯本艳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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