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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王亚同 何春阳

高质量建设重庆国际航空门户枢纽，是打
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重要举措，对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实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
便捷高效出行具有重要作用。

3月6日，重庆代表团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提交全团建议——《关于支持高质量建
设重庆国际航空门户枢纽的建议》，希望国家层
面从加快重庆民航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培育壮
大航空运输市场、低空经济发展等方面给予更
多支持，高质量建设重庆国际航空门户枢纽。

发展基础
重庆国际航空门户枢纽发展基

础扎实，形成“1+4+3”多层次民用机
场体系

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将打造国际航空门户枢纽
作为成渝地区合力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网络的
首要任务。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重庆视
察，赋予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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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定位”。
2024年7月，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
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指导
意见》指出，国际航空枢纽是民航服务国家对
外开放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将重庆
定位为区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

近年来，全市上下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
在国家部委大力支持下，聚焦民航高质量发
展，持续发力基础设施建设、航空运输发展和
低空交通等领域，全方位提升国际航空门户枢
纽综合竞争力，推动全市民航取得显著成效，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一是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大幅提升。重庆市
已形成以江北国际机场为核心，万州、黔江、巫
山、仙女山支线机场为支撑，永川大安、两江龙
兴、梁平通用机场为补充的“1+4+3”多层次民
用机场体系，运输机场100公里半径覆盖全市
95%的人口，航空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江
北国际机场第四跑道投用，成为全国第三个、中

西部第一个拥有4条跑道的机场；重庆新机场
选址获批，“双枢纽”机场格局加快构建，为建设
重庆国际航空门户枢纽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是航空业务规模稳定增长。2024年，重
庆市运输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4992万人次、货
邮吞吐量47万吨、飞机起降量34.4万架次。其
中，江北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4867.7万人次、货
邮吞吐量46.9万吨，同比分别增长9%、21%，业
务量居全国第7位、第9位。截至2024年底，江
北国际机场实际在飞国际（地区）航线41条，基
本构建起了覆盖欧、美、澳、中东、日韩、东南亚
等地的国际航线网络，全年完成国际（地区）旅

客吞吐量176.8万人次，同比增长120%。
三是空域资源条件不断优化。江北国际

机场高峰小时容量提升至60架次，为机场运
输保障能力提升、航班时刻结构优化、航线网
络拓展奠定了基础。相关单位协同推动重庆
地区空域结构重塑，形成新的航路航线空域规
划方案，将促进重庆空中航路航线大通道进一
步优化，初步构建起与国际航空门户枢纽相匹
配的空域格局。

四是低空经济发展持续向好。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
济”。当前，我市低空经济快速发展，集聚了宗

申航空动力、驼航科技等低空经济关联企业
1300余家，通用航空和无人机年飞行30万架
次以上；相继开通7条通用航空短途运输试点
航线（其中包括2条川渝间航线），实现重庆市
短途运输航线“零”的突破。

建议内容
吁请支持高质量建设重庆国际

航空门户枢纽，打造成内陆开放综合
枢纽的重要支撑

虽然重庆国际航空门户枢纽建设取得一

定成效，但对照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
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两大定位”要求，对
标国际一流航空门户枢纽，还存在基础设施
保障能力有待提高、国际航空枢纽竞争力有
待提升、低空经济发展机制有待健全等短板
弱项。

重庆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
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
区位优势明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突
出。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
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视察重庆时的重要指示精神，锚定服务“两大
定位”，充分发挥民航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作用，进一步将重庆国际
航空门户枢纽打造成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重
要支撑，更好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渝
世界级机场群建设，迫切需要国家层面给予大
力支持。代表们建议：

支持加快重庆民航重大项目前期工作。
建议国家有关部委支持将重庆民航重大项目
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正在修编的《全国民
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支持加快项目前期工
作，力争尽快完成并开工建设。

支持培育壮大航空运输市场。《民航局
关于加快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建设的指导意
见》明确提出，以向西、向南开放为重点，提
高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国际航权开放和资源
配置水平，实现国际枢纽功能迈上新台阶。
建议国家有关部委支持重庆以东南亚和欧洲
为重点打造高品质国际航线，保持并稳步提
升对美洲、澳洲、非洲等重要战略航点连通
度；同时，支持江北国际机场加快开展新增时
刻配置，在航权、新增时刻资源配置和运行保
障、企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重庆航空枢纽运
营人的支持。

支持低空经济发展。建议国家有关部委
出台支持推动低空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
完善低空飞行管理相关政策法规和基础设施
建设标准，为保障低空飞行安全、推动低空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政策支撑；支持重庆低
空经济制造业发展；指导建立协同管理工作机
制，保障低空飞行安全高效运行。

重庆代表团提交全团建议

支持高质量建设重庆国际航空门户枢纽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马厚雪

3月的重庆，春意渐浓。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东北侧，一座巨大的银

白色建筑即将揭开面纱——这座形似“凤凰展
翅”的T3B航站楼，投用后将成为我国中西部
最大的单体卫星厅，江北国际机场保障能力将
提升至年旅客吞吐量8000万人次、货邮吞吐
量120万吨。

这是重庆着眼于“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
关键落子。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到2035年，重
庆要成为引领内陆开放的国际航空枢纽。”重
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黄伟
表示。

将形成新运行格局
旅客年吞吐量可达8000万人次

2月24日，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机电
弱电项目通过竣工验收。此刻，距离这座航站
楼启用倒计时仅1个月。

站在T3B航站楼候机大厅的室外观景平
台远眺，能望见停机坪上排列有序的飞机尾
翼，如同待射长空的箭矢。

“基础设施直接影响着国际航空枢纽建设
的承载力。”黄伟介绍。

去年底，江北国际机场第四跑道投用，成
为继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之
后全国第三个，中西部第一个拥有4条跑道的
机场。

“东、西两组近距跑道构建起以T3航站楼
为中心，‘近起远落’‘双起双落’混合运行模
式，保障能力和运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黄伟
说。

待T3B航站楼投用后，重庆将形成“3座
航站楼+1座卫星厅+4条跑道”运行格局，能满
足终端年旅客吞吐量8000万人次、货邮吞吐
量120万吨、飞机起降量58万架次的运行保障
需要，为江北国际机场区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
空枢纽建设承载力提升注入新动力。

黄伟透露，目前，T3B航站楼建设已进入最
后冲刺阶段，正在紧张开展工程收尾、系统联调
和运行演练等筹备工作，有望近期亮相启用。

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给重庆航空业带来得天独厚的机遇

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何建洪
在地图上画出几个“同心圆”。在他看来，重庆
正处于“亚欧大陆航空心脏”位置：向东衔接长
三角，向西直抵中东欧，向南辐射东南亚，向北
联动东北亚。

“这种区位优势，给重庆航空业发展带来
了得天独厚的机遇。”何建洪表示。

在政策推动下，重庆产业优势、消费动能
持续积累，航空运输需求持续释放，国际航空
门户枢纽建设进一步提速。

2024年，中国民航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指导
意见》，赋予重庆打造区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
空枢纽的新定位。

重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彭劲松
说，这对于重庆加快构建规模化多式联运体
系，全面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
新通道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落地落实，提升国
家对外开放水平，特别是向西、向南的开放水
平，进一步完善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
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去年9月3日，中国民航局与重庆市人民
政府签署《全面推动重庆民航高质量发展战略
合作协议》，携手加快将重庆打造成区位门户
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

不仅如此，航空公司也纷纷加大在渝投
入，诸多项目落地开花——

2024年5月31日，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
限公司旗下的方大航空国际总部在重庆揭牌
成立，将在渝打造1个国际总部、客货2个主力
基地航空公司，引进3个临空产业项目，补齐壮
大4个航空强关联产业，新建1家综合物流服
务企业；

5月22日，东航重庆基地揭牌并启用运行，
并明确表示将持续加大在成渝地区运力投入；

8月22日，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揭牌，将投放3架宽体全货机开展运营；

……
航空公司持续加码重庆，推动重庆国际航

空门户枢纽建设按下“加速键”，重庆空中大通
道网越织越密。

“未来五年，将决定重庆能否真正‘晋级’
世界级航空枢纽。”何建洪表示，“当国际中转
旅客比例突破25%，重庆就能从‘终点站’变成

‘枢纽站’。”

织密“空中丝绸之路”
每周200多个航班直通世界五大洲

“以前从美国回重庆，经常要在广州、上海
转机，现在直飞航班每周都有。”旅居美国的华
侨陈曦翻着手机里的机票订单感慨道，回家之
旅比以前便捷多了。

“近年来，我们加快国际（地区）航线的恢

复、加密，努力打通‘空中丝绸之路’。”江北国
际机场市场经营部相关人员表示。

截至目前，江北国际机场在飞的国际（地
区）航线达到43条，每周200多个航班，通达伦
敦、巴黎、罗马、东京等全球主要城市，初步形
成了覆盖五大洲的全球航线网络。

货运能力的提升也十分关键。它如同强劲
引擎，为重庆国际航空门户枢纽建设注入动力。

2月9日凌晨，欧洲货运航空有限公司的
A340-600全货机，在历经约13小时、跨越
9000公里的长途飞行后，从英国伯恩茅斯国
际机场顺利抵达江北国际机场。

短暂停留后，该货机满载跨境电商货物踏
上返程之旅，这标志着欧货航重庆至伯恩茅斯
全货机航线成功开通。

据介绍，该航线是江北国际机场开通的继
重庆—伦敦航线之后，直飞英国的新货运航
线。这对于笔记本电脑产量全球第一、汽车年
产量突破250万辆的重庆而言，无疑是打通

“空中丝绸之路”的加速器。
同时，重庆还努力推动建设西南地区首座

航空前置货站，建立健全以服务高端产业为重
点的高品质航空物流供应链体系。

国际航空门户枢纽加速构建，国际航线提
速开发。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江北国际机场将聚焦欧洲、东南亚两大方
向，力争欧洲航线达到每周15班以上、东南亚
每周100班以上，实现RCEP成员国首都和重
要经济城市基本覆盖，支撑重庆跨越山海、联
结世界，实现枢纽能级标志性跃升。

与此同时，我市将推进万州机场航空口岸
开放基础设施、黔江机场跑道延长、江北国际
机场西区保障能力提升和一批通用机场项目
前期工作。

此外，我市还将深化推进通用航空短途运
输试点，推动江北国际机场增量时刻投入使用。

“跨越山海联结世界”实现标志性跃升

重庆国际航空门户枢纽建设提速，起飞！
●待T3B航站楼投用后，重庆

将形成“3座航站楼+1座卫星厅+4

条跑道”运行格局，能满足终端年旅

客吞吐量8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20万吨、飞机起降量58万架次的

运行保障需要

●重庆产业优势、消费动能持续

积累，航空运输需求持续释放，国际

航空门户枢纽建设进一步提速

江北国际机场已通航全球231个城市。 （受访单位供图）

●江北国际机场第四跑道投用，
成为全国第三个、中西部第一个拥有
4条跑道的机场

●2024年，江北国际机场旅客
吞吐量4867.7万人次、货邮吞吐
量 46.9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9%、21%，业务量居全国第
7位、第9位

●截至2024年底，江
北国际机场实际在飞国际
（地区）航线41条，基本
构建起了覆盖欧、美、
澳、中东、日韩、东
南亚等地的国际
航线网络

（上接1版）
“这些让我体会到，对美好的向往是人

类共通的情感，昆曲等传统戏曲可以让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很好地交流、交心、交融，是中
华文化走出去一张有魅力的名片。”柯军有
感而发。

总书记点头表示赞许，并回忆起一段往
事：“我在浙江工作的时候，推动了杭州和意
大利维罗纳两个‘爱情之都’的友好交流。
杭州有梁祝、白蛇传，维罗纳有罗密欧和朱
丽叶。”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灿烂的文化，
辉映着悠悠历史，照耀着漫漫长路。

2023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总书记
提出“人文经济学”的课题：“文化很发达的地
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

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兴业。此次，总
书记进一步指出：“共同富裕既包含物质的增

长，也包含精神的提升。要深化城乡精神文明
建设，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优化文
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
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科技
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也是人民
生命健康的有力保障。

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张俊杰代表，是一
名心血管病医疗专家，同时也是一名转化医学
领域的科技工作者。

张俊杰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通过自主
攻关，研发出治疗肺高压器械的故事，他本人
还带领团队每年在全国开展300多台微创心
脏瓣膜手术，并到国外开展手术带教，用新技
术为患者重建“心门”。

“听了你的发言，很感慨！现在我国的医
疗水平、医疗卫生器械的水平已经赶上国际先
进水平了，你讲的心血管这方面的手术，就是

一个典型。”总书记说。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上个世纪90年代，

我们国家心脏搭支架手术的能力还不行。”
“你看现在，支架的价格也降下来了，材料

国产化程度也很高了。在这方面我们有了很
大的进步，要继续往前跑，一定会做得更好。”

医疗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一个国家推进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缩影。

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代表向总书记
汇报了江苏狠抓创新的实打实举措：真金白
银加大投入，全省财政去年对科技创新的投
入达788亿元，加强创新平台建设，牵头建设
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大力培育和引进高水
平人才……

“科技创新，江苏是有重要地位的，跟你们
的经济实力相匹配。北上广、苏浙，包括现在
一些中部地区，像安徽、湖北等，都是这样。”总
书记说。

科技创新，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变量”，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总书记深刻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经过这些年
努力，科技创新氛围浓厚，产业创新百舸争流，
两者融合势头良好，但某些体制机制不顺的问
题仍然存在。”“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
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生产力。”

“总的来讲，我们要走科技创新的道路，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使我
们国家能够在现代经济大潮中始终保持弄潮
儿的角色。”

汇通江淮之气概，畅达黄海之辽阔。江苏
以占全国1%的面积、6%的人口，创造了10%
以上的经济总量。

在总书记心中，江苏分量很重，应当“争当

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圆满

实现‘十四五’发展目标，经济大省要挑大梁。
江苏作为第二经济大省，在挑大梁上要把握好
以下着力点。”

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
阵；在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上勇争
先；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走在前；在促
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作示范。

一系列要求具体而明确，彰显期望之高、
使命之艰、责任之重，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
既指引一域又谋划全局。

“希望江苏落实好挑大梁的责任，努力取
得新的更大成绩。”会场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
话催人奋进。全场掌声如潮。

时代大潮浩浩荡荡，中国式现代化日月
新天。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