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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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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程中，重庆机电集团所属重庆机电
控股集团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机电工程公司”）积极参与，所
承建的重庆东站综合交通枢纽轨道交
通站后工程（以下简称“站后工程”）为
重庆东站投运提供了重要保障。

6月27日，重庆东站综合交通枢
纽、轨道交通 6号线东站段正式投
运。由此，机电工程公司承建的重庆
东站轨道交通站后工程全面完工，实
现了建设期向试运营期的顺利过渡。

这也兑现了重庆东站轨道交通与
重庆东站同步通车的承诺，为重庆东
站实现“零距离换乘、无缝化衔接”提
供了重要支撑，也交出了一份“速度+
激情”的漂亮答卷。

重庆东站地下枢纽的攻坚密码
——重庆东站轨道交通站后工程建设纪实

机电工程公司工作人员在检查消防设施

6月27日，机电工程公司参与承建的轨道重庆东站投运 摄/黄品清

攻坚克难啃下“硬骨头”
确保工程关键节点如期完工

“重庆东站轨道交通站后工程，如
同在钢铁森林里，雕琢一座地下钢铁
迷宫。”机电工程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庆东站为西部地区最大的高铁
枢纽站，总建筑面积约123万平方米，
共设29条到发线、28个客运站台面，
投运后将成为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和
重庆“新地标”。在这里，坐高铁列车
最快只需66分钟就可到黔江，到长沙
也只需约4小时。

机电工程公司承建站后工程总建
筑面积189593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
准地铁站的体量，为重庆轨道交通最
大在建综合体，在重庆轨道交通建设
历程中极为罕见。施工涉及风水电、
装饰装修、供电设备、电扶梯、自动售
检票、通信、导标、综合调试及市政接
驳等机电设备系统供货及安装。

6号线东站段重庆东站为四线换
乘站，即27号线、6号线东站段、24号
线及预留的8号线。

机电工程公司自2024年 4月进
场起，就面临着“空间立体交叉、时间

分秒必争”的双重考验——铁路工程、
轨交土建、机电安装等30家单位在同
一区域施工，水电接驳、材料运输、工
作面交接如同复杂的齿轮咬合。

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
在市住房城乡建委、重庆东站建

设指挥部、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等多部
门支持下，机电工程公司以“一切围着
项目转”的攻坚姿态推进施工。

与此同时，市住房城乡建委、重庆
交通开投集团、重庆轨道运营公司等
单位直接协调解决施工堵点难点，推
动各工作面全面铺开。

今年2月11日下午，重庆交通开投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石继东一行赶赴
重庆东站施工现场，专题调研重庆东站
建设情况，他对工程建设进展给予肯
定，并强调要高标准完成建设投资任
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等。

正是在相关部委办局的支持和协
调下，重庆轨道交通重庆东站站后工
程关键节点如期完工：

2024 年 6 月 26 日，首件验收；
2024 年 11 月 25 日 ，实 现 电 通 ；
2025 年 2 月 12 日，项目工程验收
完成；2025 年 6 月 16 日，消防验收
完成；2025 年 6 月 18 日，竣工验收
完成；2025 年 6 月 21 日，通过评估
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为打造标杆工程、建造精品工程，
项目团队严把质量和安全责任关，建
立起项目质量保证、设备材料质量控
制、安装阶段质量控制和验收过程质
量控制等体系，确保了第一时间发现
问题并及时处理。

在安全质量方面，坚持试验检测
100%见证制度，所有试验检测项目按
相关规定100%见证取样，设备、材料
使用均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报验。

值得一提的是，机电工程公司党
委结合业务形态和项目特点，着力塑
造“能动力·铸铁军”党建品牌，实施六
大工程体系，构建起高质量党建统领
项目高质量推进的工作格局。

正是项目团队全力以赴，迎难而
上，积极创新，充分展现了国企的使命
担当，团队多次获得重庆东站现场指
挥部表扬以及重庆轨道交通运营公司
的表彰。

“项目团队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践行使命担当，积极统筹、科学谋
划，为重庆东站开通运营提供了重要保
障。”重庆机电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创新使用非常规工器具
破解11米高净空作业密码

在重庆东站的地下空间里，创新
不是口号，而是破解难题的硬核工具。

项目团队以“技术赋能施工”的理
念，在设备革新、工艺优化、材料应用
等维度展开突破，让传统施工穿上“创
新铠甲”。

2024年4月15日开工令下达时，
距2025年 2月 8日单位工程验收仅
10个月。面对“不可能的任务”，项目
团队将约19万平方米施工区域划分
为13个工点，高峰期投入600余名施
工人员，积极创新施工技术和工艺，引
进先进设备，形成“地面+高空”的立
体作战模式。

在换乘大厅，11米的施工净空打
破了常规地铁站4-5米的高度逻辑。
由于传统移动脚手架在如此高度下不
仅施工效率低下，更面临安全隐患。
项目团队首次引入了大型升降车与举
管机，特别是解决了扶梯口等狭窄区
域重型材料垂直运输难题，较传统脚
手架提升效率50%。

这种“空中施工舰队”的协同作
业，仅用60天就完成238标高层12个
排烟系统的全部施工界面（4万平方
米），确保了项目提前移交工作面。

74台扶梯的吊装堪称时间管理
的典范：按常规流程需90天排产，团
队派专人驻厂，协调专用生产线，硬是
将周期压缩至55天。

智能建造
BIM+装配式的效率颠覆
重庆东站站后工程的建设现场，

处处可见“智能建造”的基因——不是
简单的人机替代，而是用数字思维重
构施工逻辑，让每个环节都烙印着“智
慧”的印记。

从设计阶段开始，BIM数字技术
就像一根金线贯穿项目始终。东站项
目体量庞大、结构复杂，仅通风管道就
超过了7万平方米，若采用传统工艺，
工作量将倍数增长，对项目进度、质
量、成本无疑是巨大考验。

为此，项目团队首创研发了
BIM+装配式复合风管新工艺、新模
式。以精准的BIM模型，指导工厂预
制化生产，辅助现场模块式拼装，安装

高效精准，质量更有保障。较传统工
艺，项目进度提升40%，施工成本降低
20%，率先跑出了“数字+生产+装配”
的智能建造新模式。

这只是项目团队施工过程中采用
智能建造一个案例。

地铁区域内空调覆盖面积约11
万平方米，面积大、设备多，节能减排
尤为重要。重庆东站首次采用轨道交
通空调集中控制系统，如智慧大脑联
网设备，远程操控节能25%。

特别是管理人员在中央控制室即
可实时掌握温度、湿度等运行参数，自
动精准调控空调运行状态，实现远程
开关机、调温及切换模式，大幅减少人
工巡检量，实现了“指尖上的节能减
排”，大大提升了管理效率。

带动轨道交通产业链发展
助力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

作为重庆本地国企，机电工程公
司积极延伸轨道交通产业链：电线电
缆、复合风管、环控柜、组合式空调、配
电箱、桥架等产品，大多是“重庆造”。

据介绍，重庆东站站后工程50%
的设备材料来自本土企业，不仅降低
了物流成本，又为重庆高端装备制造

注入了轨道交通场景的应用经验，有
助于推动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
群体系。

不只是重庆东站站后工程项目。
仅在轨道板块，机电工程公司就先后承
建环线、6号线支线二期、9号线二期、18
号线等市级重大民生工程，串联九大中
心城区，刷新了城市进化新里程。

同时，公司聚焦运维服务、清洁
能源、市政及工业安装、战略性新兴
产业4大板块，构建多维度产业生态
矩阵，立体布局了江北国际机场、江
南数据中心、国博会展中心等市级重
点项目，推动了国际航空枢纽、智慧
算力中枢、文化交流地标建设，重塑
人文生态空间，支撑了重庆城市发展
新格局。

成绩属于过去，奋斗赢得未来。
机电工程公司将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
转型发展，前瞻谋划“十五五”规划，倾
力打造“设备成套及系统集成平台”，
服务国家及区域发展重大战略，致力
于成为国内领先的轨道交通系统设备
集成及智慧运维服务企业。

李燕 童渝苏 廖青松
图片除署名外由机电工程公司提供

盛夏六月，世外桃源，潮起风正劲。随着渝厦高铁通车，酉阳文旅奉上新景。
“高铁注入的澎湃动力，直接点燃了酉阳旅游业的引擎。”据酉阳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渝厦高铁的到来，不仅重塑了武陵山区的时空格局，抢抓高铁机遇，该县更紧扣市委赋予的“加快打造

世界知名旅游新胜地”定位，通过探索"高铁+旅游"融合模式，推动酉阳文旅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新发展。今年以来，围绕通道之变、产品之变、格局之变，这里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
景将持续提升游客参与度和体验感。

乘高铁揽胜酉阳，夏日里拥抱“诗与远方”，酉阳文旅蓄势待发，静侯客来。

乘高铁去酉阳过周末成为现实
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越走越近

敞开山门强链接
“周末去酉阳”变成现实

高铁的到来，彻底重塑了酉阳的交
通格局，让酉阳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敞
开山门，喜迎世界。

坐落在乌江畔的龚滩古镇就是一
例。这座千年古镇宛如一颗镶嵌在乌
江畔的明珠，依山傍水，尽显灵秀之
美。但过去因为交通受限，常有“养在
深闺无人识”之感，游客来源单一，景区
品牌提升是难题。“现在不一样了，渝厦
高铁到彭水，彭水站到龚滩只要30分
钟。”龚滩镇相关负责人说，临近通车该
镇有信心抢抓这波“流量”，让龚滩文旅
发展走得更远。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迈向“心之所
向皆可往”，高铁到来的天然流量优势
将为酉阳文旅架起出圈的高速通道。

“酉阳虽然没有设站，但酉阳却拥
有3个高铁站和3个动车站：彭水站、
黔江站、吉首站3个高铁站，以及咸丰
站、来凤站、龙山站3个动车站将共同
支撑起酉阳的高速通道。”据酉阳县高
铁专班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县深度融
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快推进交
通强县建设，正满怀期待迎接高铁时
代美好未来。除了渝夏高铁重庆东至
黔江段通车在即，今年渝湘高铁黔江
至吉首段已完成可研评审，建设用地
预审获得批复，预计将于年内动工建
设，建成后酉阳将进一步形成“1小时
酉阳、2小时重庆、3小时周边省会城
市”的通达格局。

与此同时，为满足酉阳至彭水、黔
江高铁站旅客出行需求，该县还进一步
优化运输线路，强化运输组织，以“铁
客”接驳，确保旅客安全、便捷、舒适往
返于酉阳与彭水、黔江高铁站之间。其
中，酉阳至黔江，在对现有班线进行调
整基础上，新增了庙溪乡至黔江客运线

路。且酉阳文旅集团将陆续推出旅游
包车、菖蒲盖旅游度假区至黔江高铁站
的景区直通车，“一站式”到达就近的重
点景区。酉阳至彭水，开通高铁站定制
班线，采用“线上预订+线下乘车”的运
营模式，与彭水对开6辆9座高端定制
商务车。旅客可通过“愉客行”手机
App、微信服务号、小程序等平台提前
预订车票，选择乘车地点和时间。同
样，酉阳文旅集团也将开通龚滩景区—
彭水九黎城景区—彭水高铁站的景区
直通车，串联两个重要景区和高铁站，
为游客提供便捷的旅游出行服务。

“从主城到武陵，从高铁到城区，从
城区到景区，酉阳快进开出的旅游通道
已经形成。”据酉阳县交通运输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高铁助力下重庆城区至酉
阳车程将由原来的4小时缩短至2小
时，真正实现了"朝赏洪崖洞，暮游桃花
源"的跨区域旅游体验，“周末去酉阳”
正变成现实。

擦亮底色显特色
系列惠民举措蓄势待发
6月13日，随着渝厦高铁重庆至黔

江段进入开通倒计时，酉阳县重磅推出
"高铁游酉阳"惠民政策：自即日起至
2025年12月31日，凡持渝厦高铁有效
车票的游客，可享受县域内四大核心景
区——"世外桃源"酉阳桃花源、地质奇
观叠石花谷、亲子胜地松鼠丛林乐园、
生态秘境楠木湾的首道门票全免政策。

随后，"高铁游酉阳"惠民政策进一
步加码：为庆祝渝厦高铁开通，即日起
至2025年12月31日，凡购买渝厦高铁
车票的游客，凭本人纸质车票或电子购
票凭证，以及有效身份证件，可在酉阳
桃花源文化旅游集团旗下任一A级景
区游客服务中心兑换景区首道门票1
张。（注：同一游客在活动期间，每个景
区仅可兑换1次。）

酉阳群众日夜期盼的高铁时代即

将到来，酉阳文旅推出的惠民政策，更
将让秘境酉阳向高铁时代热情敞开，带
动酉阳旅游客流量的进一步增长。

从“流量涌入”到“口碑扎根”，文旅
体验的深度运营是酉阳书写“留客答
卷”的点睛之笔。

“即将登场的文旅新产品、新体验，
将成为酉阳文旅从‘高铁引流’到‘体验
落地’的枢纽。”据酉阳县文旅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县以“乘着高铁游酉阳”为
主题，串联起“生态、乡村、文旅”三张名
片，围绕“游客需要什么、来了能带走什
么”来打磨文旅体验的内核，同时在数
字体验、食宿服务、旅游线路等环节做
足细节文章。

其中，在创新文旅产品方面，酉阳
此次推出四大数字文旅产品：即幻界桃
源·光影秀、全息剧场、桃花源MR数字
元宇宙、石榴红·民族工艺馆等四大数
字文旅产品，深度融合科技与传统特色
文化，赋能沉浸式文旅新体验。

在特色旅游路线方面，该县则推出
“三天两夜深度探秘之旅”“两天一夜精
华畅游之旅”“两天一夜赏花游”等三大
主题精品路线：既寻访桃花源沉浸陶渊
明笔下的诗意田园，又探秘叠石花谷触
摸亿年叠层化石；既沉醉酉州古城品味
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又栖居龚滩旅游
度假区，流连古镇风情与乌江壮阔；既
走进楠木湾，古树参天，古朴村寨静享
安宁，又畅玩松鼠丛林乐园，邂逅灵动
萌宠，乐享亲子时光……

从政策种草到体验生根再到口碑
扩散，酉阳已形成“留客”的完整闭环，
让打卡变成“想再来”的牵挂。

重塑格局提品质
全域旅游带来新看点
文旅的繁荣，绝非单一景点或项目

的“单打独斗”，而是全区域延伸、全链
条延伸的系统工程。

“抢抓高铁机遇，酉阳文旅还在升
级。”据酉阳县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该县沿着全县文旅发展大会
的清晰思路，以前所未有的认识、前所未
有的决心、前所未有的定力、前所未有的
力度，在“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
的宏伟蓝图上从容运笔，徐徐绘就。

拥抱高铁时代，一系列新举措正为
酉阳旅游撑起一片全新的天空，不断吸
引全国游客前来打卡。

描绘一张蓝图，实行全域引领。该
县以“桃花源”文旅IP为核心引擎，全面
突出桃花源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核心
地位，加快发展乌江画廊旅游示范带、
武陵山民俗生态旅游示范带，通过“山
水为基、人文铸魂、乡村塑形”三维发
力，全面推进文旅、农旅、景城三大融合
工程，构建“一源引领、两带串联、百景
联动”的全域旅游IP矩阵。

打造一批精品，提升旅游品质。持
续提档升级桃花源、龚滩古镇、南腰界

等重点景区，提速菖蒲盖市级旅游度假
区、石泉苗寨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创建，
拓展文化体验和休闲度假产品，提高二
次消费产品和新兴业态消费占比，转变

“旅游景点粗狂式串联”的传统模式，迭
代升级山水观光与本土文化的沉浸式
体验，引导游客从“一日游”向“过夜游”

“度假游”转变。
实现一网联动，扩展文旅市场。联

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武陵山文旅发展
联盟，围绕成渝双城经济圈、湖南张家
界、湖北恩施、贵州铜仁，以及深圳、南
宁等入境口岸城市，大力开展包机、专
列市场业务，培育10条以上大散产品。

从“单点绽放”到“全域生辉”，文旅产
业生态的融合创新为酉阳文旅出圈注入
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让酉阳故事在更广
阔的舞台上绽放异彩，绘就了一幅“山水
为脉、文化为魂”的全域旅游新图景。

马菱涔 龙搏
图片由酉阳县委宣传部提供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龚滩

酉阳酉水河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