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涌巴渝，开放以兴。开放的空间决定着发展的空间，开放的水平决定着发展的水平，开放的程度决

定着发展的质量。重庆处在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正努力通过

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在中国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

只争朝夕 开放催生澎湃活力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翊

清晨，江上一缕薄雾散去，果园港又
开始了繁忙的一天。

这个长江上游吞吐量最大的港区，
将重庆与周边城市、长江沿岸、“一带一
路”沿线紧密联系在一起，卡车、轮船、
火车等多种交通工具在港区内交汇，每
天有上万吨货物在港区内集散。

这场忙碌的多式联运画面，正是重
庆内陆开放高地画卷中的生动一幕。

重庆奋勇争先，全面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引领西部地区
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的势头更加强劲。

大通道 通江达海

2020年元旦，一批马来西亚“猫山
王”榴莲抵达重庆国际枢纽园区，很快被
市民抢购一空。

这批“猫山王”榴莲，走的正是西部
陆海新通道。

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
列，这些榴莲从马来西亚到重庆，只用了
10天时间，比传统海运节省20天左右，
有效解决了“猫山王”榴莲保质期短的问
题。

2019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由重
庆牵手西部兄弟省区市一同发起的、以
重庆为运营中心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上升为国家战略。

重庆造的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液晶
显示器等货物装满集装箱，顺着通道销
往全球；东南亚的新鲜水果、特色水产，
以及各种工业原料由通道进口，助力重
庆高质量发展，满足市民高品质生活。

国际大通道建设，缩短了重庆乃至
西部地区与世界的时空距离：

向西，中欧班列（重庆）已迈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2019年，中欧班列开行超
过1500班，运输重箱量及货值同比增长
均超过48%，位居全国第一。

向南，重庆开行的陆海新通道铁海
联运班列已实现“天天班”，货运线路分
布88个国家和地区的213个港口。

向北，“渝满俄”实现每周固定发班，
通道建设步入新纪元。

向东，重庆精心打造长江黄金水道，
2019 年前三季度完成水路货运量
14732.8万吨，同比增长8.8%。

大枢纽 内畅外联

2019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
运输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国家
物流枢纽建设工作的通知》，重庆港口型
国家物流枢纽榜上有名。

重庆上榜背后，果园港这个“大有希
望”之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西部地区唯一港口型国家级物
流枢纽，重庆正以果园港为核心，加大对
周边区域货源的吸引力，同时充分释放
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资源。

不仅仅是果园港，重庆还全面启动
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建设国际
性综合交通枢纽。

截至2019年末，重庆已打通连接
周边省份的出省高速公路通道20个，
形成“一枢纽十干线”铁路网络。使得
重庆对西部地区，以及重庆对长江经
济带的辐射影响能力进一步增强。

重庆跨境公路班车同比大幅增长
就是最好的佐证：在 2019 年，跨境公
路班车实现东线、东线复线、西线、中
线、亚欧线等线路的常态化运行，全年
开行1252车次，同比增长147.9%。

而作为国内八大枢纽机场之一的江
北国际机场，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表现
不俗，航班正常率接近90%，在全国37
家千万级机场当中，位居第二，这也是江
北国际机场目前在这一核心指标上取得
的最好成绩。

目前，江北国际机场累计开通国际
（地区）航线95条，与重庆通航的国家
（地区）达到 33 个、通航国际城市 73
个。累计开通国内航线271条，通航城
市142个。

大平台 辐射增强

12月27日，随着“一带一路”商品展
示交易中心（空港）（以下简称空港交易
中心）开业，市民采购“一带一路”特色商
品又多了一个好去处。

目前，除了空港、水港两店外，这样
的分销中心还逐步向重庆区县延伸：

重庆保税港区进口商品授权分销中
心仙女山店2019年8月24日正式开业；
重庆保税港区进口商品授权分销中心黔
江店于2019年年底开门迎客；另外两个
分销中心已完成选址，分别位于万盛经
开区国能奥特莱斯和渝中区解放碑核心
商圈，计划今年内开业。

就在空港交易中心开业当天，三峡
库区腹地首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重
庆涪陵综合保税区（一期）顺利通过国家
验收，标志着涪陵综合保税区正式进入
封关运营新阶段，将加速带动三峡库区
腹地扩大开放、绿色发展。

依托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
范项目，把重庆乃至整个中国西部地区
的农产品批量销往新加坡等东盟国家，
有了实质性进展。

12月2日，在云阳，新加坡生记私
人有限公司与当地两家企业签订了60

吨菊花采购协议，这是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推动我市特色农产品出口的首单业
务。

市中新项目管理局副局长孙熙勇表
示，我市将以首单云阳菊花出口项目为
标志，充分利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机制、
政策、平台、通道、意愿、网络等优势，通
过多种措施予以鼓励和引导，积极培育
示范区县、示范基地、示范企业、示范产
品，加快诸如三峡柑橘、石柱莼菜、汇达
柠檬、涪陵榨菜等特色优势农产品走出
去的步伐。

大口岸 提质增效

过去，企业在重庆申报项目报关，正
常情况下需要四五十分钟。如今，借助

“单一窗口”，全程只需要10秒。
重庆“单一窗口”通过整合申报改

革，将报关单、报检单合二为一，229项
申报项精简为105项，74项随附单据合
并整合为10项，102项监管证件简化为
64项。

市口岸物流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实
施“单一窗口”后，企业的综合成本下降
20%以上，环节优化比例30%以上，企业
整体通关时间压缩30%以上。

截至去年12月底，重庆“单一窗口”
累计业务量超过1700万票，位居中西部
第一。

“单一窗口”的效率提升，只是重庆
建设口岸高地的一个缩影。

市口岸物流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重庆已建成覆盖水陆空等多种运输
方式的开放口岸体系，现有国家开放口
岸4个，分别为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空
口岸、重庆港水运口岸、重庆铁路口岸、
万州机场。

原二类口岸3个，即万州水运口岸、
涪陵水运口岸和上清寺邮件互换中心。
拥有进口汽车整车、肉类、水果、冰鲜水
产品、食用水生动物、粮食、活牛、药品、
金伯利进程指定实施口岸（毛坯钻石）等
9类进口特殊商品海关指定监管场地
（原指定口岸）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2月，国务
院批复同意重庆港水运口岸扩大开放果
园港区，为我市再添一个对外开放口岸。

果园港区作为西部唯一的港口型
国家物流枢纽，成为水运口岸后，可让
长江中上游部分货物也能以“水铁无
缝联运”的方式经果园港口岸作业区
转运欧洲和东盟国家，促进“一带一
路”与长江经济带有机融合，增强重庆
对“一带一路”国家及沿线省市货源的
辐射能力。

数读

5253.6亿元

2019 年前 11 月，重庆外
贸进出口总值5253.6亿元，较
去年同期（下同）增长10.6%，
高出全国整体增速 8.2 个百
分点。其中，出口 3380.1 亿
元，增长 10.3%；进口 1873.5
亿元，增长11.1%。

1261万吨

2019 年 1-11 月，果园港
完成货物吞吐量 1261 万吨，
同比增长34%；铁水联运和水
水中转的集装箱量增幅均在
40%以上。

4500班

2019 年，中欧班列（重
庆）开行超过1500班，累计开
行超过 4500 班，累计货值超
过 1800 亿元，2019 年运输重
箱量及货值同比增长均超过
48%，位居全国第一。

1580列

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
列2019年累计开行923列，共
到发约4.6万标箱，同比增长
51%。运输货值约61.5亿元，
同比增长61.8%。2017年4月
28日-2019年12月31日累计
开行1580列，共到发约8万标
箱，重载率92%。目的地覆盖
全球 88 个国家（地区）的 213
个港口。去回程货品主要为
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医药产
品、轻工产品、化工原料及制
品等。

2019年4月26日，在兴隆场编组站，驾驶员江彤（右）和
学员何鹏准备出发。他是中欧班列(重庆)的首发司机。

记者 张锦辉 摄

2017 年 8 月 29 日，重庆江北机场 T3A 航站楼和第三
跑道正式投用。目前，江北国际机场累计开通国际（地
区）航线95条，成为国内重要的枢纽机场。

记者 罗斌 摄

▲2019年8月15日，繁忙的果园港正在作业（资料照
片）。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李文科 摄

2019年9月10日，重庆商务职业学院，来自非洲的留学
生在上国际贸易概论课。 通讯员 孙凯芳 摄

编辑 倪训强
美编 张 辉

4
2020年 1月6日 星期一

开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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