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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爱农 杨永芹

乘高铁，从重庆到成都、贵阳、昆明、西安等周边大城市，分别只
要约1小时、2小时、4小时、5小时；

乘飞机，重庆任何一个区县的直线100公里范围内，至少有1座
机场（含市外运输机场）；

沿长江黄金水道，一艘艘巨轮可直达万州港、果园港等重要内
河港口；

走“四好农村路”，“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客车”，全市农村居民到

所在区县城区的出行时间平均缩短约2小时……
大交通打通大通道，大通道助力大发展。一张越织越密的水陆

空立体大交通网，如同一幅壮丽长卷，在山水之城、美丽之地铺展开
来。

这一切，得益于2017年底启动实施的重庆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按下了交通建设的“快进键”、跑出“加速度”。

3年过去了，恰在“十三五”临近收官、“十四五”即将开启之际，
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收官：为重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支
撑，并承载着市民们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大 道 如 虹 铺 坦 途
——重庆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纪实

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大 事 记
2018年1月25日
渝贵铁路、成渝客专枢纽段及重庆西站、沙坪坝站铁
路综合交通枢纽开通

2018年11月22日
渝湘高铁重庆站至黔江段和重庆东站开工

2018年11月27日
万州环线高速新田至高峰段、巫溪至镇坪高速公
路（巫镇高速）开建

2018年12月18日
江北国际机场开通重庆直飞巴黎航线

2019年8月16日
巫山机场通航

2019年9月29日
渝昆高铁开工

2019年11月18日
成渝铁路重庆中心城区至江津段启动改造

2019年12月29日
连接四川泸州和南充的潼南至荣昌高速
公路通车，渝遂高速公路扩能项目开工

2020年6月29日
渝武高速公路扩能北碚至合川段、铜梁
至安岳重庆段和江津至泸州北线重庆
段三条高速公路集中开工

2020年11月9日
渝万高铁开工

2020年11月25日
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及第四跑道
工程开建

2020年12月7日
梁开高速开工；年内，永（川）泸（州）
高速公路重庆段、渝广（安）支线高速
公路等将建成通车

2020年12月18日
仙女山机场实现首航

重庆以加快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为统揽，加
速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目标直指——

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在“一
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打造西部国
际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门户枢纽，为重庆在西
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及高质量发展提供
澎湃动力。

随着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逐步实施，
一个个项目落地落实落细，重庆在铁路、公路、
航空、水路等建设上多点开花，强基础、补短板、
促提升。

随着一张更快捷、更通畅、更高效的水陆空
立体大交通网渐次成型，重庆在打造西部国际
综合交通枢纽的征程上迈出坚实步伐——

望天空：到今年底，重庆全面形成“1+4+3”
民用机场体系，构建起以航空快线为核心的国
内航线网络，覆盖国内主要城市；重庆与世界建
立起畅通的“空中走廊”，累计开通国际地区航
线101条。

瞰大地：近年来，重庆形成以铁路、高速公
路、国省干线为主动脉，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
托，以“四好农村路”为毛细血管的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

铁路加速融入全国高铁网——仅三年时
间，重庆相继开建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渝昆
高铁、渝万高铁3条高铁，启动成渝铁路重庆至
江津段改造工程；成达万高铁开工；力争尽快启
动成渝中线高铁建设。

还有，渝贵铁路、成渝高铁枢纽段、重庆西
站一期和沙坪坝站、黔张常铁路、新建渝怀铁路
二线涪陵至中嘴段相继投用，郑万高铁重庆段
有望明年建成。

公路网络四通八达——高速公路串点成
线、连线成网，建成渝广高速、潼荣高速等11
条高速公路，开建渝武高速扩能、梁开（江）
高速等17条高速公路；干线公路等级明显提
高……

长江上游航运枢纽基本建成——长江朝天
门至九龙坡段3.5米水深航道整治完工，朝天门
至涪陵段4.5米水深航道整治有望年底开工。
长江、嘉陵江和乌江“一干两支”干支联动的航
道体系基本形成，四级及以上航道达到1400公

里。
抢抓新机遇，实现新作为。
今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驶入“快车

道”。4月，川渝首条跨省公交线路——重庆市
潼南城区至四川省遂宁市磨溪的跨省城际公交
开行，沿线百万人受益。到2022年，实现成渝
地区所有具备条件的毗邻市、区、县跨省城际公
交线路全覆盖。

市交通局负责人称，川渝正加快推动交
通运输一体化，着力打造 4 个“1 小时交通
圈”，即成渝双核城市之间1小时通达、成渝双
核至周边主要城市1小时通达、成渝地区相邻
城市 1小时通达、成渝主城都市区 1小时通
勤。

人悦其行，物畅其流。
公路“转得出”，水铁“接得住”。今年6月，

涪秀二线铁路果园港鱼嘴铁路货运站投运，年
装卸汽车能力达60万辆，并全面接入国铁运
输网。此举，将重庆整车铁路运输比例提高
30%-40%。

汽车是重庆支柱产业之一。以前，各大
车企在中心城区主要通过公路运输，但时常
陷入交通拥堵的尴尬中。

随着果园港鱼嘴铁路货运站的投运，更
大运能、更经济、更环保的铁路运输方式，极
大满足了汇聚于两江新区鱼复片区的长安
汽车、上海通用五菱、北京现代等车企的运

输需求，突破了困扰它们多年的物流瓶颈，也大
大缓解了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状况。

这正是重庆对大宗商品调整运输结构的一
个缩影。

“合理调整运输结构，促使更多大宗商品从
公路运输转到铁路或水运上来，可大大提升大
宗商品的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从而提升重
庆支柱产业的竞争力。”市交通局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介绍，之前，由于各种运输方式之
间规划协调不够，我市一些港口、铁路与公路

“连而不畅、邻而不接”，导致货物倒装次数过
多、拉低了运输效率。

自交通建设三年“会战”打响以来，我市加

快了铁路运能提升、水运系统优化、提速多式联
运等建设步伐，全面推进运输结构调整——

重庆率先在果园港、新田港、龙头港、珞璜
港实施铁路专用线建设，同时加快推进大宗货
物“公转铁”，深化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合作，
建立定期联系合作机制，推进与煤炭、矿石、钢
铁、化肥、石化等大客户签订运量运能互保协
议，实施“公转铁”专题营销。到明年底，铁路枢
纽东环线黄茅坪支线建成后，长安汽车等大型
车企的整车运输，在中心城区将100%通过铁
路运输发运到全国各地。

同时，重庆铁路物流枢纽建设提速，打造以
团结村为一级物流基地，以小南垭、鱼嘴为二级

物流基地，以白市驿、龙盛、南彭等12个站场为
三级物流基地的“1+2+12”三级物流节点网络，
加快建设国家综合性铁路物流枢纽。

一系列举措，有效推动了重庆货物运输结
构调整——

2020 年，全市公路货运量占比预计为
82%，铁路货运量占比上升到1.6%；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重庆铁路运输
量仍明显提升，预计全年完成1907万吨，较
2017年增长5.5%。

到今年底，水路货运量预计完成1.97亿吨，
集装箱铁水联运量预计完成12万标箱，分别较
2017年增长6.2%和34.8%。

交通兴，百业旺。
一条条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农村公路，

一条条“空中走廊”，以及以长江黄金水道为
依托的水上交通，犹如活力四射的血脉，有
力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

重庆的集聚和辐射效应显现。2020
年底，全市货物周转量预计达到3515.2
亿吨公里。

以“空中走廊”的关键节点——江
北国际机场为例，截至目前形成了临
空物流、临空制造、临空商务、临空会
展、临空保税等临空经济体系。

2016-2019年，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总产值
年均增长10.1%，其中，航空产业增加值接
近 50%；到 2019 年，该区域的总产值达到
646亿元。

随着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的高效衔接，在
世界经济版图上，以重庆为中心的国际物道
大通道通达东西南北——

向西，中欧班列（渝新欧）成为“一带一
路”上的国际新“邮差”；向北，“渝满俄”班列
联通中蒙俄经济走廊；向南，西部陆海新通道
辐射全球96个国家和地区的246个港口；向
东，以长江黄金水道及沿江铁路干线为依托，

开通沪渝直达快线、渝甬班列等，让地处内陆
的重庆站在了开放前沿。

大交通构建大通道，大通道推动大发
展——

高铁、高速公路、干线公路、航空及水
运，将全市旅游景区景点串联起来，促进了
重庆全域化旅游业发展。数据显示，2019
年全市接待境内外游客 6.57 亿人次，实现
旅游总收入57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
和32%。

“四好农村路”为农村地区带去了人气、
财富，凝聚了民心。一批“资源路”“产业路”

“旅游路”建成。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农村路
网沿线形成和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产值突破
100亿元，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奠定了
坚实基础。

交通运输业取得长足发展。2019年全市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实现增加值977亿
元，为2015年的1.3倍，拉动全市GDP增长
0.3个百分点……

展望未来，重庆交通建设将踏上新征
程、实现新跨越、展现新作为，以交通建设为
支撑，重庆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
广。

重庆交通建设构建

新 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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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空并进 打造西部国际综合交通枢纽

调整运输结构 提升支柱产业竞争力

大交通赋能 有效助推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我市拟投资
5000亿元以上，加快完善综合立体
交通网络，着力构建一体化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重点打造“五个网络”：

铁路铁路
按照“五年全开工、十年全开通”

目标，加快建设“米”字型高铁网和
“三主五辅”出海出境铁路货运通道，
力争开工 1000 公里、建成 1200 公
里，全市铁路营业里程达到3200公
里。

公路公路
完善“双城经济圈”公路体系，加

快建设“三环十八射多连线”高速公
路网，力争开工1000公里，全市通车
总里程争取达到5000公里，省际出
口通道达到32个。继续升级改造国
省干线，推进农村公路提质增效。

水运水运
打造长江上游航运枢纽，健全干

支航道网络，全市四级及以上航道里
程达到1500公里。构建现代港口体
系，全市港口货物吞吐能力新增3000
万吨、达到2.4亿吨。推动“支流转干
流、小港转大港、大港通海港”协同发
展格局，基本建成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
物流中心。

航空航空
与四川合力打造世界级机场群，建

成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及第四跑
道，加快形成“双枢纽”机场格局，着力打
造国际航空门户枢纽。

邮政邮政
城市地区邮政和重点快递企业网点

标准化率达到95%以上，人口密集区县的
智能快件箱投递率达到15%左右，基本实
现“双城经济圈”核心城市间24小时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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