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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永芹

2月下旬，记者在郑万高铁重庆段
采访获悉，这条令人期待的高铁线路
已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年内即将开
通运营。届时，乘客乘坐疾驰的高铁
列车从万州出发，驶过万重山峦，到达
湖北境内只需1个多小时，抵达河南郑
州也只用3个多小时。

郑万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
铁路网中沿江通道和呼南通道的重要
组成部分，起于河南省郑州市，与京广
高铁、徐兰高铁相连，止于重庆市万州
区。这是重庆快速通达华北、华东、华
中地区的主要客运高速通道，也是重
庆通往北京最快捷、最高效的铁路通
道。

桥隧比高达 98.3%，被
称之为“地铁式”高铁

郑万高铁全长约818公里，设计时
速350公里。其中重庆段长约184公
里，共设万州北、云阳、奉节、巫山4座
车站。

2月25日晚，中铁十一局郑万铁
路重庆段土建9标常务副经理杜驹，站
在郑万高铁万州北存车场外，一列正
在联调联试的高铁列车从他身后驶
过。“这是我参与修建过的地质最复杂
的高铁。”他感慨道。

杜驹参加工作13年以来，曾参与
修建过武广高铁、沪宁高铁、京福高铁
等多个项目。他用“太难太险”四个字
形容修建郑万高铁重庆段时的艰辛。

事实的确如此。
郑万高铁重庆段地形地质条件极

为复杂，高墩、大跨桥梁及长隧众多，
是典型的复杂艰险山区高速铁路，桥
隧比达到全国罕见的98.3%。因为其
桥隧比高得惊人，且大多在洞内施工，
这条路又称为“地铁式”高铁。

重庆段关键性控制工程——全长
18.9公里的小三峡隧道，穿越连绵起伏
的群峰，堪称“地质博物馆”，是目前国
内同类标准中已建成的最长高铁隧
道。

负责小三峡隧道施工的中铁隧道
局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隧道沿
线多为岩溶、滑坡、危岩落石、崩塌、岩
堆、顺层等不良地质和特殊岩土，属一
级高风险隧道。

创新施工技术和设备，
施工效率大幅提高

“如此大的建设难度和施工风险，
若不是创新技术设备和工艺，施工效
率不可能这么高。”杜驹指着万州北存
车场的钢轨说，仅铺设钢轨这项工作，
就堪称创新的“集大成者”。

据了解，传统的高铁钢轨铺设，大
多采用单线铺轨的方式。即当第一条
铁路线铺设完毕后，铺轨车调头回到
车站，然后再次调车作业对邻线进行
铺轨。每次中转时间比较长，影响了
铺轨效率。

中铁十一局完全自主设计、自主
研发的“走单线铺双线”跨线铺轨技
术，即BLCP500型本邻两线长轨铺设
机组，首次在郑万高铁重庆段铺轨中
使用。

该机组在第一条线路铺设完成后

无需中转，可直接对邻线进行长轨铺
设。特别是机组配备的新型全自动导
向装置，可以对长钢轨进行自动导向，
减少了铺轨运输与线下施工单位的相
互干扰及交叉作业，让铺轨准备时间
减少了约50%，铺轨作业效率极大提
高。该技术填补了我国高铁机械化跨
线铺轨作业技术空白。

在吊轨过程中，传统作业方式是
32台龙门吊同时将一根长500米、重
30吨的钢轨吊起放到运轨车上，这需
32人同步作业。项目部采用的智能群
吊技术，只需一人指挥、三人配合就可
完成。

此外，中铁十一局还自主研发了
综合指挥调度管理系统，即使在长大
隧道也可实现通讯定位、道岔开向监
测、车站定位、调度命令智能筛选等，
实现实时监控长轨装卸情况、机车车
辆沿途的车行轨迹，这为500米长钢轨
运输及施工安全“加码”。

小三峡隧道施工中，采用最新的
科技和智能设备征服了施工过程中遇
到的一个个“拦路虎”，也上演了一场

“智斗”大戏。
“巨无霸”智能三臂凿岩台车，三

条长臂可自动伸缩，定位精准，在不到
4个小时的循环施工中，可在岩体上自
动钻凿出一排排分布均匀、线行平顺

的炮眼。它还可以自动涉水行走，并
在炮眼上安装炸药。相比人工开挖作
业，它的打眼效率可提高2-3倍，安全
又高效。

与此同时，在小三峡隧道施工中，
项目部还配备了湿喷机组、液压自行
移动仰拱栈桥、自动浇筑模板台车、整
体移动式沟槽台车、半自动喷雾养护
台架等最先进的工装工艺、专业化设
备，以及采用超前地质预报等技术，形
成了全套流水线作业、配套齐全的工
装设备，确保了施工质量与安全，也极
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重庆中心城区到郑州将
缩至4个多小时

郑万高铁全线建成通车后，重庆
至北京、武汉运行时间将极大缩短。
乘客从重庆中心城区到郑州，高铁车
程预计将由现在的8个小时缩短到4
个多小时，重庆中心城区至北京也只
要6个多小时。

如此快捷的出行方式，让沿线群
众充满期盼。

正是看好郑万高铁带来的便捷，
2017年，总部在河南的金龙精密铜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万州投资设立
了重庆平湖金龙精密铜管有限公司。

重庆公司党支部书记史绪寅表示，目
前公司100多人都是河南籍员工，他们
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希望高铁早日
投运。

“我老家在河南新乡，太期待高铁
开通了。”重庆平湖金龙精密铜管工程
师李红忠说，目前，从重庆万州回老
家，由于没有直达高铁，只能坐一天一
班的普铁，单程就需11多个小时。不
仅如此，每逢过年过节火车票特别紧
俏时，李红忠经常要到重庆中心城区
或者四川达州乃至重庆石柱、湖北利
川中转。有一次，他在回家路上花了
36个小时。

“郑万高铁通车后，从老家到万
州，3个多小时就能抵达。这样，我每
个星期都可以回家看望家人了。”李红
忠说。

“届时高铁通了，职工回家不用再
折腾，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中
来。”史绪寅表示。

万州本地人同样对郑万高铁充满
期待。

万州区天城街道诗仙社区党支部
书记刘顺蓉表示，现在当地居民无论
是北上还是前往东部沿海，要么坐船，
要么走高速或坐普铁，路上时间非常
长。“郑万高铁通车后，将大大缩短万
州到郑州的时空距离，高效安全的出
行环境，将提高大家的幸福指数。”刘
顺蓉充满了期盼。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郑万
高铁线路在引入万州北站后，与既有
渝万城际铁路相接，重庆中心城区市
民前往郑州、北京也更加便捷。“这可
显著提高铁路运输服务质量，改善西
南地区，特别是重庆北上、东出铁路通
道能力和质量。”该负责人表示。

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和长江经济带建设

承接即将通车的郑万高铁重庆
段，沿线区县准备好了吗？

万州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他们正着力推进城市拓展和
品质提升，重点建设高铁集散平台和
机场、港口集散站等基础设施，全力建
设高铁组团片区，加快完善高铁组团
功能布局，推动数字经济、总部经济、
会展经济等发展，将其全力打造成为
现代化的创新生态城。

“郑万高铁将为万州经济发展提供
人才支撑，同时壮大本地劳务经济。”万
州经开区经济发展局运行科科长刘永
忠称，目前万州每年高端人才缺口在
200人左右，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郑
万高铁的开通，为中原、华北和长江中
下游等地区的人们到万州创业就业提
供了极大便利。对于万州产业转型升
级，这无疑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

万州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则表
示，郑万铁路打通了西南地区与中原、
华北地区通道，将加快人流、信息流和
资金流在万州聚集。未来，郑万高铁
在万州将与在建的渝万高铁、成达万
高铁等相接，为万州经济融入国内大
市场提供了空间。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则表示，郑
万高铁对加快沿线旅游资源开发，推
进沿线城镇化进程，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全面融入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桥隧比高达98.3%，多项自主设计自主研发技术运用于建设中

郑万高铁重庆段年内开通运营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见习记者 刘旖旎

记者从3月4日召开的2022
年重庆开放暨商务工作视频会议
获悉，今年，重庆计划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7%左右，外贸进出
口增长 5%左右，利用外资保持
100亿美元以上。

围绕这些目标，今年重庆怎么
做？

加速培育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

据了解，今年重庆将做好消费
升级，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
各环节。其中，加速培育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是重点。

具体而言，重庆将推进国际消
费中心区、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商
旅文体融合发展城市建设试点，打
造中央商务区、寸滩国际新城国际
消费极核，加快建设解放碑—朝天
门、观音桥世界知名商圈。

同时，重庆将大力发展“四首
经济”，联动四川共建富有巴蜀特
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推动国际购
物、美食、会展、旅游、文化五大名
城建设取得新进展。

此外，重庆将加快释放消费潜
力，继续实施“巴渝新消费”八大行
动，培育智慧商圈、智慧餐厅等新
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办好火锅美食
文化节、不夜重庆生活节等“爱尚
重庆”消费促进活动，重点培育1-
2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
展会；传承创新“老字号”，打造商
旅文体融合的潮流打卡新地标。

稳外贸外资，进一步推
动通关便利化

稳外贸外资，是重庆今年开放
工作的重点。

外贸方面，重庆将加快国家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国际营销体系和
自主出口品牌建设，推动国家加工
贸易产业园培育建设，支持两江新
区创建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

范区，加快发展总部贸易、转口贸
易、保税+服务贸易等新业态，大
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同时，重庆
将抢抓RCEP实施机遇，拓展“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南美、非洲等
新兴市场，让更多“重庆造”产品走
出国门。

外资方面，重庆将完善利用外
资考核办法，建立重点项目清单，
鼓励支持外商加大先进制造业、外
资研发中心投资；扩大先进制造、
现代服务、高新技术等领域引资规
模；常态化开展“三送一访”活动，
及时解决外资企业遇到的困难问
题，为企业稳定经营提供服务保
障。

通关便利化方面，重庆将推广
“提前申报”“两步申报”，推行“船
边直提”“抵港直装”，持续巩固整
体通关时间缩减的成效，同时进一
步整合申报要素，精简报关单证，
优化通关流程。

进一步发挥中新互
联互通项目作用

今年，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将继
续聚焦四大重点领域。金融领域
将探索建立国际金融机构入驻绿
色通道，支持重庆及西部地区企业
赴新加坡发行绿色债券；航空领域
将编制中新（重庆）国际航空物流
产业示范区建设规划，积极推动新
航（重庆）保税航材分拨中心落地，
并取得先行先试成果；物流领域将
积极推动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
范基地二期工程、中新（重庆）铜梁
冷链物流项目建设；信息领域将加
快建设中新（重庆）大数据智能化
产业示范园区和信息通信示范点。

同时，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将实
施中新商务合作计划、中新农业合
作计划、中新人才培训合作计划、
中新文旅合作计划。通过四大计
划，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将探索更多
合作领域，为渝新企业、园区提供
高水平商务服务，助推重庆农特产
品拓展东盟市场，培育更多优质人
才，挖掘更丰富的旅游资源。

今年重庆将力争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

外贸进出口增长5%左右，利用外资保持100亿美元以上

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杨
骏 见习记者 刘旖旎）3 月 3
日，重庆海关迎来首票RCEP项
下进口货物——一台货物货值为
365.78万元的日本进口胶印机，
凭日本签发的 RCEP 原产地证
书，可按税率差共减让关税2万
余元，这是记者当天从重庆海关
获悉的消息。

RCEP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的英文简称。它是由中
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和东盟十国共15方成员制定的协
定。2022年1月1日，RCEP正式
生效。

本次货物由重庆中外运报关

有限公司负责，该公司副总经理廖
佳表示，企业代表报关的很多货物
都涉及到RCEP项下的国家和地
区，出口方面有到澳大利亚、新西
兰的汽油机、割草机等，进口方面
有新加坡的线型低密度聚乙烯、澳
大利亚的钛白粉等。随着RCEP
的生效，货主企业也将得到更多的
关税减让。

据了解，今年1至2月，重庆
海关共签发了RCEP原产地证书
111份，涉及货值8794万元，这些
货物均根据种类享受了对应的关
税减免。特别是出口至日本的金
属锰添加剂，货值达 4318.09 万
元，利用RCEP享惠69万元。

重庆海关迎来
首票RCEP项下进口货物

本报讯 （记者 崔曜）“报
告，储能项目系统情况正常，可以
接入电网。”3月4日，国网重庆市
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来到位于渝
北区的新大顺电器有限公司厂区，
完成了对储能项目系统的试验。
随后，该项目正式接入电网，也标
志着重庆首个用户侧电化学储能
项目投运。

“电化学储能项目通过电池作
为介质，犹如一个超大型的充电
宝，在富余的时候把部分电力储存
起来，需要的时候再放出来。”该项
目负责人叶斌介绍说，储能项目可
以自动储电和放电，还具有线上查
询功能，用户可实时检测电流、功
率数据，为项目的后续维护提供参
考。“我们不需要单独派员工驻守
在企业，如果设备的温度湿度以及
其他指标出现了异常，系统会自动
报警，电力员工会立即赶来维护。”
叶斌称。

“储能项目的应用主要是节约
企业的用电成本。”叶斌告诉记者，
分时电价政策出台后，国网重庆市
区供电公司储能项目柔性团队上
门向相关企业宣传相关政策，并结

合企业发展需求，推广储能项目。
2021年12月，新大顺电器有限公
司表达了合作意愿。

“我们的生产线上只有几台大
功率设备，用电时段性特征明显。”
新大顺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中
强称，白天是企业的用电高峰，其
他时间段用电需求并不大。

针对新大顺电器有限公司的
实际用电情况，储能项目团队为其
设计了一套方案：晚上电力价格较
便宜，企业在凌晨到早上8点之间
进行储能，白天储能项目把储存的
电力释放出来，保障企业正常生
产。王中强简单测算了下，储能项
目投用后，公司预计每年可节约电
费10万元。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规划专
家兼新型电力系统专项工作组成
员范璇表示，除了降低企业成本，
储能项目还通过“削峰填谷”方式
减轻了高峰时期全市的供电压
力。同时，储能项目能为用户提
供备用电源，提高了用电的稳定
性。如果储能项目能推广开来，
将减少碳排放，促进“双碳目标”
实现。

重庆首个用户侧
电化学储能项目投运

3月2日，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康明
斯发动机有限公司新基地，工作人员正
在总装线上忙碌。

康明斯是全球领先的动力技术先行
者，该新基地致力于成为康明斯大马力
发动机技术研发及智能制造新标杆，其
产品不仅满足国内市场，还广泛配装中
国主机厂，出口全球市场。目前，项目已
完成投资15亿元人民币，并全面投入试
运营。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重庆康明斯新基地
投入试运营

2月23日，郑万高铁重庆段联调联试。
特约摄影 冉孟军/视觉重庆

成渝中线高铁

2021年9月26日启动建设，全
长292公里（重庆境内线路长102公
里）起自重庆枢纽重庆北站，经重庆
大学城、铜梁、大足、安岳、乐至、简州
新城，终至成都枢纽成都站。

在建设的铁路枢纽东环线

正线全长约158公里，南起渝贵
铁路珞璜南站，向北经珞璜、南彭、茶
园、东港、庙坝、龙盛、统景、木耳、水
土，止于磨心坡北场。

垫江至丰都至武隆高速公路

可行性研究报告于2021年12月
获市发展改革委批复，将于今年开工
建设。路线起于垫江县新民镇川祖庙
（川渝省界处），接拟建S36线大竹至
垫江（四川境）高速公路，止于武隆中
嘴乡斑竹林互通，接在建武道高速。

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

目前项目已基本完成船闸工程
建设，计划2025年完工投运。

乌江白马航电枢纽

目前主体工程已开工。
本报记者 杨永芹 整理

制图/李梦妮

重庆部分国家级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情况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