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是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交通运输
厅党组书记、厅长罗佳明表示，成渝地区交通一体化发展既是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赋予交通的历史使命，又是川渝两省市共
同承担的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川渝两地齐心协力探索创新。

一是一体规划先行引领。协同调整高速公路、内河水运、
普通省道布局规划，编制“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实
现了省际通道布局全对接、建设同时序、标准相衔接，形成了近
期和中长期的发展蓝图。二是一体服务共建共享。坚持以服
务人民为中心，找准服务品质薄弱点，联合发力、精准施策，
打造成渝高速公路“电走廊”。开通川渝跨省城际公交线
路，实现公共交通“一卡通”“一码通”，人民群众获得的实惠
便利看得见、摸得着。三是一体管理规则先行。联合制定
《嘉陵江梯级通航建筑物联合调度规程》，在全国首创开展
跨省联合调度，广元至重庆航行用时减少47%、成本降低
44%。联合制定发布全国首个智慧高速公路地方标准，为川
渝智慧高速公路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全国智慧高速公路

发展提供了川渝方案。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先行

和重点领域，川渝两省市党委政府都高度重视，两省市领导联系
的8个重点项目，有6个是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今年160个川渝
共建重大项目中，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有35个，总投资6049亿元、
占共建项目总投资的45%，今年计划完成投资504亿元、占共建
项目计划完成投资的57%。

继续推进和发展成渝交通一体化，罗佳明建议：
一方面，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尽早开工建设黄桶至百

色铁路、成都至西宁铁路、成渝铁路成都至隆昌段扩能改造工
程和川主寺至汶川高速公路，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一带”
和“一路”的能力和效率。加快建设成达万、成渝中线高铁，尽早
开工建设渝西高铁，尽早形成通往其他“三极”时速350公里的
高铁大通道。加快建设川渝省际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尽
早形成3个“1小时”交通圈（即成渝双核1小时畅达，双核至区
域主要城市1小时通达，都市圈内1小时通勤）。

另一方面，强化管理服务“软联通”。强化川渝两地机场协
同运营，强化航线、航班时刻协调，共同打造国际航空门户枢
纽。统筹优化中欧班列（成渝）去回程线路和运力，强化信息资
源和多式联运衔接，共同打造陆路国际运输通道，构建对外开放
新高地。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交通运输
厅党组书记、厅长罗佳明：

重大项目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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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推动区域互联
互通是首要任务，交通应当先行、做好支撑。”全
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交通局局长许仁安表示，下
一步将加快构建多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的综合
立体交通网络，努力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基
础设施、运输服务、治理体系3个“一体化”。

一年来，川渝两地工作推进“同轨”、交通规
划“同图”、项目建设“同步”、运输服务“同频”。
其中，已启动建设的成渝中线高铁，通车后可将
成渝“双核”之间的通勤时间缩短至1小时内，令
两地群众尤为期待。

许仁安表示，下一步将按照“统一谋划、一体
衔接、互联互通、协同管理、共治共享”思路，以提
升内联外通水平为导向，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当好开路先锋。

一是着眼通欧达海，持续拓展对外大通
道。重庆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重要，重庆
将统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加快构建出海、出
境大通道。

二是着眼链接国际，打造国际航空门户枢

纽。着力推动形成“市内双枢纽协同、成渝
四大机场联动”的机场格局，合力打造辐射
全球的世界级机场群。

三是着眼“四网融合”，共建轨道上的双
城经济圈。根据高铁建设五年行动方案，将全
力推进“米”字型高铁网建设，加快实现1小时成
渝“双核”直连、3小时毗邻省会互通、6小时北上
广深通达。同时，科学谋划川渝间城际铁路网、
重庆市域（郊）铁路网、城市轨道网建设，推进“四
网融合”发展。

四是着眼加密加宽，完善双城经济圈公路网
络。加快建设“三环十八射多联线”高速公路网，
高标准推进成渝地区省际高速公路通道提质改
造，推动实现川渝省际间“八车道”高速公路零的
突破。

五是着眼协同联动，推动长江上游航运枢
纽建设。加快建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构建

“一干两支六线”航道体系、“三枢纽五重点八
支点”港口集群，推动长江上游港口联盟合作
共建走深走实。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交通局局长许仁安：

当好开路先锋 努力实现三个“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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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交通一体化作为支撑区域对外开放、集聚区域产业布局、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
备受瞩目。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交通一体化将如何跑出“加速度”？重庆日报联动四川
日报，分别采访了川渝两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人大代表。

核 心
提 示

川渝代表共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发展

成渝交通一体化 动脉畅通激发双城活力
重庆日报记者 戴娟 周尤 颜若雯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眉灵

2018年，全国人大代表、时任荣昌区委书
记曹清尧就建言加快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
展。他表示，“成渝中线高铁全面启动建设让
人振奋，这对构筑成渝核心主轴，支撑长江经
济带建设，完善西部地区路网布局，保障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而
铁路作为国家战略性、先导性、关键性重大基
础设施，在服务国家战略中肩负着重大责任。
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和

长江沿岸两主两辅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

曹清尧认为，推动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
展，在国家大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当
好“排头兵”，成渝两地推动交通互联互通至
关重要。“交通建设是加快发展的基础和先
导。分布在区域内的大中小城市好比大大小
小、形态各异的珍珠，‘觅得彩线串珍珠’，以重
庆、成都两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为核心，以高
速铁路、城际铁路和高速公路为骨干，依托综
合运输大通道，对每座城市实行有效‘串联’，
实现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快捷到达。”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曹清尧：

“彩线”串珠 高铁把城市有效串联起来

竞技成绩刷新历史 全民普及广受热捧

重庆冰雪运动实现新跨越

冲过终点的王强高举双臂庆祝比赛胜利

市民在室内滑雪场体验滑雪乐趣

2分33.4秒，当王强脚下的滑雪板
触达终点的那一刻，中国越野滑雪的纪
录再次被他刷新——北京时间3月3日
晚，在挪威举行的越野滑雪世界杯德拉
门站男子个人短距离项目的比赛中，重
庆运动员王强凭借强劲的后程实力，最
后时刻成功“超车”，为中国摘得银牌，
成为越野滑雪世界杯历史上首位站上
领奖台的亚洲运动员。

从冬奥会至今，王强一刻未停，愈战
愈勇，不仅在北京冬奥会上两度刷新中国
越野滑雪历史，在越野滑雪世界杯赛上也
一路高歌猛进，不断创造中国冰雪项目乃
至亚洲越野滑雪的新纪录。

王强在世界赛场的频频突破，正是
重庆冰雪运动高质量快速发展的真实
写照。尤其是自“建设体育强市”战略
实施以来，重庆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紧紧
围绕“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冰雪
运动南展西扩东进”两大战略目标，以

“群众普及扩面”和“竞技水平提升”为
主要抓手，在全面抓好内部建设和能力
提升的同时，积极推动冰雪项目普及、
赛事活动开展、后备人才培养、竞技水
平提升，扎实备战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有力谱写了重庆冰雪运动项目发
展的新篇章。

训练备战常抓不懈
竞技成绩不断突破

“今天是一个里程碑，是中国越野

滑雪运动员首次站在世界杯的领奖台
上，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越野滑雪世界
杯赛上摘银后，王强难掩激动，在社交
媒体上发表长文动态。

越野滑雪世界杯是国际雪联A类
赛事，是除了奥运会、世锦赛之外，越野
滑雪领域级别最高的比赛。因此，对于
中国越野滑雪而言，王强收获的这枚银
牌“含金量”很高，同时也是他数年艰苦
训练最好的回报。

“在参加完接下来的两场世界杯赛
后，王强将回到重庆，以重庆越野滑雪

队队员兼教练的身份代表重庆参加全
国冬运会。”重庆市冬运中心负责人表
示，在“建设体育强市”战略实施的第一
年，重庆冬季运动项目在国际、国内赛
场上均实现了重大突破。除了王强亮
相冬奥、闪耀世界杯赛场，去年5月，重
庆冰球队也在2021年全国男子冰球锦
标赛上以惊艳的五连胜闯入决赛，最终
以5胜1负的总成绩获得比赛亚军，创
造了重庆参加全国冬季运动项目比赛
的最佳战绩，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高光的成绩背后自然离不开科学

的训练和周到的保障。据了解，为做好
冬奥会、十四届冬运会、全锦赛等国际
国内大赛的训练备战工作，重庆市冬运
中心在市体育局的坚强领导下，始终以

“突出重点、精准备战”为原则，针对重
点项目的重点运动员和运动队，做好竞
技状态的提升、训练节奏的把握、思想
心理的磨砺，以及参赛组织精细化保
障，增强运动员、运动队的紧迫感和使
命感，着力提升竞技水平，让实现突破
成为可能。

全民普及扩面升温
冰雪运动广受热捧

走进重庆主城一家室内滑雪场，在
一条中高级道上，挤满了前来体验滑雪
魅力的市民。

“这一个月来咨询滑雪培训的人数
是以前的3到5倍，现在报名咨询量就
超过了300人。”重庆一家滑雪学校主
教练封先樵说。

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在全市各大滑
冰场滑雪场已经屡见不鲜。每到冬天，
赏雪、玩雪成了不少家庭亲子游的必选
项，南天湖滑雪场、金佛山滑雪场、际华
园滑雪场、武隆仙女山滑雪场等地，每
逢节假日都人满为患，主城一些室内冰
雪场馆人气火爆也已成为常态。

据统计，目前重庆累计参与冰雪运
动的人数已超400万人次。重庆逐渐
成为冰雪运动的沃土，冰雪运动也逐渐

成为重庆的“热时尚”。由此可见，在冰
雪运动推广普及方面，重庆同样交出了
一份高分答卷。

六大重点谋划新局
重庆冰雪奋力前行

后冬奥时代，重庆冰雪运动发展如
何接力跑出加速度？对此，重庆市冬运
中心负责人表示，2022年是竞技体育
改革发展年，接下来我市冰雪运动发展

将紧紧围绕体育强市建设，将竞技备战
和大众推广同部署、同推进、同见效，大
力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夯实人才基
础；加强后备人才培养，推动冬季项目
专业队建设；紧紧围绕参赛目标，全力
备战“十四冬”；同时将加大冰雪赛事举
办力度、打造精品赛事活动、加强川渝
两地冬季运动融合发展，着力把握“六
大重点”，为我市冰雪运动发展谋新布
局。

石慧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