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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
近年来，坐拥临空优势的渝北区

牢牢把握交通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大
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为加快建设国
际空港综合交通枢纽、川渝交通一体
化示范区、重庆市智慧绿色宜行示范
区、重庆市乡村振兴交通服务示范样
板区打下了坚实基础。

“十四五”时期，渝北区将围绕加
快建设交通强国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等国家战略，统筹资金约1104亿元，
加快建设交通强区，为建设“四个大
区”打造“标杆城区”提供坚实保障。

建设交通强区
推动交通事业大提速大发展

全年完成旅客吞吐量3576.6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47.7万吨，飞机起降27.9万架次，比2020年分别增长
2.4%、15.9%和2.2%……凭借这一组“硬核”的数据，
2021年，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成为排名全国第四、全球
前50强机场。

在渝北的“大交通”格局中，江北国际机场无疑是
其最生动的主角。

“十三五”以来，渝北区交通事业发展突飞猛进，
交通投资高速增长，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822.67
亿元，同比增长约83%，创历史新高。其中航空109
亿元，铁路98.1亿元，高速公路93.4亿元，普通公路
80.9亿元，城市轨道交通298.47亿元，交通运输、仓
储及邮政业占全区 GDP 比重同比从 4.7%提高至
6%。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交
通强国建设纲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
重大国家战略的陆续出台，渝北区作为重庆对外
交通枢纽门户，将进一步承载空港型国家物流枢
纽、渝广交通一体化、交通强市建设等重大举措。
渝北区综合交通发展将在“十四五”步入更高层
次，展现全新面貌。

3月2日，渝北区召开交通强区建设领导小组第
一次会议暨2022年全区交通工作推进会议。会议提
出，渝北区将以更大力度推进交通强区建设，全力推
动交通事业大提速、大发展，为建设“四个大区”、打造

“标杆城区”提供坚实支撑。
按照交通强区建设要求，渝北区将抢抓交通强

国、交通强市战略机遇，围绕渝北区建设高质量发展
的经济大区、高水平开放的临空大区、高能级策源的
科创大区、高品质生活的城乡大区“四个大区”发展定
位，全力推进“五大网络，五大体系”建设。

到2025年，渝北区将基本建成国际空港综合交通
枢纽，全面实现“半小时主城、1小时都市、2小时双城、3
小时全国主要城市”目标，为渝北奋力打造成渝地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标杆城区贡献交通力量。

助推区域融合
打造川渝交通一体化示范区

去年6月，重庆市级交通重点工程——渝邻快速
通道（南北大道）二期工程全部建成并正式通车。

南北大道二期项目起于渝北区兴隆镇、止于渝北
区茨竹镇。路线全长约15公里，双向四车道，总投资
10.4亿元。项目通车后，二期工程和一期工程一同将
连接空港大道、跨越三环高速，不仅将渝北北部片区
与重庆绕城高速有机相连，还能让江北机场、保税港
区等地直达川渝高竹新区，打通川渝交流新通道。

“南北大道二期工程的通车相当于在已有国道
210的基础上，新增了一条重庆通往四川邻水的大通
道，以后从主城区出发到达高竹新区只需要40分钟
的时间。”渝北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将进一
步畅通渝北南北交通大动脉，强化渝北作为重庆北
上四川的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有力助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

目前，渝邻快速通道（南北大道）三期工程渝北段全
面开工建设，力争年内主体工程完工，2023年建成通车。

渝北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交通强区建设
中，渝北区将依托其毗邻四川广安、背靠重庆主城都
市区的区位优势，积极对接广安地区，有序推动渝北
建成川渝地区一体化示范城市。

接下来，渝北区将着眼区域融合，以高竹新区为
抓手，推进渝北与广安、邻水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推
进渝北与长寿、北碚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打造川渝

交通一体化示范区，充分发挥渝北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中的示范作用。

着眼城市提升
强化综合交通体系建设

早春3月，位于渝北区空港新城的春华大道鹿山
隧道开挖工地现场一片忙碌。目前，该隧道开挖量已
达到50%以上，春华大道预计今年底将建成通车。

渝北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春华大道鹿山隧道
工程是连接空港新城、保税港空港功能区和空港工业园
区的关键性节点工程，也是渝北区2022年重点项目。
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渝北区骨架交通路网，带动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空港新城区域发展注入持续活力。

春华大道鹿山隧道的建设，是渝北区着眼城市品
质提升，强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

“十四五”时期，渝北区将加快构建畅联畅通的城
市路网体系、高质便捷的慢行交通体系、供需平衡的静
态交通体系、安全高效的交通运行体系，打造生态宜行
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今年，渝北区计划实施重点交通项目32个，计划完
成投资64亿元。积极为机场T3B航站楼及第四跑道工
程建设提供服务保障。力争完成洛碛码头一期工程前
期工作，适时启动建设。加快完善“一环十射三支”铁路
网体系，助力铁路枢纽东环线及机场支线建成投用，同步
完善古路、统景、郭家3个火车站站点配套设施。加快推
进两江大道北延伸段统景场镇段、G351草坪至古路建
筑产业园连接道、G351古路至南北大道等高等级公路
建设。针对矿山公园、玉峰山森林公园、中北部片区横向
路网短板，有序实施关旱路、双关路、朗玉路等，适时启动
新统大路、永高路、大高路等项目建设。

坚持便民惠民
不断增进群众交通福祉

交通运输发展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是最重要的民生工作之一。

近年来，渝北区牢固树立“抓交通就是抓民生”的
理念，不断改善和提高交通运输公共服务水平，努力
为人民群众提供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服
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

“十三五”以来，渝北区新改建普通干线公路461
公里、“四好农村路”2184公里，总里程达3258公里，
密度增至224公里/百平方公里、位列主城9区第3，全
市率先实现村民小组通畅率100%。

同时，渝北区积极推进公交向农村普及，统景、大
盛、茨竹、洛碛、大湾先后开通公交，全面实现“镇镇通
公交”，木耳、大湾、古路、洛碛、王家等6个镇街出行更
加便捷，全面实现“村村通农客”。

值得一提的是，渝北区在我市全面实行农村客运“2
元一票制”，降低农村地区群众出行成本，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为加强川渝合作，在全市率先开通2条跨省农村
客运线路，渝北、邻水两地7万多名群众出行更加方便。

“十四五”时期，渝北区将继续立足群众所需、所
盼、所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
升运输服务品质，努力让群众出行更加高效、便捷。

在城市地区，渝北区将继续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布局，加快4条在建轨道建设，切
实增强公共交通在市民出行方式中的主导地位。

在农村地区，渝北区将着力改善交通条件，继续
加快农村公路通畅工程建设，按照建好、养好、护好和
运营好“四好农村路”要求，加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
大力发展农村客运，支持现有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
造，确保“开得通、留得住、有效益”，真正让农民群众
享受到农村交通建设的成果，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交通市场活力和创造力

渝北区交通局将进一步打造交通最优营商环境，
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着力营造服务和效率最
优、成本和负担最低的“营商环境升级版”，全面推行

“一窗通办”，增加“全程网办”事项占比，落实周末“不
打烊”服务。做好“川渝”“跨省”“全渝”“四区”通办等
改革事项的承接和审批工作；做好政策扶持的“加
法”，通过实地走访、定期座谈、现场办公等方式传递
政策、解读政策，畅通企业反馈问题、反映诉求的渠
道，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为企业解决实际
困难；做好涉企收费的“减法”，降低工程项目履约保
证金，及时拨付建设资金，最大限度减少行政许可收
费项目和金额，切实为企业“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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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四个大区”打造“标杆城区”提供坚实交通保障

渝北 按下交通强区建设“快进键”

乡村产业路

解读渝北“交通强区”

总体目标
到2025 年，基本建成国际空港综合交通

枢纽，全面实现“半小时主城、1小时都市、2小
时双城、3小时全国主要城市”目标。

打造“五大网络”
高品质、达全球的航空网络。2025年，基

本建成江北国际机场 T3B 航站楼和第四跑
道，年保障起降58万架次以上，年旅客吞吐能
力满足 80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满足 120 万
吨。

高标准、通四方的铁路网络。加快构建
“一环十射三支”铁路网，到2025年，开工高铁
项目40公里，建成普铁项目89.5公里，全区铁
路运营总里程达到203.5公里。

高质量、广覆盖的公路网络。加快构建
“三环六射”高速公路网，全面提升路网服务
能力，开工建设高速公路26公里（渝邻高速复
线）。升级改造国道、省道188公里，普通国道
二级及以上达到95%。实施县乡道大中修500
公里，新改建“四好农村路”500公里。

高效率、便群众的城市路网。到2025年，
建设城市各级道路179条和关键节点10个，新
增城区各级路网里程约206.8公里，建成区平
均路网密度提高到8公里/平方公里，道路面
积率达到15%以上。

高等级、通江海的水运网络。到2025年，
建造万吨级130米船型的船舶15艘，标准化船
舶8艘，新增运力20万吨，总运力达100万吨
以上，进一步优化港口结构，港口货运吞吐能
力达到1800万吨。

完善“五大体系”
高品质、优服务的城市出行体系。到

2025年，建设人行立体过街设施29个、山城步
道绿道 16 条、城区步行环境优化项目 15 个。
建设公共停车场 39 个，提供公共停车泊位 1
万余个。

高效率、优衔接的客货运输体系。加快
构建高品质的客运服务体系，努力形成“内轨
外铁”1小时通勤骨干网络，完善公交场站，实
现轨道交通与公交无缝衔接。

高保障、快响应的安全应急体系。高速
公路、普通干线公路应急救援响应时间不超
过1小时。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隧道、桥
梁、港口、“两客一危”运输车辆、船舶监控覆
盖率100%。

高质量、重环保的智慧绿色体系。加快
建设智慧交通，基本建成综合交通运输大数
据资源中心，结合 5G 通信技术，打造智能化
的交通运行监测与服务体系。

高协同、强规范的现代治理体系。持续
推进重大领域改革，建立完善政府、市场、社
会等多方协作的现代交通运输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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