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向西、成都向
东，川渝“一家亲”。

“要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增长极。”2020年1月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出重大部署。

今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五周年。川渝交通建设取得显著
成绩：

今年1月，重庆市梁平区到四
川省大竹县两条跨省公交线路将开
通；

2024年12月31日，四川自贡
凤鸣通用机场至重庆梁平通用机场
首航成功。4天前，重庆梁平到四
川达州和北川的两条跨省通用航空
短途运输航线开通；同日，四川成都
到重庆两江新区的首条低空物流航
线开通；

2024年 12月 30日，四川、重
庆两地共建的万州新田港二期工程
建成，川渝出海再添一条新通道；

2024年 9月 29日，渝昆高铁
渝宜段开通运营，拉近了重庆和四
川宜宾的距离，两地之间最快48分
钟可以到达；

2024年 4月 30日，梁开高速
公路重庆段开通，重庆梁平到四川
开江沿线150多万群众迈入“高速
时代”，两地通行时间将缩短至40
分钟……

双城经济圈建设，交通要先
行。川渝交通建设，从地面到空中、
从陆路到水面、从高速到高铁，“水
陆空”立体交通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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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川渝开行25条跨省公交

最近几天，重庆市梁平区道路运输服
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李小均正在忙碌着，为
重庆梁平袁驿镇到四川大竹县石桥铺镇

“川渝24路公交”、梁平袁驿镇到大竹观音
镇“川渝25路公交”的开通做着最后准备
工作。

“袁驿和石桥铺相邻，两地之间人员
往来密集。”袁驿镇高板桥村村民蒲波说，
他妻子是石桥铺人，每次回娘家只能坐农
客线，每天只有4班，票价全程5元，很不方
便。听说要开通跨省公交，票价更便宜，
他连连点赞，期待早点通车。

梁平区道路运输服务中心主任王谷
亮介绍：“川渝24路公交”和“川渝25路公
交”两条公交线路将于今年1月正式开
通。其中，“川渝24路公交”全长15.7公
里，梁平境内12.7公里、大竹境内3.0公里；

“川渝25路公交”全长16.9公里，梁平境内
14.9公里、大竹境内2.0公里。

2020年4月23日，川渝两地首条跨省
公交——重庆潼南城区至四川遂宁磨溪
公交线路开通。“有了这条公交线路，我开
启了‘双城生活’，家在遂宁，上班在潼
南。”遂宁市磨溪镇村民阮忠诚告诉记者，
他在潼南种植柠檬，每天早上坐公交车去
上班，下午坐公交车回家。“以前没有直达
的公交线路，要到客运站去坐班车，要两
个小时左右。”他说，这条跨省公交开通
后，从潼南城区到遂宁磨溪，29公里的总
里程运行时间约1小时，比以前方便多了。

像阮忠诚这样“双城生活”的人，在潼
南和遂宁还有很多。为了让川渝公交更

顺畅，2024年4月川渝两地交通运输部门
签署“合作备忘录”，协调统筹开展多领域
合作。截至目前，川渝两地已累计开行25
条跨省公交线路，基本实现川渝之间具备条
件的毗邻市、区、县跨省公交线路全覆盖，每
年有300余万人次乘坐跨省公交出行。

空中：川渝开通2条短途运输航线

2024年12月31日下午4点20分，伴随
塔台发出的指令，一架飞机从四川自贡凤
鸣通用机场腾空而起，飞向重庆梁平。下
午5时50分，飞机平稳降落在梁平通用机
场。至此，四川自贡至重庆梁平首航成
功，这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低空
经济发展、打造“空中高速公路”有着非同
寻常的意义。

当天，6名乘客在梁平机场乘坐皮拉
图斯PC-12飞机到四川达州金垭机场。

“飞机高度只有3000多米，我们可以
看到梁平区百里竹海景区、乌梅山风景名
胜区。”乘客杨佳佳说，坐飞机在空中欣赏
景色，有着不一样的美。

刚刚开通的梁平到四川低空航线，受
到众多市民的青睐。“1月的机票已预订
90%，异常火爆。”华夏飞滴市场部负责人
彭乔昇说，很多市民就是冲着欣赏美景来
的。

欣赏景色不止这两条航线，还有旅游
低空线路。2024年12月25日，一架从四
川广安市邓小平故里旅游区南门外广场
起飞的直升机，经过40多分钟飞行，降落
在重庆沙坪坝沙磁文化广场，重庆至广安
往返载人红色旅游跨省低空线路正式启
用。

川渝之间的低空经济合作越来越广
泛。去年3月，重庆和四川签署跨省低空
合作备忘录。去年12月27日，装载着1.5
吨货物的一架通航飞机，从成都淮州机场
起飞，经过约2小时飞行，降落在两江新区
龙兴通用机场，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首条低空物流航线。

到目前，川渝两地之间已实现了短途
运输、物流航线、抢险救灾、观光旅游、教
育训练等10余种低空应用场景。

重庆低空经济正在实现跨越式高
飞。我市明确提出打造“低空经济创新发
展之城”，低空经济初步形成“研发—制造
—服务”全产业链，实现跨越式发展。到
2025年，实现低空飞行“县县通”；到2027
年，实现低空飞行“乡乡通”。

水上：川渝出海再添新通道

日前，一艘来自宁波舟山港的货船装
载3000多吨玉米到达重庆万州新田港。
这些玉米上岸后，通过铁路运往四川。至
此，万州新田港今年的货物吞吐量突破

200万吨。
宁波舟山港是全球货物吞吐量最大

的港口。重庆高速航发集团新田港公司
执行董事谢雷表示，去年7月，新田港和宁
波舟山港强强联手，正式开通江海联运航
线。与传统的水运模式相比，该航线将节
约1/3以上的时间，运输成本比全程汽车
运输模式节约50%以上。

四川看到了新田港的地理优势，于
是，川渝6家单位共同投资，建设4个5000
吨级散货泊位及配套设施，码头最大设计
装卸能力为每小时4000吨，年吞吐能力达
1477万吨。

去年12月30日，万州新田港二期工程
建成。作为长江上游可常年通航万吨级货
轮的深水良港，铁、公、水多式联运枢纽港，
新田港将进一步发挥通江达海的物流大通
道作用，进一步促进川渝地区互联互通。

成渝之间另一个水上交通项目同样
取得新进展。今年4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重点项目、川渝共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
首个航运枢纽——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工
程正式通航，首台机组实现发电投产。预
计今年一季度，所有机组全部投产运行。
届时，四川广元港500吨级船舶和1000吨
级船队，可以经利泽枢纽实现通江达海。

同样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项
目，位于潼南境内的涪江双江枢纽的建设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高速：建成及在建高速达21条

去年12月23日上午，梁平区大北农饲
料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运输饲料的货车
络绎不绝，生产工作正全力开展。谢师傅
是一名专门从事饲料运输的货车司机，梁
开高速重庆段建成通车后，他运输饲料到
四川开江方向直接走高速，又快又安全，
还节约成本，“以前一天只能跑一趟，现在
能跑两趟。”

受益高速公路通车的不止梁平区大
北农饲料公司。在梁平高新区，包括蜀达
饲料、生搏饲料、大北农饲料、双胞胎饲料
等众多饲料生产企业，年产各类饲料达到
数十万吨，生产的各类饲料主要销往川渝
东北区域。

梁开高速重庆段2024年4月30日通
车后，梁平、开江及达州20多个乡镇，2500
平方公里土地，沿线150多万群众迈入了

“高速时代”，两地通行时间将缩短至40分
钟，群众出行更加便捷，农特产品搭上货
运的“快车道”销往全国各地。

目前，建设中的万开达高速公路，正
在为2027年建成通车铆足干劲抓进度。

再来看铁路，中欧班列（成渝）是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合作的杰出代表。截至
去年11月中旬，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

10万列。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和重庆两地在全

国首创中欧班列跨省域合作机制，携手打
造“中欧班列（成渝）”品牌，运营线路50余
条，覆盖欧亚120余个城市节点，截至目前
已开行3.6万列，成为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重要载体。

重庆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五年以来，川渝之间
已经建成铁路通道达6条，并已联合开工
建设成渝中线、西渝、成达万和渝昆等高
铁通道4条。同时，川渝间建成及在建高
速公路达21条，这些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不仅拉近了成渝两地之间的时空距离，也
为两地之间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和保障。

开行25条跨省公交、开通2条短途运输航线、川渝出海
再添新通道……

川渝“水陆空”交通网逐步形成

川渝“水陆空”交通网形成
两地人民出行更加便捷
去年1月，2024年全市交通运输工作

会发布消息称，根据《交通强市建设五年
行动方案》，到2027年，规划投资5500亿
元，重庆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基本建
成，基本形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渝
西地区4个1小时交通圈，基本实现市域
2小时畅行、周边省会城市3小时畅达、北
上广6小时通达。

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研究院专职研究员莫远明认为，
2020年1月以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在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交通领域，
取得了新进展，川渝两地之间的“水陆
空”交通逐步形成，拉近了两地之间的时
空距离，两地群众交往更加频繁、出行更
加便捷、办事更加方便、生活更加舒心，
对促进川渝两地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成
为连通两地群众的“连心线”。

“立体交通逐步形成，为川渝地区打
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莫远明说，川
渝两地要以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为契机，深化交通运输物流体制机制改
革，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运输服
务一体衔接、运行管理协同联动，促进交
通运输物流等领域的跨区域统筹布局和
一体化协同发展，形成川渝地区统一开
放的交通运输物流大市场，高起点、高规
格、高水平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合
力支撑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
内陆开放新格局。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郑三波

万州新田港二期工程 建设中的万达开高速公路

唱好“双城记”
打造增长极

五年巡礼

专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