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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车企的目标是进入世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前十，
力争两席。”1月18日下午，在市政府办公厅举行的市政协六
届一次会议第0001号提案现场督办会上，提案承办单位市经
济信息委、市发展改革委、市教委、市科技局、市人力社保局、
市城市管理局、市交通局、市大数据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
办理回复，并提出办理提案的“路线图”和相关目标，助力我市
现代化汽车产业体系建设。

在今年重庆两会上，九三学社市委会、民进市委会、农工
党市委会、市政协经济界别提出《关于加快我市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建议》“一号提案”。该提案针对我市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研发不强，核心配套不足成为
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提案建议：一是以人才引育
为根本，强化创新链；二是以补链强链为核心，优化生态链；三
是以品牌打造为抓手，提升价值链。

一号提案的主办单位是市经信委，市发展改革委、市教
委、市科技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城市管理局、市交通局、市大
数据发展局是协办单位。

市经信委主任蓝庆华表示，我市传统汽车已形成较强的
科技创新能力，但相比沿海发达地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
新平台较少，我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已有200多家
企业，新能源“大小三电”初具规模但仍需做强。为此，要建立
市区联动的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切实提高招商签约项目的落
地实施和资金到位比例，开展以商招商、专业招商。实施“赛
马机制”，支持创建13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特色产业园。

重庆是全国重要的汽车制造基地，但品牌和产品总体处
于价值链中低端，溢价能力不强。为此，我市全力支持企业和

研发机构发展，打造1—2家全球一流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企业和品牌。支持长安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力争到
2030年进入全球汽车集团销量前十，成为世界级汽车品牌，
塑造“重庆造汽车”的科技形象，引导长安、赛力斯等发展“新
品牌”“新生态”，加快阿维塔、深蓝、问界等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品牌发展，实现品牌和产品向价值链高端跃升。

会上，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市交通局、市大数据发展局
等相关单位，分别就“一号提案”所涉及的多渠道培养产业所
需复合型人才、探索出台重庆英才集聚专项、推进应用场景、
促进交通数据“聚通用”等方面，各抒己见，出谋划策。

与会市政协委员代表进行了发言，九三学社市委会对提
案办理情况表示满意。

会议强调，重庆的汽车工业偏重传统制造，大力发展网联
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芯片是绕不开的重要“关口”。我
市的智能网联系统已有基础但还需要补齐，汽车芯片、传感器
等基础器件基本空白，为此我市要统筹抓好招商引育，优化布
局，着力推动强链、补链、建链，加快形成全球一流的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生态。

要形成世界级产业链，我市要有“硅谷”那样的强大科研
创新能力支撑，助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重塑、再造、提升”
是我市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必经之路，“满天星”
行动计划在强化我市软件产业发展的同时，对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产业同样重要。我市将支持企业和研发机构积极争取
行业标准制定话语权，不断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品牌影响力，打
造世界一流车企和品牌。

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我国将适时开展
智能网联汽车准入试点

据新华社电 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
18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我国新能源汽
车已进入全面市场化拓展期，工信部将加强
政策供给，建立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协调机
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牌照等支持政策，适
时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试点。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05.8万辆和688.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6.9%和93.4%，连续8
年保持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
汽车新车总销量的25.6%。

田玉龙表示，工信部将研究明确新能源
汽车后续支持政策，深入推进换电模式应用
和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启动公共领域车辆全
面电动化先行区城市试点，发挥龙头企业和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作用，加快新体系电池、
车规级芯片、车用操作系统等技术攻关和产
业化，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发展。

市政协一号提案现场督办会：

要形成世界级产业链 重庆要有自己的“硅谷”

昨日，市住房城乡建委发布消息称，重庆轨道交通9号线二期、10号线二期、
郭家沱长江大桥及六纵线北段当日开通。

9号线二期起于渝北区兴科大道，止于渝北区花石沟，全长8公里，设车站5
座，分别是春华大道站、兰桂大道站、中央公园东站、丛岩寺站、花石沟站。其中，
中央公园东站与轨道交通10号线换乘。

10号线二期(鲤鱼池至后堡)起于10号线一期鲤鱼池站，止于后堡站。共设
车站4座，分别是曾家岩站、大礼堂站、七星岗站、后堡站。其中，曾家岩站与2号
线换乘，七星岗站与轨道1号线换乘。

郭家沱大桥项目是快速路“六纵线”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内已建成的最大跨度
路轨两用钢桁梁悬索桥。该项目北起江北郭家沱街道，南接南岸峡口镇，全长约6.2
公里，包括三座立交和一座桥梁。其中，上层桥面宽41米，双向8车道，为城市快速路
过江通道，设计时速80公里，下层桥面宽17米，为轨道8号线过江通道。

六纵线北段南接郭家沱大桥，北至观音堂立交接快速路六横线，全长20.5公
里，为双向8车道。

郭家沱大桥及六纵线北段建成后，将共同形成纵贯东部槽谷的南北向大通
道。同时，这座桥梁将缓解中心城区南北向交通压力，实现两江新区和南岸区快
速通达，使两江新区与南岸区、重庆经开区的路程从40分钟缩短到10分钟。

需要提醒的是，郭家沱大桥通车后，将禁止摩托车通行，请市民按照相关道路
交通规定及现场交通指示标识安全、文明、有序行车。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心城区城市道路规划“一环、七纵、八横、
九联络”共956公里快速路网体系，截至目前，已通车573公里，基本形成“一环、
六纵、五横、三联络”快速路网结构。此次郭家沱大桥通车后，中心城区累计建成

“37桥22隧”，累计城市道路通车总里程超6250公里，路网密度达7.1公里/平方
公里、位居全国前十。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华龙网

1月18日，记者从林同棪国际工程
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了解到，随着轨道
交通10号线二期通车试运营，南纪门轨
道专用桥成为世界上建成的最大跨度的
城市轨道交通专用斜拉桥。

据南纪门大桥设计师、林同棪国际
(中国)轨道桥梁经理漆勇介绍，2019年
重庆轨道环线通车后，环线高家花园轨
道专用桥以340米主跨成为世界最大
跨度的城市轨道交通专用斜拉桥。南
纪门轨道桥建成后，以480米的主跨成
为世界最大跨度的城市轨道交通专用
斜拉桥。

为什么南纪门轨道桥要采用斜拉
桥？漆勇认为，首先，这是满足功能的
需要。

南纪门轨道桥是轨道10号线跨越
长江的关键节点工程，位于石板坡长江
大桥下游约450米，轨道过江是首要的
功能需求。但由于两岸地形地势局限，
没有较强的道路干道系统衔接，经权衡
利弊，该桥被定位为轨道专用桥。

其次，是通航的要求。
南纪门轨道桥主跨经试验确定为

480米，桥梁结构设计需要满足轨道交
通通行的刚度要求。为此，设计者在主
桥采用了五跨高低塔双索面斜拉桥，引
桥为三跨等截面连续梁桥。同时，主桥
及引桥主梁均采用钢箱叠合梁的形式，
桥塔为门型桥塔形式。该结构经过设计
分析、风车桥耦合分析及风洞试验，较好
地满足了轨道交通运行的安全性和舒适
性标准。

“当然，桥梁位于中心城区核心区，
景观设计也是重中之重。”漆勇表示，斜
拉桥桥塔设计为带弧线曲面元素的门型
桥塔，既赋予了桥梁力学上的稳定感，又
不失轻灵飘逸的柔美风格，结合高低桥
塔的搭配，空间上形成丰富的层次变化，
与长江两岸风貌形成有机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南纪门轨道桥首次
在城市轨道交通特大桥梁中采用钢箱叠
合梁主梁。为减小结构震动噪音，增大
主梁刚度，该桥采用了钢箱叠合梁主梁，
桥面板采用预制混凝土板，通过集束式
剪力钉与钢箱梁连接。如此一来，既减
小了纯钢箱结构较大造成的运行噪音，
又实现了装配化绿色施工。

郭家沱长江大桥创下一项纪录——
国内已建成的最大跨度路轨两用钢桁梁
悬索桥。郭家沱大桥主桥长1403.8米、
主跨720米，上层为双向8车道快速路，
下层为轨道8号线预留过江通道。这项

“国内之最”是如何创造的？记者采
访了大桥的设计师和建设方。

设计之新
据郭家沱长江大桥

设计师、林同棪国际（中
国）桥梁设计师刘信航
介绍，郭家沱大桥主塔以

“门楹纳水”为设计理念。
大桥钢桁梁和主塔

涂装采用的是浅蓝灰，主缆
颜色是国际橙，吊索是皓月
白，配合桥塔“门楹纳水”造型，将
水元素融入传统门式桥塔之中，与山水
重庆的独特景观风貌相得益彰。

建设之难
“大桥整个钢桁梁总重约2.5万吨，

相当于4座埃菲尔铁塔，主跨更是达到
720米。”项目建设方——重庆中建郭家
沱大桥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绕说道。

项目总承包部总工程师杨毅辉介
绍，面对项目建设中的困难和挑

战，项目成立科技攻关小组，
联合重庆市交通大学进行
项目技术研发，针对性地
制定施工方案、创新工
法，累计推动投入实践
运用的成果68项，保证
了工程的顺利推进，助
力安全高效生产。

在大桥钢桁梁设计
建造中，采用三角桁架受

力体系，大桥每节段钢桁梁
的纵截面都为“Z”字形，与传

统桁架相比，结构更稳定，钢材用量
节约 20%以上。在钢桁梁架设中，
采用适时刚接法，全桥合龙实现无应
力连接达到设计成桥线型，节省工期
30天。

巴渝大地庆新春
世界第一

南纪门轨道专用桥设计有何秘密?

新春走基层 国内之最
郭家沱长江大桥是如何创造的？

一桥两轨通车迎春
中心城区已建成37桥22隧

重庆轨道交通10号线
列车通过南纪门轨道大桥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供图）

重庆郭家沱长江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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