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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成渝两地交通一体化发展
的重要领域，水路运输也在其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涪
江双江航电枢纽、渠江航道整治等
一批重大水运项目建设正在加速推
进中，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
了强劲活力。“利泽航运枢纽和双江
航电枢纽建成后，不但可以使四川
境内的 500 吨级船舶全年顺利通江
达海，而且还可以完善沿江交通运
输体系和产业布局，有效降低物流
运输成本，对于加快建设长江上游
航运中心、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发挥重要支撑作用。”重庆高
速航发集团董事长如是说。

成渝两地交通部门签署的《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运输服务一体化
发展合作备忘录》提出，不仅将推动
嘉陵江、渠江等航道提档升级，今年
还要争取国家启动三峡水运新通道
建设，联合开发适合长江上游航道
的三峡升船机标准船型，开发推广
适应嘉陵江流域的干支直达标准船
型；全面整合泸州、宜宾、乐山、广

元、南充、广安等港口资源，加强与
重庆主城、万州、涪陵、忠县等港口
合作，推动泸州、宜宾港至重庆“水
水中转”班轮常态化运行，推进四川
航运业务融入重庆航运交易所，全
面合作推进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
设。

同时，将共同打造长江上游港
口群，构建重庆“3 核心 8 重点 10 一
般”港区布局体系；打造四川“两核
六翼多点”港口群，带动成都、川南、

川东北、攀西经济区发展，进一步发
挥沿线港口的服务功能，以水运促
进地方经济发展。此外，将创新发
展水上旅游圈，开辟四川水上旅游
新路径，发展省内“两轴五线四心六
核”水上旅游圈，加快重庆长江三峡国
际旅游发展，建设现代化邮轮母港。

依托重庆航交所，成渝两地交通
部门还规划培育发展航运总部经
济，形成航运服务集聚区，开展航运
交易、航运信息咨询、航运指数研发
等航运服务，大力发展航运交易结
算、再保险、融资租赁、融资担保等
特色金融服务，推动两地航运发展。

5 月 11 日，笔者从江苏淮安交通
运输局获悉，今年淮安市将全面推进
京杭运河淮安段绿色现代航运示范
区建设，积极打造砚临河、崔大泓、
萧湖等示范河道等等，为淮安实现

“崛起江淮”梦想、重现“运河之都”
辉煌提供强劲有力支撑。

近年来，地处江苏北部几何中心
的淮安，奋力打造高质量交通强市，
逐步构建起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对苏
北地区乃至江苏省起到了“一子落而
满盘活”的综合效应。

拥抱机遇
迎接交通“窗口期”

当前，淮安正面临长三角一体
化、“一区两带”建设等重大战略交
汇叠加实施机遇，《大运河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打造运
河绿色航运，《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
规划》确立了淮安作为区域中心城市
以及铁路枢纽、航空货运枢纽、成品
油输储网络中心枢纽、淮河水运中
心、区域物流中心的“一中心五枢
纽”地位，江苏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
推动苏北轨道建设实现突破、打造苏
北交通枢纽体系。推动淮安航空货
运枢纽建设并成功纳入《长江三角洲
区域发展一体化规划纲要》。国家和
省重大战略赋予淮安的枢纽定位，为

淮安新一轮交通大建设大发展带来
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

淮安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就犹如搭建一根“导管”，一头连
接淮河生态经济带等广阔的腹地，一
头连接东部沿海等长三角发达地区，
这既有利于淮安将更宽更广范围的
腹地资源吸引中转到沿海地区，也有
利于淮安将沿海发达地区各种优质
资源要素吸引中转到腹地。

重现辉煌
捧出亮眼“成绩单”

在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区域竞争
态势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淮安主动
回应国家和省重大战略，积极构建综
合交通枢纽，建成了一批具有关键性
支撑、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交通工程，

“运河之都”的历史辉煌初步显现。
“十三五”以来，淮安累计完成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505 亿元，是“十
二五”同期的 2.9 倍。其中 2019 年完
成投资 155 亿元，占当年计划 120 亿
元的 128%，再创历史新高。

阔步迈入高铁时代。去年 12 月
16 日，徐宿淮盐、连淮铁路正式开通
运营，标志着淮安正式迈入高铁时
代。此前的 9月 20日，宁淮城际铁路
正式开工建设。目前，淮安全市铁路
营运里程达到 226.1 公里，现有普铁

2条、里程 100.5公里；高铁 2条、营运
里程 125.6 公里，正在加快推进沂淮
铁路、沿淮铁路规划，加快宁淮铁路
建设，积极构建 7 条铁路交会、多向
放射的全省重要铁路枢纽。

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淮安公路
总里程达到 1.35万公里，实现了县与
县之间通一级公路，县与乡之间二级
以上公路全覆盖。全市高速公路里
程达 404 公里，京沪、长深、盐洛、淮
徐、新扬、金马 6 条高速公路贯穿境
内，县域全部通高速公路，并在苏北
率先建成长 90公里、辐射 6个方向的
城市高速公路环。全市公路网密度
按人口计算为 27.43 公里 /万人，位居
全省第一。

全货机航线成功首航。淮安航
空货运枢纽建设纳入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规划和省委省政
府《关于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交
汇点建设的意见》等重要政策文件，
航空货运枢纽建设快速推进。去年
7 月 9 日，淮安至西安全货机航线实
现首航，成为江苏省和陕西省之间的
首条商业全货机航线。淮安机场通
航城市增至 32 个，全年完成旅客吞
吐量 234.8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突破
1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54.8%、63.2%，
增幅在华东地区乃至全国位居前
列。淮安涟水机场二期扩建工程
2018 年建成投入运行，跑道由 2400

米增加至 2800 米，新增客货机位 13
个。

“黄金水道”大放异彩。去年 6
月 28 日，淮安市区首座全钢结构桥
梁淮安运河大桥建成通车，大幅提
升“黄金水道”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能
力。目前，淮安全市共有航道 73条、
总里程 1483 公里，京杭运河、淮河、
盐河、洪泽湖西线等三级及以上航
道里程达到 231公里、位居全省内河
第二。全市港口吞吐能力超过 1.1
亿吨，500 万吨级以上吞吐能力的码
头有 4 个，千吨级以上泊位达到 134
个。

枢纽经济
为优质发展注入新动能

随着淮安综合交通枢纽网络体
系日趋完善，客货运量各项指标持续
稳定增长态势，淮安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有效支撑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运输经济稳步增长。2019 年，全
市客运量达到 8189 万人，其中公路
占 94.16% 、水 路 占 0.15% 、铁 路 占
2.82%、航空占 2.87% ；货运量达到
1.33亿吨，其中公路占 53.6%、水路占
45.72% 、铁 路 占 0.68% 、航 空 占
0.007%。京杭运河两淮段是世界上
最繁忙的内河航道之一，淮安船闸年

船舶通过量达到 2.99 亿吨。全市港
口货物年吞吐量达到 7810 万吨，位
居全省内河第一。2007 年底淮安在
苏北运河率先开通了集装箱运输，通
过 10 多年来的快速发展，已拥有淮
安新港、盐化工和南港三个集装箱作
业区，11 个千吨级集装箱泊位，吸引
了周边地区化工原料、钢材、陶瓷、
电机、电缆等十几种货物在淮中转，
淮安新港拥有国家二类水路开放口
岸，实现外贸货物“属地报关，异地
放行”。2019 年新开通至周口、蚌埠
两个淮海生态经济带城市航线，开通
的内外贸航线已达到 11 条，集装箱
吞吐量达到 24.4 万标箱，同比增长
20.7%，持续位居全省内河第一。加
快推进运输结构调整，成功开通淮安
至宁波海铁联运班列，为淮安及周边
地区外贸业务架起连通海港的便捷
通道。

绿色交通理念融入城市发展。

淮安是全省第二个全国低碳交通运
输体系建设试点城市、苏北唯一的全
国绿色循环低碳交通区域性试点城
市，高分通过交通运输部考核验收。

淮安在江苏省率先建成内河水
上交通安全综合监管平台，建设了感
知公路、路网监测、水上 ETC、公交智
能调度系统、掌上公交等信息化项
目，有效提升了交通运行监测能力。
淮安大力开展全市普通公路、高速公
路、航道、铁路、港口等交通干线沿
线环境综合整治，使交通干线沿线成
为展示“美丽淮安”的景观带、风景
线。

近年来强力推进非法码头整治，
累计拆除非法码头 118 座、取缔非法
浮吊船作业点 163 处、规范发证码头
32座，成效空前。

淮安不沿江、不靠海，却依靠自
身的优势，走出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
的综合大交通发展之路。

5 月 10 日，近 10 吨物资和跨境电商货物搭乘
航班从武汉飞往日本大阪，这是 4月 8日武汉复航
以来开行的首条国际定期货运航线；5 月 9 日，满
载物资的中欧班列从武汉驶向塞尔维亚；5 月 9
日，武汉至日本集装箱江海直航航线正式开航。

连日来，武汉的航运、铁路和航空三大国际大
通道动作频频。新增国际货运航线、新开国际直
达航线、中欧班列持续开行，大交通全面发力。

从关闭到重启，从不断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
援助物资到如今武汉产品持续走出去，向全球各
地输送各项重要物资。最近，武汉国际物流大通
道正在全面恢复，侧面反映了城市经济复苏的节
奏，武汉正在加快抢抓时机，重回全球经济产业链
当中，重建与世界的链接。

中欧班列——
打通欧亚大通道

5 月 9 日上午，中欧班列从吴家山站驶出，从
阿拉山口出境，18 天后将抵达塞尔维亚首都贝尔
格莱德。

这不是武汉发出的第一趟援助班列了，中欧
班列（武汉）3 月 28 日恢复常态化开行以来，已累
计开行 15 列，发送货物 1366 标箱，实载率稳定在
98%以上，出口货物包括汽车配件、光电产品、机
械设备、五金工具、防疫口罩、医用纱布等物资，
主要运往德国汉堡、杜伊斯堡、波兰马拉，少量到
达法国杜尔日、匈牙利布达佩斯。

江海直达——
武汉港承担全省进出口80%运输任务

5 月 9 日下午，在武汉阳逻港一期码头，“华航
汉亚 2 号”轮装载成人尿不湿和工业原料等货物
的集装箱启航运往日本，预计 5 月 14 日抵达日本
神户，这标志着长江中上游第一条国际水运航线
——武汉至日本集装箱江海直航航线正式开航。

对于直航日本，日本伊藤忠商事东亚区食料
事业部中国生鲜食品部部长上沢孝史表示，他打
算将日本的海鲜运到武汉，以武汉新港空港综保
区阳逻园区为基地，发运到中西部地区。

“原来武汉出口日本货物一般是江海联运到
上海中转模式，时间需 8 天。如今采用江海直航
模式，航线点到点江海直达运输，武汉直达大阪、
神户、名古屋只需 5 天，比现有航线节约 3 天时
间。”武汉新港委负责人介绍。

武汉港已形成了一个全球性江海联运网络。
“目前，全省 80%以上的进出口货物和 80%的集装箱运输是通过武汉港
实现的，阳逻港已成为湖北武汉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分工的重要窗口和
咽喉。”这位负责人说。

武汉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炳木说，随着越南、泰国等东南
亚国家的逐渐解封，5月份，这些地区需要进口的大米、椰丝等货物量会
增多，江海直达船的班次和船量也会跟着增多。这既有助于相关企业
的复工复产，更助于国内外贸易和经济的恢复。

国际航空货运——
全货机航点覆盖全球12个城市

作为空中交通大动脉，武汉天河机场自 4月 8日武汉复航以来，国际
货运航线也在陆续恢复。

5 月 10 日，天河机场又新增到日本大阪的定期国际货运航线，这不
仅是武汉复航以来的首条国际定期货运航线，更重要的是，它搭载了跨
境电商货物，缓解了武汉相关外贸企业国际运输困难问题。

“定期货运航线的开通，意味着有稳定的运力，本地企业生产的货物
可以随时订舱走，货物进出口的物流渠道更方便。”湖北机场集团航空
物流有限公司货站经营部国际货运室经理汤明波解释，这减少了企业
物流成本，提高了运输时效，通关时效和安全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证。

截至 5 月 10 日，武汉天河机场国际全货机进出港航点已覆盖大洋
洲、欧美、日韩等全球 12 个城市，极大地助力了湖北省内企业复工复产
达产，有利于外贸企业扩大进出口、拓展新市场、培育新动能。

“目前全市上下都是加快推动复工复产，主动作为、快干实干，交通
作为经济发展的先行官，更是要跑在前面，下好‘先手棋’。”武汉市交通
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武汉国际物流大通道密集接连打开，越来越多
的物资正通过武汉的国际物流通道输送向世界，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成渝双城交通一体化快马扬鞭成渝双城交通一体化快马扬鞭
□ 全媒记者 周佳玲

5 月 8 日，重庆市交通局召开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立体交通网
规划暨重庆市综合交通运输“十四
五”发展规划主城都市区座谈会。

会 议 透 露 ，成 渝 双 方 正 在 携 手
编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立
体交通网规划”，将进一步加强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互通水平。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今年 1 月
3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就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出重大
部署，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摆在
七大重点任务之首。自此，成渝两
地交通部门积极行动，致力于推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发
展。

3月 17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四川重庆党政联席会议第
一次会议召开，强调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在西部形成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优化国家区
域经济布局；有利于打造内陆开放战
略高地，优化国家对外开放格局。

3 月 25 日，重庆市召开 2020 年
全市交通工作会议。会上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形成“多向辐射、立体
互联、一体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
体系，努力建设重庆—成都双核多
层、内陆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
际交通枢纽，重点打造一流国际多
式联运集散体系、一流国际航空集
群体系、一流铁路枢纽体系和一流

航运体系。此外，要着力构建成渝
双核超大城市之间 1 小时通达、成
渝双核至周边主要城市 1 小时通
达、成 渝 地 区 相 邻 城 市 1 小 时 通
达、成渝主城都市区 1 小时通勤 4
个“1 小时交通圈”，实现基础设施
网络“一体化”、运输服务体系“一
体化”、交通治理体系“一体化”三
个一体化。到 2035 年，力争成渝两
地构建起“面向全球、辐射全国、引领
西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为推进成渝交通一体化建设步
伐，4 月 24 日，成渝两地交通部门又

签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运输服
务一体化发展合作备忘录》，提出成
渝交通部门将加强运输服务领域的
规划统筹和政策协调；在道路运输
领域，将推动两地联程客运、城际客
运、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推进道路
货运升级，完善枢纽城市货运设施、
加强农村物流发展；在多式联运合
作领域，将加快建设多式联运枢纽
中心和多式联运示范项目；两地还
将推进行业协同治理、共同优化营
商环境、完善合作会商机制。

实际上，今年以来，成渝两地交

通部门已多次开展衔接，当前正在
携手编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
合立体交通网规划”“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交通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2020—2022）”“综合交通‘十四五’
发展规划”等，从交通运输层面为双
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进行顶层设计。

此外，两地交通部门也已经形
成共识 :即按照“规划实施、基础网
络、枢纽建设、运输服务、运营管理”
等“五个一体化”高起点推进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发展，力
争用 3—5 年建成投运一批标志性
的重大交通项目，培育一批便捷高
效的运输组织模式，建立一套创新
协同的政策机制。

建设成渝双城经济圈，是四川、
重庆两省市共同推进的一件大事。
除了强化顶层设计之外，两地交通
部门也在不断推进合作项目落地，
从成果上展现出交通一体化的推进
进度。

4 月 9 日，“川渝贵”跨省环线顺
利开行，将川渝贵的 15 座城市串联
成一个头尾相扣的交通圈。这是国
内首个跨省动车环线，全程仅需 8小
时左右。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条环
线不仅凸显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辐射作用，更引入了第三城作为
助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成为西部地区核心增长极。
4 月 15 日，重庆首趟渝蓉“点到

点”班列从重庆兴隆场编组站驶出，
9 小时后抵达成都大湾镇站。本次
班列载有日用化工、葡萄糖和汽配
等货物。班列顺利开行，有利于进
一步激活成渝两地商贸往来，推动
成渝两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助
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4月 23日，重庆潼南城区至四川
遂宁磨溪镇开通运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首条跨省城际公交线路。该
线路总长 29 公里，35 个站点，全程
运行时间约 1小时。据悉，按照成渝
两地交通部门统一安排，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跨省城际公交线路还规
划有 13 条，中长期规划有 40 条，这
将有利于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进一步强化提供交通运输服务保
障。

不止如此，当前，成渝两地一大
批交通项目还在持续推进之中。 4

月 14 日，广安市与重庆市 7 个毗邻
区县联合签署了《共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融合发展先行
示范区战略合作协议》，其中提出将
通过铁路、高速公路和干线公路等
近 30个近期建设项目实现双城经济
圈示范区交通一体化融合发展。如
铁路方面，示范区规划近期开工建
设渝西高铁等 7大铁路建设项目；在
航空领域合作方面，将研究推动广
安民用运输机场与重庆江北国际机
场的联动发展，协同制定航线管制
机制，建立两个机场之间的集疏运
体系。

成果落地 建设项目加速实施

科学谋划 强化顶层设计

水运先行 助力交通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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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绿色现代航运示范区建设 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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