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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 日 ，重 庆 市 江 津
区 政 府 在 重 庆 市 郊 铁 路 江
津 — 跳 蹬 线 通 车 新 闻 发 布
会上宣布 ，江跳线于 8 月 6
日 13：58 分通车。届时，市

民 乘 坐 江 跳 线 从 江 津 区 到
重 庆 中 心 城 区 的 跳 蹬 站 仅
需 28 分钟。江跳线顺利通
车 将 加 快 江 津 高 质 量 建 设
同城化发展先行区，优化城

市功能和布局，加速沿线经
济发展，助推重庆打造“轨
道上的都市圈”。

今 年 上 半 年 ，重 庆 交
通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525.7

亿元，同比增长 4.8%，为年
计 划 投 资 的 52.6% ，实 现

“ 时 间 过 半 、任 务 过 半 ”目
标 ，交 通 强 市 建 设 步 伐 加
快。

在中国农业的近代史
中，为了满足百姓对于食
品量的需求，提升农产品
的产量一直被当作唯一诉
求。但近年来随着经济、
物流以及农业的发展，温
饱问题得以解决，多样化
农产品的供应让百姓的餐
桌变得丰富了起来。人们
对于食品的需求从“要吃
饱”逐渐过渡到了“要吃
好”。

促转型

对生鲜农产品来说，
冷链物流一端服务农业生
产，一端服务居民生活，它
的高质量发展关系到促进
消费升级和扩大消费、促
进农业转型和农民增收，
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
生活需要和推动实现共同
富裕的重要手段，对于构
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
义。

2021 年底，国家出台
的《“十四五”冷链物流规
划》（简称《规划》），对冷链
之于农业的应用亦出了具
象指导。《规划》深刻把握
冷 链 物 流 发 展 与 国 内 消
费、三农问题等的关系，从
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要求、扩大内需和强大国
内市场需要、保障食品安
全和建设健康中国的高度
出发，全局性战略性谋划冷链物流发
展，进一步凸显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时
代背景下，冷链物流对生鲜农产品生
产、消费高质量适配的战略作用，也将
深度推进冷链物流与生鲜农产品生
产、流通、消费高效组织和产业链供应
链全链条融合发展。

谋体系

《规划》强调系统发展，科学谋划
和全面重构冷链物流“321”运行体
系。结合我国农产品主产区、城市群
都市圈主销区和进出口口岸的空间
结构，提出了建立国家骨干冷链物流
基地、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
物流设施“三级节点”空间框架，合理
优化了冷链物流布局发展的空间组
织结构，为引导我国未来冷链物流产
业分层、分类布局发展提供了方向引
领。依托三级冷链物流网络节点，实
现了首尾“一公里”成链、多级冷链物
流节点组网，提出了打造干支物流和
两端配送协同的冷链物流全国一张
网概念，明确了串接主产区、主销区、
重要口岸的我国冷链物流“四横四
纵”大通道，着力推进冷链物流通道
化、规模化、网络化运行，加快打造要
素集聚的冷链产业走廊，为提高冷链
物流的网络规模经济效益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规划》首次按照细化品类推进
冷链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区分肉类、
水果、蔬菜、水产品、乳品、速冻食品
等主要生鲜食品以及疫苗等医药产
品“6+1”品类的商品特质和生产流通
过程特点，围绕提高专业化服务能
力、优化特色商品供应链运行要求，
精准实施分类指导，引导行业优化服
务结构和提升服务水平，提高发展质
量。

且明确到 2025 年，冷链体系中，
肉类、果蔬、水产品的低温处理率将分
别达到 85%、30%、85%，农产品产后损

失和食品流通浪费显著减
少。由此可见，生鲜农产
品质量代替产量是大势所
趋。

同发力

笔者认为，在中国农
业从追求质量向追求品质
转型的过程中，仍然存在
着巨大的结构矛盾。

除了《规划》，日前农
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
2022 年农产品产地冷藏保
鲜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
（简称《通知》）。《通知》要
求，按照保供固安全、振兴
畅循环的工作定位，聚焦
鲜活农产品主产区、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重点围绕
蔬菜、水果等鲜活农产品，
兼顾地方优势特色品种，
合理集中建设产地冷藏保
鲜设施，提升技术装备水
平，完善服务保障机制，强
化运营管理能力，推动冷
链物流服务网络向农村延
伸，畅通鲜活农产品末端
冷链微循环，为服务乡村
产业、提高农民收入、增强
市场稳定性、保障农产品
有效供给提供有力支撑。
强调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
设施建设的补助标准、建
设内容、实施主体、实施区
域等年度政策，严格按照
《通知》有关要求执行。要

求从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策支持、创
新金融服务、严格资金监管、完善管理
制度、加强示范宣传 6 个方面加强保
障措施。

由此可见，打通农产品出村“最先
一公里”的关键就是打造农产品冷链
物流设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只
有降低损耗，控制好供应链的源头，才
能保证优质农产品安全呈现在百姓的
餐桌上。这背后也离不开数字技术、
产业振兴、乡村治理、城乡融合等方面
的共同发力。

自 2020 年起，国家每年投入 50 亿
元资金补助建设农产品冷链物流设
施。

源头仓容易受到农产品季节的影
响，导致使用率较低，甚至有停用的情
况产生，而如果停用期间维护保养、技
术管理不得当，其维修成本极高，也会
影响使用寿命，因此需要专业的团队
来管理设备。

在本来生活网物流中心总经理吴
健伟看来，针对农产品季节性较强的
特点，移动冷库成本更低，更符合农产
品季节性的特征。如果想形成良性循
环，就要让消费者和农人都看到中间
的价值，付出的成本有人能够买单。
如果只持续依靠政府补贴，则很难形
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另外，源头冷链体系建设也离不
开冷链专家与物流、电商运营专家的
参与。

吴健伟说，生鲜冷链这种专业性
运营人才的培养周期比较长，如果在
基层或者乡村已经搭建了很好的末端
冷链企业，但不具备匹配的管理或者
运营能力，会造成极大的浪费。所以
伴随着硬件的提升，也要同步提升软
实力。

（中物联冷链委供稿）

公告
声明，兹有福源 8 船舶光船租

赁在我公司名下经营，租赁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29 日至 2021 年 3 月 28
日。租赁到期后我公司欲与船主丁

海军解除光船租赁协议。因该船有

贷款未还，导致无法解除该船光船

租赁，现该船证书已过期并与船主

联系不上，特此登报声明与该船解

除租赁协议，请该船船主及权利人

看到本公告后与公司联系，自登报

之日起一个月内没有联系处理的，

公司将注销该船营运证。本公司不

承担任何责任。特此声明。

宣城市宏顺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今年上半年，重庆江北机场
恢复重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经停）—莫斯科货运航线和重庆
—香港、重庆—罗马客运航线，新
开重庆—马德里客运航线和重庆
—新德里、重庆—孟买货运航
线。截至 6 月底，江北机场航线
总数为 377 条，通航城市 230 个；

“一带一路”航线 72 条，陆海新通
道航线 43条。

2019 年和 2020 年，重庆先后
获批 2 个国家物流枢纽，分别为
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和陆港型国
家物流枢纽。目前，重庆已成为
西南地区唯一的空港型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城市，也是全国唯一兼
有港口型、陆港型和空港型“水陆
空三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城市。

围绕“水陆空三型”国家物流
枢纽城市定位，重庆全力推进国
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

7 月 25 日，由中铁八局承建
的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最后一座
站房——南彭站主体结构封顶，
标志着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八座
车站全部封顶。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是重庆
市重点工程，全长 158.7 公里，设
计时速 160 公里，线路南起在建
渝黔铁路的珞璜南站，止于北碚
区磨心坡北场。重庆铁路枢纽东
环线全线贯通后，将串联起重庆
东站、重庆西站、重庆北站和江北
国际机场等综合交通枢纽，对加
快重庆沿线城市建设、促进区域
经济增长、方便市民出行具有重

要意义。
“以前沿长江出海，绕一圈再

往南，我国西部地区商品出口到
东盟国家，靠江海联运要耗时一
个月左右。”某汽车销售公司负责
人感叹，“现在走西部陆海新通
道，从重庆铁路发货，然后在广西
港口上船，最快 4 天就能到达越
南。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去年
我们出口汽车超过 3000 辆，今年
计划出口 4000辆。”

作为西部首个港口型国家物
流枢纽，果园港发挥着西部陆海
新通道连接国内外的重要枢纽作
用，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范基
地落座于重庆两江新区果园港物
流园，是中国、新加坡两国在两江
新区打造的物流贸易集散中心，

总占地超过 500 亩，分两期建设，
一期项目面积 245 亩，包括中新
商贸物流总部、集拼仓库和集装
箱堆场，其中集拼仓库和集装箱
堆场已于 2021 年 12 月完工，商贸
物流总部目前建设进度已经达到
99%。

整个基地建设完成后，将依
托果园港和新加坡港双枢纽联动
的优势，围绕仓储、货代和贸易三
大重点领域，助力重庆打造内陆
开放高地。

目前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的
多个重大在建工程正快速推进，
在基础设施建设、开放平台布局、
重大项目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等多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区域
辐射能力进一步提升。

打造交通强市
重庆“落笔有力”

□ 全媒记者 姚飞宇

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7 月 27 日下午，渝湘高铁重
庆至黔江段（简 称“ 渝 湘 高 铁 重
庆 段 ”）第一座斜拉桥——长途
河双线大桥，开始进入桥面施
工；太子坪乌江大桥正进行塔柱
施工与架梁吊机拼装，大桥主桥
塔柱施工任务已完成约 90%，正
在进行封顶前的冲刺和架梁准
备工作。渝湘高铁重庆段各个
工点掀起施工大干热潮，工程进
度有序推进。

按照计划，今年重庆力争启
动建设渝西、渝宜高铁，实现高铁
在建里程突破 1000 公里；建成枢

纽东环线正线、新田港集疏运铁
路等普速铁路，年底铁路通车总
里程达到 2749公里。

“力争今年年底前，开工垫丰
武高速公路、主城洛碛港、新机场
综合交通枢纽预留工程等项目，
启动建设渝宜高铁，全线开工渝
万、成达万、成渝中线、渝西高铁
等项目。”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今年以来，重庆着眼乡村振
兴，新改建普通公路 112 公里、

“四好农村路”2215 公里，新增 11
个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363

个村民小组通硬化路；着眼高效
出行，新增 2 条轨道线路、6 条小
巷公交和接驳公交；着眼绿色低
碳，持续调整优化运输结构，实施
港口船舶岸电设施建设与改造工
程；着眼智慧便捷，深入推动数字
赋能，发放 16.6 万张道路运输电
子证照，办理跨省通办事项 3.6万
项，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

记者从重庆市港航海事事务
中心了解到，作为川渝合作共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大项
目，渠江重庆段航道整治利用工

程，目前已完成险滩和航道整治
工作进入施工冲刺阶段。

渠江重庆段航道整治利用工
程在 2020 年 4 月启动建设，整治
范围为全长约 77 公里的渠江丹
溪口至渠河嘴段航道，包括李家
溪、青草坝和码头场 3 处险滩，预
计今年年内建成渠江航道整治主
体工程。

“全市水运建设项目完成投
资 18.1 亿元、同比增长 20.4%，占
年计划投资 32 亿元的 56.6%。”重
庆市港航海事事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

打造西部物流大通道

6 月 20 日，郑渝高铁全线开
通，形成重庆至京津冀、中原城市
群的高铁大通道。重庆实现了成
渝通道与渝京通道两线齐发，重
庆到郑州、北京的铁路行程缩短
至 4个多小时和 6个多小时，渝东
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基本实现 2 小
时到重庆中心城区。

郑渝高铁全线开通，仅是重
庆加快建设交通强市，打造国际
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缩影。

市 交 通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近年来，重庆紧扣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为全国交通四极之

一、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的战略定位，坚持交通先行、做
好开路先锋，加快建设大通道、
大枢纽，打造“行千里、致广大”
的交通强市，不断提升交通互
联互通和一体化发展水平，全
力推进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
市建设。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5 年来，运
输网络已拓展至全球 107 个国
家和地区的 319 个港口，成为西
部地区联通世界的重要通道，也
为沿线区域经贸合作开启了更

大空间。
2022 陆海新通道国际合作

论坛上，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廖家生介绍，“在繁荣的
陆海新通道上，日夜‘穿梭’的，
不仅有青海的纯碱、陕西的煤
炭、广西的木材和重庆的汽车零
配件等品类繁多的生产资料，还
有宁夏的干红、新疆的坚果、重
庆的麻花、贵州的茶叶等琳琅满
目的消费用品。通道为全球市
场提供优质高效的产品和服务，
已经成为内外连通、协同出海、
命运与共的‘金色纽带’。”

目前，按照“13+1”省际协商
合作机制和“统一品牌、统一规
则、统一运作”市场协调机制，陆
海新通道跨区域综合运营平台建
设不断推进，已有重庆、广西、贵
州、甘肃、宁夏、新疆等多个省
（区 、市）参与共建，各省区市也
借此实现协同发展。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大通道是重庆打造国际性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的大动脉。目前，重
庆正在统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构建“四极”联通的交通主轴，以
大通道促进大开放。

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重庆果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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