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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推进大足国际物流园
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项目建设。加快
建设大足国际商贸物流园铁路专线
改扩建专项工程，力争在 1年内建成
投用并顺利通过验收获得“重庆市多
式联运示范工程”称号。项目建设内
容包含“一场一区”空间布置格局，其
中“一场”为新建铁路存车场、“一区”
为新建铁路装卸作业区，货运量设计
标准为300万吨/年。

（二）积极推进大足区海关监管
作业场所项目建设。依托大足龙水
五金市场国家级市场贸易试点，积
极推进大足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项
目，促进市场贸易采购和地区产品
进出口快速发展。项目占地面积约
36.8亩，总投资约 1682万元，建设内
容包括场地硬化、信息化管理智能系
统和基础配套工程系统安装建设等
内容。

（三）积极推进综合性能源站配
套建设。积极对接重庆大足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加快建设集充换电、氢
能源、液体天然气（LNG）加注站为一
体的综合能源站配套设施，促进新能
源货运车辆运用，以绿色物流助推陆
海新通道建设。邮亭 LNG储备调峰
加注站增加建设内容为 500公斤/天
的加氢能力和20个快充车位，争取今
年内建成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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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刘星 陈安林

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
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
衔接长江经济带，一条西部陆
海新通道，为西部地区加快融
入全球经济打开了新空间。
对重庆而言，西部陆海新通道
是重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
键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引擎、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
核心支持、新征程全面深化改
革的关键场景。对大足而言，
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是
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有效承
接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和产业转
移，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
争得一席之地的关键举措，是
大足实现崛起跨越的重要机遇。

4月17日召开的大足区积
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工作
推进大会，绘制了未来五年大足积
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目标
蓝图——

一是物流运输能力实现新突
破。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双廊六向”立体物流大通
道和“一园四中心”现代物流体系基
本建成，大足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
输货物的运量、货运值、与中欧班列
及长江黄金水道联运量实现“三个
倍增”。

二是与通道沿线地区经济协同
发展实现新突破。对地区产业链供
应链的支撑作用大幅提升，深度融入
4条标志性合作产业链打造，培育形
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产业
集群。

三是通道贸易规模实现新突
破。建成全市中小企业对外贸易集
聚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西部
地区的贸易合作更加紧密，与东盟国
家进出口额占比稳定在50%以上，优
势产品占东盟市场份额持续扩大。

四是通道服务效率实现新突
破。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达到全市
前列，对国内外物流、商流、信息流、
资金流等要素集聚能力明显增强。

五是以数字赋能推动内外资
源整合实现新突破。全面融入数
字陆海新通道建设，通关、物流、
贸易、金融等重大场景广泛应
用，口岸营商环境居全国前
列、内陆最优。

如何融入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大足区各个部
门结合实际，撸起袖子、
抢抓机遇，为全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书写
辉煌新篇章。

（一）以融入通道建设为牵
引，抓好全区出海出境大通道建
设。加快大足邮亭火车站改扩
建，打造渝西川东铁路物流枢纽
中心；加强与中欧班列、长江黄
金水道的高效衔接，打通大足产
品出口通道；强化铁公水空多种
运输方式衔接联系，做好出口产
品集货拼箱发运，最终实现出口
专列整发和跨境班车开动常态
化，创新推动绿色物流发展。

（二）以完善通道运营组织
体系为抓手，做大做强做优跨区
域平台。以区内重点物流龙头

企业为依托，积极融入跨领域协
同联动，为区内重点产业、各类
企业提供定制化出口物流解决
方案。

（三）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
点为动力，汇聚高水平开放发展新
优势。推动构建商务、海关、外
汇、税务、市场监管等跨部门数字
化协同监管体系；叠加已经获得
扶持政策，全力把大足打造成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陆改革
开放新高地；推动物流领域资源
整合，实现渝西川东物资在大足
集聚，持续提升开放度和竞争力。

（四）以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为路径，提档升级通道经济助推
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推
动大足“一园四中心”综合物流
体系建设，加快形成以大足国际
商贸物流园为中心，以万古、三
驱、城南、龙水四个物流副中心
为支撑的“一园四中心”综合物
流体系；加大龙头企业引进培育
力度，全面提升物流园区服务功
能，做好物流、交易、市场、人才
等要素资源聚集，鼓励区内传统
物流企业向供应链集成服务商
转型。

（一）强化重大项目建设，
构建对外物流大通道。积极
推进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助
推铁路西二环线（合大
线）、市域铁路璧大线（C3
线）等项目早日开工建
设；争取渝自城际铁路途
经大足并设站、铁路西
二环线增设支线铁路连
接石刻文创园；建成北
连中欧班列、渝满俄通
道，南接沿江通道、西
部陆海新通道、泛亚通

道，形成对外的通道大格局。
（二）升级对外开放平台，建

设铁路二级物流基地。统筹谋
划邮亭站进一步扩能改建，打造
渝西川东重要的铁路物流枢纽；
高水平规划建设大足国际商贸
物流园，积极申报建设国家级商
贸物流枢纽；推动海关监管场所
早日投用，简化报关通关流程，
高效优质提前服务。

（三）加大项目资金支持，全
面推动市场采购贸易试点。持
续深化投融资体制创新，整合区

级资金支持项目建设；落实市场
采购贸易试点各项优惠政策，加
大减税降费、融资贷款等惠企政
策力度，助推物流产业发展。

（四）推动物流通道、特色产
业、贸易融合发展。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渝西一体化
发展落细，推进物流通道、产业
和贸易深度融合；强化国内外合
作，积极开拓中欧班列回货定
单，特别是废旧汽车及家用电器
等循环产业，推动循环经济产业
园做大做强，走出国门。

（一）深化陆海联
动，建设开放通道。统
筹推进市郊铁路合大线
和成渝铁路扩能改造项
目，融入泛亚铁路网，打通
至周边及东南亚重要运输节
点的轨道交通；推动大足至内
江高速全线通车。开展大永高
速、大安高速前期工作；研究
论证规划建设天府国际机场至

重庆第二机场快速通道的可行性。
（二）打造枢纽门户，发展多

式联运。积极布局双桥经开区、
大足高新区、大足工业园区、大足
石刻文创园货运枢纽，在邮亭布
局大足国际商贸物流中心枢纽；
争取相关部门支持，在邮亭设立
海关监管场所，主动对接长江干
线港口，争取共建信息交互平台，
在全市率先探索建设“无水港”。

（三）引育龙头企业，赋能商
贸流通。用好用足政策支持，加
大与市级主管部门对接力度，争取
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市级补贴，落实
大宗商品仓储设施城镇土地使用

税减半政策，引育上市快递企业
来足投资新建渝西综合性国际物
流分拨中心，让大足特色工、农、
文、旅产品从“邮路”卖向全国、迈出
国门，打开大足商贸流通新局面。

（一）加强贸易金融宣传和
业务培训。加强贸易金融等服
务宣传，提高相关金融产品、政
策知晓度；加大相关外向型
业务人员培训力度，着力
提升外向型金融服务水平。

（二）引导金融机构
加大贸易支持力度。加
大有关重大项目金融支
持力度，持续跟踪大足国
际商贸物流铁路枢纽多
联式联运示范工程、海关
监管作业场所建设等重

点项目的融资需求，引导金融机
构做好市场主体及供应链企业
和重点项目金融支持服务，做好
资金保障，助力企业提升向外拓
展市场的能力。

（三）引导金融机构用好金
融政策支持。积极对接市金融
局，持续加强与人民银行（外汇
管理局）、银保监等相关部门协
作，定期梳理政策需求清单，积
极向上级相关部门争取政策支
持。引导金融机构向上争取改
革政策在足先行先试，全力争取

使用人行重庆营管部专设的再
贷款再贴现工具用于支持通道
发展。引导辖区市场采购贸易
经营主体合理运用汇率避险工
具，增强汇率风险管理能力。

（四）引导金融机构用好金融
服务平台。常态化梳理通道重点
项目、企业“白名单”和融资需求清
单，依托“长江渝融通”系统实现
精准对接。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对
接市场综合管理系统和企业服务

“足贸通”系统，及时提供金融支
持，做好最后一公里的金融服务。

（一）精心打造多式联运示范工
程。尽快引进有实力且专业的社会
投资主体统一打造大足国际商贸物
流园铁路专用线及配套设施，积极争
取成都铁路局集团、市发改委、市交
通局、市口岸物流办等部门支持，力
争在2024年建成投用并顺利获批“重
庆市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称号，努力
打造渝西川东地区集结性口岸。

（二）尽早投用海关监管作业场
所。主动对接重庆海关，会同开投集
团、长安民生物流公司扎实做好海关
监管作业场所建设、验收、委托经营
等相关工作，力争在今年 6月中旬前
建成投用。

（三）持续壮大物流相关龙头企
业。全力推进大足国际商贸物流园
规划建设，着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壮大生产制造产业链链主企业，招引
培育供应链龙头企业，依托重庆长安
民生物流公司在国内外资源优势，做
大做强一批物流龙头企业。

（四）不断提升后期运营组织能
力。加强与陆海新通道重庆公司、长
安民生物流公司战略合作，充分发挥
大足国际商贸物流园铁路专用线多
式联运示范工程优势，着力提升运营
组织能力，强化多层级协同共建，发
挥对通道运营的集聚辐射作用，促进
长距离大宗物资“公转铁”，提高全区
货物铁公水联运规模，全面融入西部
陆海新通道建设。

双桥经开区经发局：
持续做大开放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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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区商务委：
全力塑造渝西川东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典范

大足区发展改革委：
在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实现成渝地区“中部崛起”

大足区交通局：
全力建设“通江达海、公铁并重”对外开放通道体系

大足区金融发展事务中心：
为市场采购贸易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开投集团：
全力以赴跑出
项目建设“加速度”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
运班列在重庆团结村中心站
等待发车。（资料图）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大足区三驱镇境内，渝荣高速与大内高速纵横交错，车辆川流不
息。（资料图片）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资料图)

重庆首次实现
以跨境公路运输
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通关。

（大足区商
务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