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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坪坝报记者 郭晋

2016年3月，在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
重庆、广西和新加坡企业代表举行会议，酝酿
一条新的出海大通道；2017年，西部陆海新
通道的前身——渝黔桂新“南向通道”班列在
重庆沙坪坝首发；2019年8月，国家发改委印
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通道建设从
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战略。

今年正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
实施的第 5年。5年来，这条国际物流大通
道加速延伸，跨越山海，联结世界，成为重庆
向南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点睛之笔。
沙坪坝区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策源地和
中欧班列的始发地，近年来紧紧围绕内陆开
放“领头雁”功能定位，以“东南西北”四向通
道为依托，持续释放“通道+经贸+产业”联
动效应，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短短几年时间，西部陆海新通道已经
通达全球 124个国家和地区 523个港口，国
内辐射 18个省区市 72个城市，铁海联运班
列货物运输品类增加到 1157种，跑出发展
的“加速度”。

建设无水港
形成更加畅通的铁海联运

近日，运载集装箱的卡车频繁进出位于
沙坪坝区的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闸口，卡
车刚刚抵达指定位置，远控智慧龙门吊早已
抓取对应的集装箱“等待”，装车、出发一气
呵成。

而在无水港办公大楼的运营调度中心
里，大屏幕上则实时显示着西部陆海新通道
运营调度的各项数据，包括班列订单、订舱、
开行量、货值、辐射范围等。

“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既是通道发
展见证者，也是最重要的建设成果之一。为
了给内陆地区提供方便快捷的国际港口服

务，不少沿海港口都会选择在内陆中心城市
建设支线港口和现代物流操作平台，这种没
有水的港口便称为‘无水港’。”陆海新通道
运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太平向记者介绍，
无水港的建设，实际上源于“逆向思维”。西
部陆海新通道是自内陆而起的国际通道，其
运输方式主要为陆路接驳海运，辐射范围也
是从内陆经沿海沿边地区不断向世界各地
延伸。所以，积极推动陆海新通道陆运和海
运有效联结，形成更加畅通的铁海联运，让
通道的运输服务更高效、便捷，是重庆一直
努力的方向。

“既然沿海地区可以通过无水港将港
口服务延伸到内陆地区，那为什么内陆地
区不能尝试反向操作？”西部陆海新通道运
营组织中心主任刘玮说，当时带着这样的

“逆向思维”，重庆提出了一个创新构想：将
西部陆海新通道原本要在海港进行的铁路
与海运的组织衔接、铁路箱与海运箱的置
换流转等服务，前置到陆运环节。于是，陆
海新通道无水港应运而生，落地就在重庆
沙坪坝区。

2021年 5月，陆海新通道无水港正式开
工建设。2023年6月12日，陆海新通道重庆
无水港项目通过竣工验收。经过2年多的时
间，这里的智慧集装箱堆场、国际海运箱共享
调拨中心、普通仓库已正式投用；冷链仓库、
冷冻品加工等设施也抓紧建设。

目前，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标志
性项目，重庆无水港集“通道＋物流＋贸
易＋产业”于一体，通过搭建陆海新通道运
营中心、国际海运箱共享调拨中心、进出口
冷链集散分拨中心及进出口普货集散分拨
中心，规划建设国际集装箱储存转运、进出
口冷链储存加工、展示交易、大宗货物集散
分拨、现货及期货交割、供应链服务及金融
服务平台等七大功能，最终实现海洋港口功
能向内陆延伸。

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联通“一带一路”越

来越紧密，陆海双向开放，也把沙坪坝从内陆
腹地推上了出海的快车道。

系统重塑开放新优势
“过道经济”变“通道经济”

在位于沙坪坝区的重庆铁路口岸，上千
辆赛力斯新能源汽车整齐排列，经过最后的
检查后，当天晚上它们就将搭乘国际班列开
往欧洲、东南亚。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赛力斯集团海外市
场拓土开疆的见证者。“赛力斯汽车在印度尼
西亚开设的整车工厂，曾因为零部件物流周
期过长而难以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西部陆
海新通道出现后，零部件出口印度尼西亚物
流周期从30天左右缩短至18天左右，物流成
本下降约 50%，很多问题迎刃而解。”赛力斯
汽车海外事业部总裁张兴燕表示。

享受到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红利的不仅
仅是汽车企业，今年以来，沙坪坝区围绕西部
陆海新通道加快发展冷链物流，融入国家“四
横四纵”冷链物流骨干通道网络，物流产业发
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今年 6月 18日，内陆地区首票文莱原箱
进口冻水产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抵重庆铁路
口岸并顺利通关。据悉，该批进口冻水产为
文莱原箱进口黑虎虾、龙虾，货品净重超 13
吨，货值约14万美元。

国丰智联控股总裁梁豪荣表示，首批文
莱原箱进口的黑虎虾、龙虾顺利抵达重庆内
陆口岸，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选购文莱
新鲜海产新的渠道。“联丰集团一直都非常看
好重庆的市场，尤其是重庆沙坪坝区作为西
部陆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的始发站，通道枢
纽作用十分明显，可以快速联通成渝两地乃
至整个西部地区的消费市场。今后，将陆续
进口更多的优质的东南亚水产、海产品到重
庆的消费市场，丰富广大市民的餐桌。”梁豪
荣说。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通道优势，沙坪坝区
拓通道、提能级、聚产业，围绕发展现代物流、
国际贸易、供应链金融等特色产业，先后引进
了海丰国际、菜鸟跨境电商等一批头部物流
企业落户物流园区。同时，大力发展整车、临
铁装备等出口导向型产业，努力促进通道、物
流、产业融合发展。”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公司
总经理黄浦介绍，如今，西部陆海新通道不断
加速和扩能，出海货物在这条大道上汇集，数
量越来越多，通达“目的地”越来越远。

在开放优势的引领下，沙坪坝通向世
界的物流之网也越织越密。今年 4 月 30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重庆设立国际铁
路港综合保税区，并落地沙坪坝。该综保
区规划面积 0.75平方公里，紧邻铁路集装
箱中心站和西南地区最大的铁路编组站
（兴隆场编组站），和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
通道无缝衔接。

重庆铁路港综保区的获批，也让沙坪坝
区成为目前全市唯一同时具有两个综保区的
行政区。一个以智能制造见长，另一个以临
铁贸易为主，两大开放引擎优势互补、分工明
确，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物流大通道建设
方面提供有力支撑，也为高质量建设西部陆
海新通道再一次按下“快进键”。

“目前，重庆铁路港综保区已规划 22
个保税服务产业业态，涵盖汽车、装备制
造、医药等领域企业 55家。”黄浦表示，将
加快推进综保区建设，以贸易、制造合作
的纽带带动地区共建，深化陆海内外联
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进一
步服务国家战略大局，加速产业就地沉
淀，变“过道经济”为“通道经济”，让“通道
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美好
蓝图加速变成现实。

□ 梁平日报记者 张晓庆

8月8日，记者在梁平区屏锦镇四方村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基地看到，颗粒饱满的
玉米泛着成熟的金黄，一旁的大豆绿意盎然、
长势喜人。数十名村民分工协作，采摘、装
筐、运输……乡村呈现出“一地双收”，稳产增
效的喜人画卷。

“去年，我们以村集体名义盘活了260余
亩闲置土地用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经
过精心管护，玉米、大豆产量和品质远超预
期，增强了村‘两委’发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的信心。今年，我们继续扩种了 240余
亩，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在提高土地利用
率的同时，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与农村发

展。”屏锦镇四方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和平介绍，今年村集体选择了株型紧凑、抗
倒性强的玉米品种——“K玉 6号”，以及耐
阴、抗倒的直立型本地大豆品种，将分别在8
月、10月成熟。

据了解，四方村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基地位于海拔 400余米的山地，坡陡不平的
山地无法实现全机械化作业，大面积人工劳
作给该村发展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带来一定困
难。虽然种植过程艰难，但玉米、大豆“搭伙”
长出的好收益让村民有干劲、日子有盼头，大
家全力支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参
与积极性高涨。

“以前的荒山被村里开发出来种上了玉
米和大豆，现在正值丰收季，一块土地能实

现多份收入！”屏锦镇四方村村民刘守荣开
心地说。

据介绍，玉米的传统种植方式单一，效
益不高，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能
充分发挥作物的边行优势和大豆的固氮作
用，最大限度利用作物高度差以及光温资
源，促进农作物“手牵手”，真正实现“玉米
不减产，多收一季大豆，复合种植双丰收”
的良好局面。

“今年，带状复合种植的大豆玉米产量比
去年高，预计亩产玉米、大豆分别可达260公
斤、140公斤。”王和平说，目前村民正齐心协
力采收玉米，做到采收后及时晾晒、脱粒，保
障玉米品质。同时该村正积极与饲料厂对
接，销售玉米秸秆，增加村集体收入。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稳粮增收的效
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四方
村二组村民王兴平就是其中一员。

“今年我尝试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模式，按照两行玉米、四行大豆的行比配置，
种植了 6亩大豆、玉米，现在已陆续成熟，产
量不错，明年我还要继续扩大种植规模。”王
兴平说。

近年来，梁平区屏锦镇大力推广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通过优化种植模式，进一步
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今年，该镇在
四方村、楠木村等村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达 1000余亩。眼下，玉米陆续成熟，村
民们正抢抓农时忙采收，田间地头一派忙碌
的秋收景象。

梁平:大豆玉米“手牵手”“搭伙”长出好收益

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

沙坪坝借“道”出海实现加速跑

8月9日，永川区朱沱港码头正在装卸集装箱。
近年来，该区利用区位优势，依托临江枢纽和铁路

线，加快推进“公铁水空”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建设，构建
“四向”出海出境大通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永川经
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6516标箱，同比增长118%；货值
5.1亿元，同比增长109%。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永川

加快“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建设

□ 铜梁报记者 冉若含

8月6日，在铜梁首个再生水项目示范点——原乡中
央公园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项目，多个全自动感应的喷
头轮片式地灌溉公园绿地，为花草绿植补水。

什么是再生水？再生水是指城市污水或生活生产污
水等经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标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
使用的非饮用水，常用于农田灌溉、园林绿化、工业冷却、
清扫保洁等。

据了解，该项目不仅可以实现 24小时灌溉监控，还
可以根据天气、湿度等因素进行云计算，自动设置灌溉时
间的长短。工作人员只需在手机上操作智慧系统，就可
以控制浇灌水阀，可节省人力70%以上，节约绿化喷灌用
水量达50%，让公园管理真正实现降本增效。

据了解，原乡中央公园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项目由
铜梁区龙都水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建设，由首部
取水枢纽、引水管道和喷灌系统等3部分组成。

该项目在铜梁污水处理厂尾水出口新建龙都水资源
智慧集成泵站，通过2.1km主管引水至白龙大桥，再通过
75.82km分支管引至淮远河左右两岸。沿途修建检修阀
2座、排气阀 2座、喷头 4170个、电磁阀及阀门箱 450个。
可为原乡中央公园1100亩绿地灌溉、公厕冲洗及周边居
民小区绿化提供清洁用水，还可在沿途设置市政道路冲
洒车辆集中取水点，供给环卫用水。

在龙都水资源智慧集成泵站，系统后台可以对再生
水项目进行实时监测、数据分析，让工作人员能够对公园
实施更精细化、更高效的管理。

其实，原乡中央公园再生水项目工程只是铜梁探索
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模式，让再生水成为城市
第二水源迈出的第一步。

当前，铜梁区正在围绕三大主线力推再生水项目，第一
条主线是依托南城污水处理厂，建设再生水处理设施，为淮
远新区绿化灌溉、市政用水及周边居民小区绿化提供再生
水；第二条主线是利用蒲吕污水处理厂，建设再生水处理设
施，为工业企业提供再生水；第三条主线是利用城区污水处
理厂，建设再生水处理设施，为巴川河提供生态补水。

“预计到2025年，铜梁区再生水利用率达到25%，水资
源利用率进一步提高，为铜梁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水
资源保障。”铜梁区水利局水政水资源科负责人胡鹏钦说。

铜梁首个再生水利用
配置试点项目建成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