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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巴渝新篇章的价值引领者

新渝报讯（记者 张琦 杨琢 王巍衡
文/图）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新年伊
始，成渝中线高铁大足段建设正酣。2月11
日，位于大足区宝顶镇车家村1组的成渝中
线高铁磨盘山隧道施工现场，86名高铁建
设者“火力全开”，抢抓工程进度。

“我们每天掘进3.6米，预计3月下旬贯
通。”中铁5局成渝中线高铁站前3标现场负
责人刘卫平一边查看现场施工进度，一边向
记者介绍。

山里气温较低，但隧洞内仍有 20多摄
氏度。工人们身穿薄衫，却满头大汗。“隧
道全长 3442米，埋深约 160米，不良地质含
有膨胀性泥岩，存在隧底上拱风险。”刘卫
平介绍，“建设者们加强周边岩体监控量
测，采取工程措施，24小时轮流施工，保证
工程进度。”

在磨盘山隧道洞口旁，沿着 20座桥梁
桩基向前，全长816米的成渝中线高铁刘三
寨隧道也在抓紧施工。“刘三寨隧道还剩38
米，等待3月中旬入口边坡防护等附属工程
完工后，就能很快贯通。”刘卫平表示。

在 10公里外的国梁镇曲水村，成渝中
线高铁大垭口双线大桥建设现场也是一派
繁忙。“我们刚刚完成 2个桥墩和 1个承台
建设，剩余 5个桥墩、1个承台预计今年 6
月建成，10月开始架梁。”现场负责人谢盛
平说。

成渝中线高铁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引领性、标志性、示范性工程，线路总
长291.3公里，其中大足段全长41.1公里，涉
及隧道 6座、桥梁 22.5座（与铜梁区共建 1
座）。截至 1月底，大足段 8282根桥梁桩基
已建成97%，999座承台已建成873座，建成
率87.4%，隧道设计长度18817米，累计完成
15168米，完成率80.6%。

成渝中线高铁大足段进度再刷新
桥梁桩基建成97% 磨盘山隧道刘三寨隧道预计3月贯通

▶磨盘山隧道入口和已建成的桥梁
桩基。

□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罗斌

2月 11日，2025年重庆市推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
示范区建设发布会上，市委农业农村委工委委员、市
农业农村委副主任莫杰就巴渝和美乡村建设进行了
介绍。

巴渝和美乡村主要包括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乡
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和乡村治理等。去年，我市动态排查农村黑臭水体1255
个、299万平方米，25个区县实现动态清零，农村卫生厕
所普及率、生活垃圾治理率、生活污水治理率分别达到
87.8%、100%、75%，累计建设巴渝和美乡村达标村 3633
个，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 39%左右，农民获得感、幸福感
进一步增强。

今年，我市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按照“院内
院外干干净净、村容村貌漂漂亮亮、农民生活平平安安、
邻里之间和和睦睦”的标准，纵深推进巴渝和美乡村建
设，重点做好四个方面。

一是提高农民现代生活水平。加强农村“水、电、
路、通讯、物流”建设，新改建农村公路 2000公里，农村
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3.4%，鼓励公共充换电设施延伸至
农村等，力争 2025年，巴渝和美乡村达标覆盖率达 60%
以上。

二是连片推进巴渝和美乡村建设。在打造形成的乡
村振兴示范镇村等基础上，通过跨村域、跨镇域或区县全
域的方式连片开展巴渝和美乡村建设，带动全市乡村逐
步实现全域干净、整体和美。

三是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坚持数量服从质
量、进度服从实效、求好不求快，科学推进改厕工作，确保
改一户成一户，稳步提高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同时，将
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进一步向自然村组延伸，持续推进垃
圾分类，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80%以
上。此外有序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向周边农村地区延伸，
梯次推进聚居点设施管网建设，加强厕污共治，不断提高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四是加快补齐公共基础设施短板。按照村民共
商、村组申报、乡镇审核、区县审定的方式，积极建好
乡村建设项目库。用好中央财政衔接资金、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资金等，支持加强村内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
建设，优先解决农民出行、用水、通讯、快递、就医、养
老等问题。

纵深推进巴渝和美乡村建设
力争达标覆盖率达60%以上

编者按：干字当头、唯实争先，是大足过硬的作风，是大足不变的遵循，是大足奋发的英姿。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大足以铿锵坚定的步伐，
争分夺秒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让现代化新大足发出耀眼的光芒。

□ 重庆日报记者 杨骏

2月 10日，2025年重庆海关工作会议透
露，2024年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 7154.2亿
元，同比增长0.4%，实现正增长。

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区域冲突不断，逆
全球化主义抬头，贸易“壁垒”增加，对世界经
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让重庆外贸面临了
极大的下行压力。在此背景下，重庆全年外
贸能够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

数据显示，2024 年，重庆外贸出口值
5073.6亿元，同比增长 6.2%。不难看出，重
庆外贸出口实现稳中有进，成为重庆外贸回
暖的最大功臣。

“重庆造”机电产品被全球认可

2月 10日，西永综保区的广达（重庆）公
司内，随着生产线传送带不断运转，一台台笔
记本电脑逐渐成形。

“在今年春节期间，园区的几个笔电企业
都安排了人员值守，所以在节日期间，它们也

保持了生产的运转。”西部（重庆）科学城西永
微电园（下称西永微电园）相关负责人表示，
国外并不过春节，所以保持产线运行也是为
了确保订单的生产进度。

西永微电园是全球最重要的笔记本电脑
生产基地，全球每 4台笔记本就有 1台是“西
永造”。据达丰、英业达等企业提供数据，西
永综保区 2024年出口笔记本电脑超过 3800
万台。

“以笔电为代表的‘重庆造’产品，特别是
机电类产品，一直是重庆外贸出口的‘主力
军’。”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重
庆机电产品出口4549.7亿元，增长8.4%。其
中，笔记本电脑出口值位居全国第一。

不只是笔记本电脑。近年来，重庆加速
建设“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凭借自身
的工业底蕴，不少“重庆造”机电产品都被全
球所认可，甚至曾为全球热销的产品。

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是我市打造内陆开
放综合枢纽的重要的载体之一，其中的江津
片区就发挥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带动效应，
集聚了68家规模以上的汽摩企业，成为全市

摩托车主阵地。
“园区很多摩托车企业的产品都走出了

国门。”江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包括润通控
股、万虎机电、北易车业、昌明摩托等企业去年
在国际市场开拓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重庆的
汽车摩托车等产品出口增幅明显，摩托车出
口 204.5亿元，同比增长 25.9%，量值均居全
国第 3；重庆汽车出口 431.3亿，同比分别增
长30%。

作为我国外贸出口重要增长点的“新三
样”（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去年在
重庆也呈现上升态势，出口增长 23.8%。以
璧山区为例，该区依托弗迪动力等企业，大力
发展锂电池产品，2024年出口锂电池 12.5亿
元。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10月，重庆通过西
部陆海新通道，与贵州、四川同时首发了汽车
动力型锂电池试运专列，这也是我国首次大
规模试运汽车动力锂电池，为后续动力锂电
池的铁路出口奠定基础。

新能源汽车也是重庆去年出口增长较快

的产品之一：全年出口电动车6万台，同比增
长96.5%。

多个新兴产品与业态崭露头角

如果说机电产品出口总体稳定是意料之
中，那在 2024年重庆外贸出口中，有一些新
兴业态、产品崭露头角则让人眼前一亮。农
产品，就是最好的代表。

城口是重庆偏远的区县，也曾是重庆外
贸出口的“困难户”。重庆海关的一组数据显
示，从2023年5月往前推5年，城口外贸口数
据是一片空白。

帮助城口破局的正是农产品。在海关、
商务委、外贸企业的共同分析下，各方认为城
口土壤污染小，适合种植香菇，且北屏乡已发
展起菌棚300余栋，货源上也足以支撑。

随后，在多方支持下，2023年，城口香菇
首次实现自营出口；到 2024年时，城口香菇
已经实现常态化出口，约每周有一吨左右的
香菇出口到海外。

（下转2版）

5073.6亿元，同比增6.2%
出口何以成为重庆外贸“正增长”最大功臣

2月11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建设‘六区一
高地’”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五场）——2025年重庆市
推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邀请相关部门作
情况介绍，并回答媒体记者提问。

会上，市委农业农村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委副
主任莫杰提到，2025年将从三个方面的工作入手，助
推农民群众“钱袋子”更加殷实。

——全力打造新时代“巴渝粮仓”。聚焦渝西地
区、龙溪河流域等粮油生产优势区，坚持“五良”集成
推广，探索“吨粮田”技术模式，示范促进单产提升
10%以上，确保全市粮食播种面积达 3020万亩、产量
达到218亿斤以上。

——全力培育巴渝名优“土特产”金名片。提质
打造“巴味渝珍”“三峡柑橘”区域公用品牌，“一品一

策”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巫山脆李、涪陵榨菜、奉节
脐橙，支持发展“酉阳 800”、巫溪老鹰茶等新兴品
牌。迭代升级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头羊计划”，引
育一批链主企业，分级打造一批10亿元、5000万元以
上“爆品”。加快促进火锅食材、生态畜牧等产业高质
量发展。

——全力推进农业全链条数字化转型。探索“产
业大脑+未来农场”新模式，建设生猪、脆李、柑橘、肉
牛等产业大脑，推广无人驾驶农机、智能拖拉机等新
技术，培育一批未来农场，将劳动力从耕、种、管、收等
繁重的农事生产中解放出来，实现从“凭经验种田”迈
向“凭数据种田”。大力发展数字农业电商直播新业
态，探索实施“定制农业”等特色电商营销模式，数字
乡村水平达到45%，保持西部第一。 据华龙网

三方发力
重庆助推农民群众“钱袋子”更加殷实

□ 新渝报记者 刘星

入选首批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
空间、游戏《黑神话：悟空》背景取景、舞剧
《天下大足》在北京成功首演、春晚在大足石
刻景区录制……过去一年，大足石刻一次次

“破圈”。
过去一年，大足石刻研究院始终牢记

“一定要把大足石刻保护好”的重要要求，坚
持守正创新，注重活化利用，不仅推动了大
足石刻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迈上新台阶，还让
大足石刻活起来、兴起来。

大足石刻研究院深化党建引领，提升
重点工作质效。全面落实《重庆市大足石
刻保护条例》，组织党员业务骨干牵头，编
制完成大足石刻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制定

大足石刻整体保护利用提升工作方案。实
施本体修缮、岩体加固、水害治理等重点文
物保护项目 21项、中小石窟保护利用示范
项目 27项。完成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 2项，建成石窟寺岩体裂隙灌浆材
料产学研一体化基地，整体性保护全面加
强。学术研究方面，大足石刻研究院创办
发行全市首份石窟寺专业学术期刊《大足
石刻研究》，《大足学刊》入选中国知网“高
影响力学术辑刊”；开展科研课题 37项、出
版图书5部、发表论文40篇；成功举办2024
年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
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取得阶段性成果。

有“好故事”更要“讲好故事”。大足石

刻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的慈善孝义
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值得深挖，其学术价
值值得深研。如何让大足石刻文化“飞入寻
常百姓家”，甚至走出国门实现文化出海？
过去一年，大足深化线下、线上宣传，强化数
字赋能，在大足石刻的活化利用历史上绘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线下，编制完成《川渝石
窟寺国家遗址公园总体规划》，推动发布资
大石窟寺文物主题游径；“五山”石刻景区首
次全面开放，全年接待游客 140.96万人、门
票收入10044.78万元，创历史新高；举办“渝
悦荟·大足石刻艺术展”等专题展览4场，开
展社教活动 230余场；8K数字球幕《大足石
刻》入选首批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
间。线上，与《黑神话：悟空》游戏官方合作
加大宣传引流，相关视频升至抖音热榜全国

榜第 2名；舞剧《天下大足》在北京成功首
演，完成“大足石刻守护人”全球招募首批
200人，发起“大足石刻守护人·美丽家乡代
言人”倡议成效明显；建成大足石刻数字博
物馆、“云游·宝顶”元宇宙景区；建立大足石
刻国际传播实验室，“大足石刻”海外社交账
号粉丝量达20万。

下一步，大足石刻研究院将继续围绕
“保护研究利用好大足石刻”这一目标，争创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高质量办好《大
足石刻研究》学术期刊，举办系列学术交流
活动，加快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建设，
持续开展“大足石刻守护人”全球招募，实施
《天下大足》全国巡演的配套展览、学术讲座
和宣传推广，让千年石刻走下崖壁，“活”起
来、“走”出去。

大足石刻研究院：坚持守正创新 让大足石刻火“出圈”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昨日记者获
悉，今年双路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将千方百
计引项目、拓产能、优服务，巩固经济回升向
好趋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不断提升辖区
居民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为现代化新大
足建设贡献新的双路力量。

2025年，双路街道经济社会发展的预
期目标确定是：规上工业产值增长 10%以
上，增加值增长9%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以上，其中工业类投资增长 15%以上；
税收收入力争突破 6亿元；新增就业 900人
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
增长同步。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双路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将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
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全力保障项目
建设顺利推进。如精准实施“一企一策”，
确保帝润锻造件生产项目（二期）、凯恩机
械锻造生产线自动化改造等重大项目建
成投产，力促京能燃气发电、爱徕克新能
源汽摩零部件研发生产（二期）等项目顺
利开工。同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力争
新增规上企业 5家以上，积极支持中天、
立可、宇海等企业开展上市筹备工作，为

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鼓励企业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
争新增科技型企业 10家以上、高新技术
企业 6家以上，推动产业持续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目前，双路街道正在依托双路特色和区
位优势，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
机遇，围绕“246”现代制造业集群，特别是汽
摩零配件、电子信息等产业招大引强，支持
重汽专用车、菜德等企业大力研发新能源专

用车新车型。围绕全区“产业升级攻坚行
动”，协同开投集团，有效盘活辖区闲置国有
资产，集中规划利用双北中路沿线商业门
市，推进双北中路特色餐饮文化街区建设，
提振双路夜经济。还将优化企业服务保障，
开展“企业服务专员进企业”“春风暖企助
发展”等活动，确保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帮
助企业解决市场拓展、项目融资、物流运
输、稳岗就业等实际问题，提升企业获得感
和满意度。

双路街道:引项目 拓产能 优服务

□ 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2月11日，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工程，±800千伏哈
密—重庆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称疆电入渝工程）
渝北换流站全面复工。

重点工程建设要尽早、尽快抓起来。2月 4日以来，
渝北换流站项目业主、施工、监理人员等陆续返岗。截至
目前，所有工种的工作人员均已到岗。

11日一大早，渝北换流站 300余名作业人员在各个
作业点，开展交流场GIS套管、直流场PLC电抗器等设备
的安装、二次调试等工作，现场建设如火如荼。在渝北换
流站直流场支柱绝缘子紧固现场，5台曲臂车高高耸立，
10名作业人员头戴安全帽、手戴手套、腰系安全带，站在
曲臂车兜里，正用力矩扳手逐一将绝缘子与底座的连接
螺栓一一拧紧。在地面上，5名专责监护人全神贯注，做
好现场安全监护。

与此同时，在交流滤波器场 500千伏电流互感器一
次通流试验现场，3名试验人员快速完成试验仪器和电
流互感器接线后，启动试验设备输入相关参数，开始进行
通流试验等工作。

渝北±800千伏换流站业主项目部负责人李自若介
绍，渝北换流站参建人员已到岗到位386人，各项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目前工程土建施工完成 94%，电气施工完
成55%，预计今年4月10日交流系统具备带电条件，6月
15日实现双极低端投运。

据了解，“疆电入渝”工程于2023年10月正式启动建
设，计划今年内建成投运，届时，每年可向重庆输送电力
超 360亿千瓦时，助力重庆形成“一交一直”特高压输电
新格局，构建水、火、风、光多元电力互济体系，增强重庆
电网保供能力。

“疆电入渝”特高压
渝北换流站全面复工

□ 重庆日报记者 罗斌 杨永芹

“民厚”轮为国内首艘 130型甲醇-柴油双燃料集散
两用船，从上海抵达重庆，当日圆满完成首航。与传统纯
柴油动力船舶相比，甲醇清洁能源动力船舶一氧化碳和
碳氢化合物排放量，分别减少约96%和99%。“民厚”轮也
是国内具有标准箱与宽体箱灵活积载功能的首艘内河船
舶，为铁路宽体集装箱直接搭载内河船舶、推动铁水联运
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首艘甲醇-柴油双燃料
集散两用船完成首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