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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贯彻落实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华西都市报讯（李康 记者 刘彦谷）
“嘟——”8月24日清晨，在广元市委书
记何树平宣布发车后，随着火车的一声
长鸣，载着50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成渝
号（广元）从广元南站正式发车。这是广
元市首发的中欧班列，将途经阿拉山口、
哈萨克斯坦，最终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

作为首发班列，中欧班列成渝号
（广元）搭载的货物是从广元及周边城
市集运而来的铜版纸、机电产品等，总
价值约人民币1100万元，预计运输时
间12天。因广元市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尚未建成，首发班列采取在广元报关、
口岸查验的通关一体化方式，标志着该
市全面打通连接欧亚的陆路物流大通
道，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主动融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基础上迈出
坚实一步。

广元是四川除成都外，继内江、南
充、德阳、泸州、绵阳之后第6个开行中
欧班列的地级市。作为四川北向东出桥
头堡、成渝地区北向重要门户枢纽和西
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近年来，广元市
始终将发展枢纽经济作为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聚力打造开放
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经济活力更充
沛的内陆开放新高地，努力实现从交通

枢纽向物流枢纽、产业枢纽转变，全力把
区位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

2018年，广元市成为全国第一个由
国铁集团审查批复枢纽总图规划的地级
市，规划建设广元动车运用所、广元·川
陕甘高铁快运物流基地、广巴铁路扩能
改造、广元铁路综合物流基地、国际班列

广元组货基地、广元南站整体迁建、广元
铁路产业园和广元站升级改造西广场等
8个近中期项目，广元城市轨道交通、广
元水铁联运体系、广巴达城际客专3个
中远期项目，总投资达465亿元。2021
年8月，广元市第八次党代会作出聚力
发展枢纽经济，高水平规划建设广元国

际铁路港的战略决策。同年9月，广元
国际铁路港成立，该铁路港依托西二环
形成物流贸易产业发展轴、依托下西大
道形成进出口加工产业发展轴，大力发
展公路物流组团、普铁物流组团、高铁快
运组团和进出口加工组团。

据了解，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
在广元贯通，将巩固广元在全省乃至全国
交通版图上的优势，促进多式联运发展和
集运输体系完善，从而带动交通基础设施
优化升级。此外，依托中欧班列强大的带
动力，将会为广元企业开拓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广元造产品走出国门创造更多的机
遇，促进广元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吸引
更多资金和人才到广元投资兴业。

“开行中欧班列是我市主动融入‘一
带一路’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重要举措，将助推我市从西部内陆腹地
变成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加快建设四川
开放发展‘北大门’。”广元市委副书记、
市长董里表示，下一步将以中欧班列成
渝号（广元）首发为契机，不断增强广元
辐射带动和产业聚集能力，在建设全球
贸易链供应链服务平台、“一带一路”进
出口加工基地和推动对外开放度上迈向
更高水平，为建设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
市提供有力支撑。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苟春）近日，四
川首个“交通+能源”融合发展试点项目
——攀枝花至大理高速公路分布式光
储项目建成投运。该项目建设是四川
高速公路由单纯用能向自发自用的一
次创新实践。

攀枝花至大理高速公路全长约41
公里，项目实施过程中充分利用公路边
坡、建筑屋顶、弃土场、隧道隔离带、服
务区、收费站、沿线电子设备等7大类
场景，建设分布式光储，集成光伏发
电、电能储存、车辆充电等多能供应，
装配总装机容量0.268万千瓦分布式
光储设备，平均每天发电约1.31万千
瓦时（相当于极端高温天气期间650户
家庭的每天用电量），日发电量基本能
满足项目运营自身用电需求并有适当
富余。

与一般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相比，
高速公路分布式光储项目具有4个方面
的显著优势。一是不新增建设用地。
光伏设施均布设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
的7大类场景内，不需额外新增建设用
地。二是施工快捷。光伏设施沿公路
沿线布设，材料运输、建设施工均能有
效保障，无需新建施工便道、场地平整
等。三是管理方便。光伏设施运维管
理可与高速公路日常运营管理一并统
筹，仅需增加少量专业技术人员。四是
能充分消纳。所发电能供高速公路运
营所需，可及时就地消纳。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省交通厅致力于加快组织实施“五
转”（油转电、旧转新、私转公、公转水
铁、堵转畅）工程，积极推进“双碳”试点
工作。“交通+能源”融合发展高速公路

分布式光储项目可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为高速公路低碳或零碳运行提供清洁
能源用能保障。据初步测算，到2025
年底，“三州一市”（甘孜州、阿坝州、凉
山州和攀枝花市）约2500公里高速公
路可建成分布式光储项目，预期装机容
量可达9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12亿千
瓦时（接近二滩水电站1个月发电量，相
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19万吨）。
届时，基本能满足1.1万公里建成高速
公路运营所需。同时，在遭遇类似今年
的极端天气情况下，可为电力保供发挥
作用。为充分发挥交通运输行业对“双
碳”战略的贡献，推动“交通+能源”融合
发展正当其时、大有可为，可持续提升
全省电力供应保障能力，形成一体开
放、多能互补格局，加快构建四川安全
可靠的电力供应保障体系。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芮雯）8月
24日，记者从成都轨道交通集团获悉，
8月23日，市域（郊）铁路成都至眉山
线（S5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四
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标志着
成眉线工程将进入全面开工建设阶
段。

根据规划，成眉线主线线路连接成
都市天府新区直管区和眉山市区，串
联成都科学城片区、天府文创城、眉山
市视高片区、乐高乐园、黑龙滩天府生
态片区、岷东新区西片区至眉山市区，
起于红莲站，与轨道交通16号线、19
号线换乘，止于眉山东站。

线路主要沿嘉州路-益州大道南

二段-天府大道眉山段-文忠街敷设，
呈东北～西南走向。市域（郊）铁路成
都至眉山线工程线路全长约59公里，
其中成都范围内长度约19公里，眉山
范围内长度约40公里；设计时速160
公里；全线共设红莲站、秦皇寺站、兴
隆湖西站、煎茶站、文创城站、视高站、
南天府公园站、乐高站、黑龙滩站、岷
东新区站、眉山北站、音乐广场站、眉
山东站13座车站，其中高架站8座、地
下站5座。设高崩村车辆基地1座；眉
山北停车场1座、主变电所2座、控制
中心1座。

市域（郊）铁路成都至眉山线工程
是对接成都市域线网的重要交通基础

设施，是眉山与成都同城主通道。建
成后将有效缩短成都至眉山的时空距
离，促进成眉两地间产业、人口及各类
生产要素的高效集聚，强化成都的中
心城市带动作用，对提升成都市核心
能级，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及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成都轨道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成都轨道集团将全力推进市域
（郊）铁路成都至眉山线工程后续工
作，力争尽快实现项目开工建设，为加
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群交
通一体化提供有力保障，为建设美丽
宜居公园城市示范区贡献更大力量。

投产后年发电量达70亿度

川投资阳燃气电站项目
战高温抢进度

8月以来，资阳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
气，加之三季度正是拼经济、搞建设、抓
发展的黄金期，用电需求激增，供需矛盾
突出。

在此背景下，具有稳定电网调峰能
力的川投集团资阳燃气电站项目备受关
注。8月23日，记者走进位于资阳安岳
县永顺镇的项目建设现场，一探究竟。

来到项目现场，已是下午2时许，
室外气温超过40℃。川投（资阳）燃气
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严天元还没来
得及吃上一口盒饭，就又被叫到施工现
场。过去一个月来，这是他的工作常
态。

“预计10月底完成项目场平。”严天
元说，作为当地重点项目之一，川投集团
资阳燃气电站新建工程项目于今年7月
正式动工建设，预计2024年投用。投产
后，项目年发电量可达70亿度，可供300
万个家庭生产生活使用，相当于目前安
岳县人口的8倍。

从8月11日开始，安岳县大部分地
方连续出现最高气温达40℃及以上的高
温天气，持续的高温也加大了现场施工
的难度。“室外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作
业不太安全。”严天元和团队商量，通过
错时作业、夜间作业、滚动排班等措施，
避开高温时段，保障了工程进度和施工
安全。

但高温并不是他们面临的唯一问
题，他们还面临电力短缺等问题。为此，
项目上购置了柴油发电机。同时，还向
国网资阳供电公司申请调配了一台应急
发电车，进一步保障了施工用电。

“预计9月底能开始主厂房的混凝
土浇筑，10月完成场地平整，11月实现
厂外补给水工程动工。”对于项目建设的
进度，严天元充满信心。

潘政吉 艾兰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远扬

全面打通连接欧亚陆路物流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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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成渝号（广元）首发班列发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