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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国庆节不仅是节假日，还是‘施工
黄金期’。”记者从成都轨道集团获悉，国
庆七天假期中，在第四期建设规划和资
阳线项目建设现场，3万余名建设者依然
坚守工作岗位，加速冲刺、全面攻坚。

3万余人坚守岗位
多条在建线路取得重要进展

轨道交通线路建设进展，时刻牵动
着市民乘客的心。

据了解，成都轨道集团正加速推进成
都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和轨道交通资
阳线建设项目。国庆节期间，成都轨道集
团紧抓施工黄金期，延长有效作业时间，规
范合理开展夜间施工，具备条件的点位合
理安排作业人员进行24小时轮班制施工
及管理，保持建设进度,与时间赛跑。

国庆假期，在10号线三期的高升桥
站—红牌楼站左线盾构区间，建设者们
正进行洞门加固、端头加固。与此同时，
在其他线路的240余个工点上，3万余名
建设者也正在全面攻坚车站主体结构施
工、盾构掘进、机电施工等关键节点，施

工建设如火如荼。
目前，9条在建线路已全面掀起大干

热潮，在建轨道交通项目共计64座车站
封顶，多条线路获得重要进展。其中，19
号线二期工程全线实现“长轨通”，17号
线二期工程踏水桥站—二仙桥站区间左
线隧道顺利贯通，起点—阳公桥站盾构区

间左线顺利洞通，13号线一期万家湾站
—培风站区间左线盾构顺利始发，娇子立
交站—幸福梅林站区间双线顺利贯通。

利用风险监控系统
重要点位工序24小时盯控

越是节假日，越要绷紧安全弦。

在成都轨道风险监控应急指挥中
心，巨大的监控屏幕正对在建线路重要
工地、工序的施工情况进行轮循画面监
控，现场工作人员正目不转睛地盯控每
一帧画面和不断更新的监测数据，不放
过任何一处的风险隐患。

节假日期间，成都轨道各建设工点
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项目备案人员等
均在岗履职。线上，利用风险监控系统
对施工现场重要点位、重要工序进行24
小时盯控；线下，加大检查力度，每日开
展现场巡视检查。

在8号线二期7个站点及1个车辆
段的施工现场，业主代表黄鑫忙碌的身
影来回穿梭着。假期里，8号线二期桂
龙路站深基坑放坡开挖工作，时刻牵动
着他的心，“为保障基坑开挖安全有序
推进，前期我们邀请行业专家全程指
导，科学制定了开挖方案，施工过程中
通过复加支撑轴力、设置引流泄水孔、
适时调整支护参数等技术措施控制基
坑变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芮雯
成都轨道集团供图

国庆大假期间仍在加紧施工的轨道交通建设者。

10月2日下午，一列装载20个标箱，
运载品名为“瓷砖”的中老国际班列已经
纳入开行计划。这是继RCEP（《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协议生效后，空铁国
际联运港在东盟国家（地区）班列运营全
覆盖的基础上，连接东盟国家（地区）的第
150趟班列。作为中国中西部的国际门户
枢纽城市，近年来，成都主动融入国际国
内“双循环”，加速构建多式联运体系，站在
西部内陆开放高地上的双流，充分发挥航
空枢纽优势，打通“航空陆海”新通道。

一年前，也就是2021年9月27日，
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国际通道实
现首发。一年来，累计开行国际班列
161列，往返运输货物5294标箱，新增外
贸货值超过8.65亿元。如今的双流，国
际航线四通八达，铁轨列车飞驰，正沿着

“丝绸之路”的轨迹继续奔跑。

19条国际班列线路
空港双流通天达海

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是国家
第二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四川省5个
重要铁路多式联运示范节点之一，项目
位于双流综保区，距离双流国际机场20
分钟车程，距离G5京昆高速5分钟车
程，与铁路成渝线、宝成线、成昆线及川
藏线转换连接；该项目占地194亩，总投
资3.6亿元，年作业能力约500万吨，其
中集装箱作业能力20万标箱/年，整车
作业能力50万吨/年。

以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为起
点，铁道南北延伸，投运一年来，共开通了
19条直达或海铁、公铁联运国际班列，最
近新开的一条是9月15日首发的中吉乌

“公铁联运”国际班列。“该趟班列从双流
出发北上，由新疆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境，
是一条新的国际班列线路。”成都空港现
代服务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双莉介
绍，班列首次采用中吉乌“公铁联运”的方
式，将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的优势相结
合，通过一次托运、一次付费、一份单据、
一次保险，由公路、铁路区段承运人共同

完成货物的全程运输。
一年来，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

港保持着平均每月新开1条以上国际班
列的发展趋势。铁路运输、公铁联运、海
铁联运等物流运输方式叠加，让“航
空+”多式联运体系优势更加凸显，推动
双流真正实现通天达海。

当然，航空+铁路运输的方式在过
去一年更受国际贸易企业的青睐，投运
一年，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还开
通了经阿拉山口至波兰华沙、德国杜伊
斯堡的西向班列；经霍尔果斯至俄罗斯
莫斯科的北向班列；经磨憨出入境往返
老挝万象、经凭祥出入境往返越南河内
的南向班列；经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出入
境往返伊朗、哈萨克斯坦中亚国际班
列。目前，已开行的19条国际班列线
路，可直接通达波兰、德国、俄罗斯、老
挝、泰国、哈萨克斯坦等13个国家。

畅通西部陆海新通道
加速融入国内“大循环”

“客货并举”是成都“两场一体”格局
下，双流国际机场的“新航标”。数据显示，
202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全年完成旅客
吞吐量4011.7万人次，位居全国第二；起
降航班30.09万架次，货邮吞吐量达到
62.8万吨；截至8月底，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在飞国际货运航线达31条，航线网络覆盖

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主要枢纽城市。
构建“航空陆海”新通道，是成都打

造国际门户枢纽，主动融入“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对于双流而言，
构建‘航空+’多式联运体系，‘航空’是
核心支撑，与国际班列优势互补，在融入
国际‘循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业内
人士分析，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
不仅是“双循环”的补充，同时也是成都
融入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承载。

将时针拨回今年4月8日上午，一列
中老国际班列缓缓驶出成都（双流）空铁
国际联运港，驶向老挝万象。同一时间，
省内的自贡、广元、遂宁等地的国际班
列，也准时驶出车站，带着各自区域的

“川货”奔向世界各地，四川西部陆海新
通道班列首次实现了全域多点齐发。

业内人士指出，成都（双流）空铁国
际联运港全面融入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
整体规划和建设，能够在区域联动中，进
一步降低供应链成本，同时为地方招商
引资和产业“建圈强链”提供助力。

服务升级汇聚“流量”
创新建设“数字贸易港”

以双流国际机场和成都（双流）空铁
国际联运港为支撑，“航空+”多式联运
为企业提供了多样化的物流解决方案，
具有综合时效高、运输成本低、运行相对

稳定等特点，是国际供应链体系构建完
善实践中的一次创新。

今年3月23日，成都（双流）空铁国
际联运港，汽笛声明亮悠扬，一列从老挝
琅勃拉邦发车的班列，翻山越岭抵达双
流；与此同时，另一辆国际班列正从老挝
万象回程，成为当天的重量级主角，因为
它不仅载着成都企业订购的国际货物，
还载着“中老铁路+数字金融”的试点任
务——一次供应链服务的新探索。

“我们订购了一批价值15万元的木
薯粉，首付了8万元货款，另一部分通过

‘中老通’融资支付。”通过该趟国际班列
中运输货物的一家企业，以空港国际联
运港签发的铁路运输提单作为凭据和抵
押品，向银行获得授信，并以运输货物动
态监管的模式申请信用证融资，利用“中
老通”金融产品，企业支付“首付款”后便
能进入运输阶段，有效减少了资金压力。

事实上，实现这一创新，并没有表面
看起来的那么简单，背后涉及大量的资
源整合，包括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运营
单位、成都铁路局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和
银行金融机构，同时还要建立起信息共
享、单证互认等共享平台。

“这也是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
港未来发展方向。”郑双莉介绍说，以供
应链物流体系为基础，整合商流、物流、
信息流和资金流，再依托数字化、信息
化、科技化手段构建一个供应链服务“大
数据”平台，将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打造
为“数字贸易港”。

目前，依托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
运港和中国-东盟（四川）中心，双流正
大力推进东盟大宗商品线上交易平台建
设，逐步搭建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

“四流”合一的国际供应链综合服务平
台，通过发挥平台吸聚能力，已有16家
市场主体落地双流。与此同时，“中老
通”一单制金融服务试点经验正在南来
北往的多条联运线路推广，随着越来越
多的“流量”汇集，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
的“数字时代”正在到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全面融入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整体规划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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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是施工黄金期

成都3万余名轨道建设者国庆坚守一线

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开行一周年
开行国际班列161列 运输货物5294标箱

决战四季度 大干一百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