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4年6月7日 星期五 编辑江亨 版式梁燕 总检张浩要闻

◀
采访团成员拍
摄正在建设中
的内江国际物
流港铁路专用
线项目。

巴南高铁马鞍站。刘彦君 摄

6月5日，“万千气象看四川”二季度
集中采访活动采访团走进内江国际物流
港，“国际范儿”扑面而来。

空中俯瞰，连绵的蓝灰色建筑恰似
一片蔚蓝的海洋，物流车辆就像海上航
行的船只，于此停泊，仰望无际天穹；于
此启航，遨游无际海洋。

地处成渝腹心
已连通18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上升为国家战略，位于成渝两大城市中
心的内江市，被称为“成渝之心”。

借势扬帆，内江正瞄准“建设成渝发
展主轴产业强市和区域物流枢纽”这一
目标，探寻从“好区位”走向“强枢纽”，从
而转化成“优发展”的“变身之道”。

建设“区域物流枢纽”，内江有何优
势？在内江新区（内江国际物流港服务
中心）管委会主任范长广看来，内江建设

“区域物流枢纽”的优势显而易见：一是
交通，二是市场，三是要素成本。

区位优势是内江引以为傲的发展优
势。作为交通运输部规划的国家公路运
输主枢纽，内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必

经之地和四川南向开放枢纽门户，拥有全
省最快捷的“出海通道”，在全省率先进入

“双高铁时代”，实现“县县通高铁”。
“内江国际物流港已连通18个国家

和地区。”在内江国际物流港的一块展板
上，一张地图让其四通八达的物流通道
体系跃然眼前。

向东，通过铁水联运可经上海港出
海；向南，通过东盟班列可经广西钦州港
到达东南亚，或通过内昆-中老铁路国际
班列直达东南亚；向西，通过中欧（中亚）
班列约15天可到达乌兹别克斯坦等中
亚国家，可联通欧洲；向北，通过中欧班
列约15天可到达莫斯科，可联通欧洲。

再看市场，“货品进口后，在区域配
送过程中，最佳合理区间在200公里范围
内。我们在这200公里范围内辐射的市
场是最广泛的。”范长广说。

还有要素成本。5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在内江新区蓉欧公用型保
税仓库看到，当地一家企业进口的光学
显微镜非镜面镜片和锂矿石正整齐存放
于此。企业将货物“暂存”在这一平台有
何好处？内江蓉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王思维介绍，进口货物进入保税
仓库后，企业用多少材料，就报多少关
税，这样不仅可以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
和仓储困难，也让企业实现进口货物放
在“家门口”，能够“随取随用”。

立足西部面向东盟
打造四川南向开放高地

在内江新区蓉欧公用型保税仓库旁
边，是正在建设的内江国际物流港铁路
专用线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地基
强夯和站场土石方作业，货运综合楼、装
卸货运楼正在施工中。

“铁路专用线项目位于内江国际物

流港核心区，接轨于内昆线内江南站，紧
邻绵泸高铁内自泸段白马北站，已完成
投资约1.6亿元，预计2025年3月前建成
投用。”内江国际物流港服务中心枢纽建
设科科长周政杰说。

从功能上看，该项目具备班列发运、
集装箱作业、货物集散分拨、多式联运等
功能。可实现国内、国际班列的发运。
具备20尺、40尺标准集装箱的装卸、转运
作业及堆放、查验等功能。可满足发运
货物特别是进出口货物的集货装箱、仓
储物流、分拨配送等功能。同时，该项目
可减少短驳，实现“铁公水空”的多式联
运无缝衔接，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效率。

内江国际物流港是内江建设服务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立足西部、面向东盟
的区域物流枢纽的主阵地，着力打造西
部陆海新通道国际班列（内江）集结中
心、中国-东盟物流贸易对接基地。

“流动”，让内江焕发活力——目前，
内江国际物流港坚持常态化开行中老
（内江-万象）国际直达班列、“蓉欧+”东
盟国际班列，实现与东盟、中东各国国际
货运班列双向开行，助力内江、川渝地区
外贸企业与东南亚各国多边贸易往来。
新开通中国至东南亚、印巴、中东3条货
运航线，成功首发成渝主轴跨境公路班
车（内江-东盟），已累计发运国际班列
100列859个标箱，开行跨境班车6车12
个标箱，班列班车总货值超2.2亿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贾娇摄影报道

巴南高铁开通倒计时

老区人民的“高铁梦”即将照进现实
探访点位：

巴南高铁马鞍站

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巴南高铁马鞍站修建现场，四川铁
建汉巴南站房一标工程部长杨波时常看
见一位老人，搬个板凳，坐在站前，凝视
着工人们忙碌。

每当问及，老人总是摇头不语，仅默
默地注视着这繁忙景象。

这条高铁对周边村民意义非凡。
6月6日上午，“万千气象看四川”二季

度集中采访活动采访团走进南充市仪陇
县马鞍站。随着一辆联调联试的高铁飞
驰而过，距离巴南高铁通车又更近一步。

大巴山里
坐在板凳上等高铁的老人

盛夏时节，大巴山苍翠盎然。青山
绿水之间，一个红色现代化车站——马
鞍站，显得格外醒目。

作为巴南高铁巴中进入南充境的第
一站，这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小型客运
专线火车站，以“德耀中华，光辉马鞍”为
设计理念，红色元素随处可见。

“目前，我们正在联调联试。马鞍站
投用后，预计年旅客发送量将超百万人
次。”站前广场，杨波指着周边的停车场、
配电所、污水处理设备等配套设施，满怀
信心地说，马鞍站已准备好迎接旅客了。

在这里工作一年半的杨波深知，这条
高铁承载着无数人的期许。仪陇，这个曾
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如今生活日益改善，
但对于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未曾近
距离见过火车、高铁仍是一种遗憾。

杨波记得，自他参与站房建设以来，
总能看到一位老人带着小板凳坐在广场
的坝子里，默默注视着施工进程。

老人很少说话，但每次交谈都会询
问工人们：“火车什么时候通？”那双灼
热、渴望的眼睛，让杨波和工友们深感责
任重大，他们希望加快建设进度，让高铁
早日到来。

5月21日，巴南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
段。当天，周边不少老人来到现场，看着
呼啸而过的动车，久久伫立，充满激动。

穿山架梁
成渝腹地小时直达的背后

过去，巴中与南充、成都等地之间的
往来需要绕经达州，耗时耗力。

“南充至巴中的147公里路段，设计
时速达250公里。”杨波说，高铁建成后，巴
中至南充最短运行时间约35分钟，至成都

最短运行时间约145分钟，至重庆最短运
行时间约105分钟，极大缩短出行时间。

不仅如此，巴南高铁将接入南充北
站。南充北站处于国家“八纵八横”高速
铁路网“兰（西）广通道”，是兰渝铁路和
达成铁路的衔接点。这意味着，大巴山
区的巴中市、南充仪陇等地，到成渝地区
经济圈的通行时间均缩短至“小时”计数
范围。

建设现场展板上的泛黄施工纪事
表，默默诉说着高铁建设的艰辛：2023年
6月15日，兰渝铁路大桥成功转体，1.2万
吨主墩牵手；2024年1月23日，正线铁路
全线铺轨完成；2024年5月21日，联调联
试结束，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现场负责人介绍，巴南高铁巴中至
南充段的征途上，横亘着数座难关，每一
步都充满前所未有的挑战。

嘉陵江特大桥、恩阳河特大桥、东华

山隧道、千秋塝隧道、光辉隧道等，如同拦
路虎，考验着建设者的智慧与勇气。

站起城兴
高铁经济将带来质的提升

站起，城兴。“车站建成后，将极大改
善当地交通，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促进仪
陇及周边地区发展，并提升城市形象，为
居民提供更便捷的出行条件，推动旅游
业增长。”杨波说。

“巴南高铁，作为现代交通体系将给
老区带来质的提升。”四川省社科院研究
员盛毅，一直期待能乘坐高铁从成都到
仪陇走走看看。

“现代经济必须要靠现代交通体系
做支撑。”盛毅从社会经济学角度分析，
仪陇已有成熟的高速和公路路网，高铁
带来的高铁速度以及高铁经济，都将给
沿线城市带来质的提升。

作为四川首条由地方全额出资并主
导建设的高速铁路，巴南高铁列入《国家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成渝地区城际铁
路建设规划（2015-2020年）》，是西南
（川渝）地区与陇东、陕西、华北等中北部
地区客运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仪陇是革命老区，线路穿越巴中、
仪陇等川陕革命根据地核心地带，是一
条追溯英雄足迹的红色高铁。”仪陇县发
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宋刚表示，巴南高铁
通车后，仪陇将告别没有铁路的历史，巴
南高铁通达成都、重庆，将带动人流、物
流向仪陇聚集，为仪陇红色旅游发展以
及更好地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助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彦君 谢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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