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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记者从
长江沿岸铁路集团四川有限公司获悉，
10月31日，经过近6小时连续灌注，成
渝中线高铁全线重点工程——田柳湾
特大桥21号主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
线最高桥墩顺利完工。

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
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
自重庆枢纽重庆北站起，向西经重庆市
渝北区、沙坪坝区、璧山区、铜梁区、大
足区，四川省资阳市、成都市，引入成都
枢纽成都站，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
时速350公里。

田柳湾特大桥地处安岳县境内，大
桥全长1640米。桥墩地基相对高差
达到93米，桥梁跨度在32米至40米
之间，是典型的高墩大跨桥梁。全桥
有39个桥墩，本次封顶的21号墩高
79米，相当于26层楼高，是成渝中线
高铁全线最高墩，施工人员将桥墩分
为19个节段施工，共浇筑混凝土3015

立方米。
中铁五局成渝中线四川段成都

公司项目经理李念军介绍，为确保最
高墩顺利封顶，项目使用国内最先进
的液压爬模技术进行浇筑，混凝土成
型质量好、安全程度高，效率可提升
1.5倍。

成渝中线高铁项目建成后，将与已

建成运营的西安至成都高铁、郑州至重
庆高铁和在建的西宁至成都高铁、成
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铁、西安至重庆高
铁、重庆至昆明高铁、重庆至万州高铁
等多条线路连通，推动成渝地区路网
结构更加完善。项目通车后，成渝两
地旅行时间进一步压缩，将极大便利
沿线居民出行。

成渝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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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最高墩封顶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邹阿江）10月
31日，亚蓉欧大通道（成都—大湾区）铁
海联运班列从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的
成都国际铁路港发车，抵达深圳盐田港
后，后续将通过海运转驳至丹麦奥胡
斯、美国洛杉矶等城市。

这是成都国际班列首次从大湾区
出国的外贸货运。至此，成都国际班列
辐射范围拓展至115个城市。

据悉，本批次货物主要为成都、眉
山等地企业生产制造的家具、机械设备
等“四川造”产品，由成都国际班列平台
公司全程受理客户需求，实现“一次委
托、一舱受理、一票到底”。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班列运输时间
降至40小时左右，综合运输成本降低

40%以上，“公转铁”货源占比超60%，
在有效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时也推动了

“公转铁”运输结构的优化。
铁海联运，作为集约高效的运输组

织模式，对于沿海城市拓宽经济腹地、
助推内陆地区打通出海通道、降低企业
社会物流成本、推进港口现代化水平具
有深远意义。今年以来，成都国际铁路
港致力于借助成都国际班列通道布局
优势，畅通内陆到沿海城市物流运输。
依托盐田港、香港航运资源，成都国际
班列的辐射范围将进一步拓宽至北美、
澳洲等国家及地区，助力川内企业优质
产品扬帆出海。

下一步，成都国际铁路港将进一步
深化与沿海港口的合作，发挥亚蓉欧大
通道引领作用，搭建内陆开放服务平
台，借助沿海港口贸易优势，推动川港
企业利用国际班列运输优势进一步优
化供应链体系，拓展国际市场，吸引更
多港资企业到内陆发展。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记者
从成达万高铁公司获悉，10月 31日
凌晨，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新建
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以下简
称“成达万高铁”）红星隧道顺利贯
通。

成达万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
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
西起四川省成都市天府站，途经四川省
资阳市、遂宁市、南充市、达州市及重庆
市开州区、万州区，接入既有郑渝高铁
万州北站。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
速350公里。

红星隧道位于达州市境内，全长
2451米，设计时速 350公里，为单洞
双线、浅埋、微瓦斯隧道。隧道施工
条件复杂，全隧均为Ⅳ、Ⅴ级围岩，围
岩破碎；同时隧道进口位于大冲沟，
出口位于悬崖峭壁，施工难度大，安
全风险高。

中铁十一局成达万高铁达州工区
总工李波全介绍，红星隧道历经约20
个月施工才贯通，这也是成达万高铁达
州段首座贯通的长度在2000米以上的
隧道。为能按期高质量完成隧道施工

任务，项目团队在隧道内采用智能化机
械施工方式，配备超前水平钻机、全液
压单臂锚杆钻机等15台套大型机械
化工装，在各个施工阶段形成机械化
施工场面，全面提升施工安全质量水
平。

据成达万高铁公司达州建设指挥
部指挥长张宗伟介绍，为提高项目安全
管理标准化水平，项目还在红星隧道内
搭载瓦斯自动监控系统，实时监测隧道
内有毒有害气体浓度，有效提高了施工

安全质量的监管效能。红星隧道的贯
通极大地提振了项目建设人员的士气，
鼓舞了一线作业人员的信心。目前，成
达万高铁建设有序推进，全线133座隧
道已贯通88座。

成达万高铁建成后，将形成成都直
达中原和京津冀地区的便捷客运通道，
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促进沿线
经济社会发展，对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等战略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10 月 31
日，成达万高
铁红星隧道贯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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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达万高铁红星隧道贯通

10月31日，亚蓉欧大通道（成都—大湾区）铁海联运班列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发车。
青白江区委宣传部供图

助力川货出川出海

亚蓉欧大通道（成都—大湾区）铁海联运班列首发

成都公布63个
堵点治理点位

10月31日，记者从成都市交通运输
局获悉，成都市公布了第一批次63项堵
点治理任务清单，其中包含武侯区华西
医院片区、高新区剑南大道锦城大道路
口等点位。

根据日常交通态势监测，成都市道
路交通运行态势主要呈现三大特征。

出行区域集中，出行总量较大。截
至目前，成都汽车保有量已达687万辆，
成为全国汽车“第一城”，全市日均汽车
出行总量约427万辆，“5+1”城区在道
路资源仅占16%的情况下，日均出行量
约为248万辆，承担全市58%的汽车出
行量。

在“5+1”城区每天的高峰时段（按
2小时测算），汽车出行量高达80万辆，
这相当于在全天十二分之一的时段内，
承担了汽车日均出行总量的三分之一。
放射性主次干道、环状高快速路等交通
干道拥堵状况尤为严重，部分交通转换
节点及连接路段已处于超负荷状态。

在举办大型活动、降雨降雪天气或
是节假日临近时段，道路通行能力明显
下滑。

对于市民反映的交通拥堵问题，成
都明确了“科学治堵、高效治堵、开门治
堵”的工作思路，成立了由市领导牵头、
多部门协同的常态化治堵工作专班。
同时，广泛开展现场踏勘调研，分析堵
因、查找堵源，综合施策，从“城市规划、
交通管理、工程建设、线路优化、智慧赋
能”等方面提出综合解决方案。

通过持续监测日常交通状况并聚
焦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初步梳理出全
市第一批次常发堵点清单。将日常交通
监控数据与12345服务热线收集的市民
反馈作为信息采集的主渠道，重点关注
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学校、医院、居
民区、交通枢纽等易发堵点，研究制定
了第一批次堵点治理任务清单63项。

坚持“管理优化与工程改造相结
合”的治理思路，分级分类开展问题整
治，其中，实施精细管理的项目33项，实
施小微整治的项目30项。

此外，围绕“鼓励市民积极参与、收
集市民诉求意见、邀请市民建言献策、
欢迎市民监督体验、倡导文明绿色出
行”等方面，陆续开展“市民代表走进
12345热线”“进企业、进学校、进单位、
进社区”等系列活动，为交通治堵建言
献策，对治堵成效进行监督体验，形成

“开门治堵”的良好氛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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