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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将打造10条
对外综合运输大通道

■本报综合报道

《重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
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规划 10
条对外综合运输大通道，按照“多层级、一
体化”立体综合交通网，构建承东启西、沟
通南北、通江达海、连接四方的国际性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

近日，重庆市举行《重庆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1-2035年)》解读新闻发布会，重
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扈
万泰在发布会上对《规划》作出上述解读。

根据国务院对《规划》的批复文件，重
庆是中国的直辖市，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批复要求，重庆应完善多向联通、多
式联运的对外对内通道。

《规划》提出，要规划10条对外综合运
输大通道，联通国家主要城市群，对接国家
六大经济走廊。

推动国家战略落实落地

规划这10条大通道，是为了推动西部
陆海新通道建设、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等国家战略在重庆落实
落地。据介绍，国家战略是事关全局的顶层
设计，需要将其项目化、清单化，有序推进。
规划10条大通道，就是《规划》对推动国家战
略在重庆落实落地的具体举措之一。

这 10 条大通道从空间上看，分为东、
南、西、北4个方向，联通京津冀城市群、长
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等国家
主要城市群。

同时，10条大通道对接国家六大经济
走廊，即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

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
缅经济走廊。这六大经济走廊是“一带一
路”的基本支撑框架。

这也意味着，重庆将更加主动地服务
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由此，10 条大通道形成四向联通、铁
公水空联运的对外开放格局，不仅能有效
联通国内外，还能在市域内形成一个高效
的现代物流网络，服务重庆“33618”现代制
造业集群体系，共同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融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将更多“重庆造”运出去

从示意图上可以看到，10条大通道，分
别为东向2条、南向3条、西向2条、北向3条。

其中，规划南向3条大通道，是为了拓
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功能，增强战略腹地承
载能力。

一方面，要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运力
“卡脖子”路段，规划建设渝贵高铁释放渝
贵铁路货运能力，规划研究渝昆铁路、成渝
铁路扩能等，增强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
运效率。

另一方面，通过强化与云南方向的铁
路联系，构建重庆至昆明至缅甸方向的中
缅新通道，以重大交通设施规划优化支撑
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跃升。届时，更多的

“重庆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产品等可以
出口到东南亚。

规划的西向 2 条大通道，则将联动北
向 3条通道，围绕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带来
的新机遇，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
国际竞争新基地。

其中，依托亚欧国际大通道建设，规划
研究兰渝高铁释放兰渝铁路货运能力，规

划研究巫十铁路等，提升中欧、中蒙俄班列
通道效能；规划研究重庆至自贡至雅安铁
路，与川藏铁路贯通，构建西向物流运输新
通道；畅通重庆至中亚至欧洲通道。届时，
进口的矿产等原材料可以直达重庆，而重
庆的工业产品也有望沿着西向和北向大通
道，更好地走向中亚和欧洲。

规划的东向 2 条大通道，意在构建长
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长江上
游航运中心，协同实施三峡水运新通道，打
通长江黄金水道瓶颈；规划建设渝宜高铁
释放渝利铁路货运能力，规划研究沿江铁
路等，形成长江航运、铁路、高速公路等多
通道复合交通走廊，提升东向开放大通道
的能级。

通过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等
逐步推进

不过，10条大通道要落地建设，还需要
通过近期规划、专项规划等去进一步推动。

《规划》提出，要按照“多层级、一体化”
综合立体交通网，构建承东启西、沟通南
北、通江达海、连接四方的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城市。10条大通道的建设，只是其中
一项内容。

并且，《规划》是重庆市国土空间保护、
开发、利用、修复的总纲，对《规划》提出的
要求，后续还需要进一步去细化落地。

据介绍，下一步，重庆市交通规划研究
院将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统筹
下，积极联动市级各部门、各区县，以及相
邻省市等开展相关的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
编制；积极推动10条大通道早日从规划层
面进入落地环节，助力重庆建设国际性综
合交通枢纽城市。

■文/张文莉

眼下，智慧农业是人们关注的热
点。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力实
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完善农机购置
与应用补贴政策，开辟急需适用农机鉴
定“绿色通道”。

近年来，贵州通过集中政策、产业、
科研等资源，积极探索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机械化发展机制和模式。加快
开展提升农机装备“耕、种、管、收”作业
质量与效率行动，推动山地适用小型农
机研发推广应用，正在蹚出一条适
合贵州省情的智慧农机发展之路。

为农业现代化建设
带来技术革命

剑河县南明大坝高标准水稻
示范田，于 2022 年探索建立的贵
州首个水稻“无人农场”，基于北
斗卫星导航的无人驾驶系统，人
们只需手机大小的操作设备，就
能对农用收割机运行路线、速度
等进行远程操控，实现“一键指
令”让不同设备各司其职，极大提
高了工作效率。

“通过加装北斗终端，收割机
就可以在标准格田中，根据事先
规划好的作业路径实现无人驾
驶、无人收割、无人卸粮，1小时作
业量达六七亩。”工作人员介绍，
作业期间不需要农机手任何操
作，遇到尽头田埂时，收割机会自
主转向掉头。

近年来，贵州不断推动智慧农
业发展，采用北斗、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通过对农
场设施、装备、机械等远程控制，或
通过智能装备及机器人自主决策、
自主作业，完成农场水稻种植所有
的生产、管理任务，构建全天候、全
过程、全空间的无人化生产作业模
式。以做到“农场信息全覆盖、农
场管理全监控、作物处方全决策、
设备作业全无人”。

在北斗系统的加持下，这个
“无人农场”，无疑为山区的农业现
代化建设带来了一场水稻种植的
技术革命。

北斗技术在农业领域“落
地开花”

当前，北斗在国家重点领域、大众
消费领域的普遍应用，正催生出各种

“北斗+”融合应用新模式。贵州传统农
业也在向精细化、智能化、集约化的方
向转变。“我们希望通过‘北斗+’将先进
的精准农业技术引入农业实践中，从而
推进贵州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

整。”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总兽医师唐隆
强谈道。

北斗除了可以助力农机作业，也可
以在自动驾驶领域起到关键作用。当
农机遇到北斗，精准农业为粮仓增加了
一层守护。

据介绍，北斗系统可以通过精确定
位，帮助农民确定农田的边界和土地利
用情况。农民可以利用北斗导航系统
精准规划农田、种植作物，并实现精确
施肥、水分管理和农药使用，从而降低
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另外，北斗导航系统与农机智
能化技术相结合，能够实现自动驾
驶和精确作业。农机可以根据预
先设置的路径和作业要求，自主进
行耕种、播种、施肥、喷洒等作业，
提高作业效率和质量。北斗系统
通过地理信息的收集和传输，可以
提供农田的环境数据，如土壤湿
度、温度等。这些数据可以帮助农
民及时了解农田的状况，实施灾害
监测和预警，减少因灾害而带来的
损失。

在信息技术层面，北斗的应
用，能为贵州农业生产带来什么样
的帮助？

北斗不是单纯的定位系统，北
斗可以看作是农业的基础“装备”，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信息传
感器，它能被嵌入到很多信息采集
设备中，在数字化农业中，可为采
集者提供高精度的时空信息。

从不同应用角度看来，这些都
是北斗农业应用非常典型的场景，
基于它所收集的大数据，正在逐步
改变着农业的生产与管理方式，推
动着农业现代化进程。

“十四五”期间，随着国家智慧
农业项目建设的推进，贵州参与了
多个无人化农场项目，在探索无人
驾驶农机、智能化无人农场等新技
术方面取得了突破。随着加大研
发投入，从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到北
斗定位导航终端，农机监控信息化
平台到远程作业监测系统，贵州形
成了一系列发展思路。

端牢中国饭碗，守住大国粮
仓，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是国家
战略。对于靠天吃饭的农业来

说，技术的迭代发展，手段的创新优
化，都是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北斗
系统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最终目的也
是如此。

随着越来越多的北斗技术在农业
领域“落地开花”，从会种地到“慧”种
地，各种先进农业机械的普及，让如今
的农业生产人力投入不断减少。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北斗科技在
贵州这片广阔土地上发挥越来越多的
作用。

眼下，素有“新疆第一春”的吐鲁番杏花初
放，每年春季，在吐鲁番区域的托克逊县，上万
亩杏花迎春盛开，吸引游人赏花观景。

吐鲁番杏树种植面积11万亩，其中9万多
亩在托克逊县境内。看杏花、赏美食、非遗民俗
等文化业态，吸引着数万名“追花者”。

据了解，已经举办七届的托克逊杏花季，
让这里的南湖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杏花村”，
村民守着杏花办起了超市、农家乐、民宿等，
吃上了“旅游饭”。 （张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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