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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提速

川渝交界处，南北大道三期工
程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声中，铺路
机缓缓向前推进……

“三期工程联结重庆渝北区茨
竹镇和四川邻水县高滩镇，预计
2023年上半年通车。”成都路桥工
区负责人李宇说，届时高滩镇到
重庆江北机场的车程将从近2小

时缩短至半小时。
如今行走在川渝各地，随处可

见热火朝天的项目建设现场。重
庆市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2
年川渝共推进实施共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160个，远超
2021年的67个，年度投资完成率
达127%。

交通领域，成渝中线高铁、渝
西高铁、成达万高铁开工建设，川
渝省际建成和在建高速公路达20
条，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主
体结构和第四跑道正加快建设
中。

能源领域，川渝天然气千亿立
方米产能基地2022年上半年产量
超过320亿立方米，川渝1000千
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川南—渝西
输气管道等项目加快推进。

新基建领域，川渝已建和在建
数据中心机架总量超36万个，成
渝纳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算力
枢纽节点布局，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国家顶级节点相关项目落户
成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着力
扩大国内需求”。2023年，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建设将继
续提速。川渝两地发展改革委数
据显示，2023 年川渝将共建 248
个重大项目，总投资约 3.3 万亿

元。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
司车间，一台台新能源汽车电机
生产、包装完毕，几小时后就能出
现在成渝多家整车厂的生产线
上。

“我们围绕新能源汽车电机产
品，与重庆的长安汽车、东风小康
等车企紧密合作，实现逆势增
长。”华川电装董事长耿辉雄说，
2022年1至11月，企业收入同比
增长约20%。

统计显示，2022年上半年川
渝汽车产业实现逆势增长，合计
生产汽车 139.3 万辆，同比增长
6.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8.8个百
分点。

川渝携手补链强链，现代化产
业体系正加快形成。2022年，川
渝协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项目
全年完成投资986亿元，年度投资
完成率达139%；共建科技创新中
心项目全年完成投资191亿元，年
度投资完成率达120%。

在川渝合作共建的西部科学
城，科技创新平台、项目呈全面开
花之势——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
新中心（成都）项目、北京大学重

庆大数据研究院等陆续落户或投
入运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未来，川
渝将为产业链注入更多科创元
素。近日在成都举行的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
政联席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双方
讨论了《推动川渝共建重点实验
室的实施意见》，提出将共同提升
基础研究创新能力等5项重点任
务、人工智能等5个重点领域、创
新联合共建等5项运行机制。

共筑改革开放新高地

2022年12月30日，两列西部
陆海新通道班列同时从成都和重
庆发出，分别前往马来西亚和泰
国，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川渝
总运量突破60万标箱。

2022年，以川渝为主要支撑
点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逆势加
速——新开通线路78条，是2021
年的5倍多，物流网络已覆盖113
个国家和地区的338个港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
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如今在成
渝地区，开放新高地正在崛起
——货物可沿长江黄金水道出

海；西部陆海新通道可通达东南
亚等区域；从成渝地区出发的国
际班列可直达莫斯科……

与此同时，川渝正携手将各领
域改革向纵深推进——建立跨行
政区域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处理协
作机制、建立跨省设立的联合河
长办；构建跨区域“同一标准办一
件事”的市场服务系统……

改革，有利于增进民生福祉。
截至目前，“川渝通办”事项已达
311项，涵盖交通通信、户口迁移、
就业社保、医疗卫生等重点民生
领域。

“太方便了！在川渝两地看病
不用再重复检查了。”在成都务工
的重庆人张彦说，得益于川渝医
疗平台互联、系统互通、结果互
认，她持成都医院的检查结果，可
在重庆市垫江县妇幼保健院住院
就医。

2022年新获批的四川成都空
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和重庆生产服
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已正式揭牌，
川渝两地还分别就“共建世界级
机场群”“共建对外开放大通道”
进行了研讨，进一步释放出共筑
改革开放新高地的信号。

（记者 赵宇飞 李力可 周思
宇 赵佳乐）

（新华社重庆1月2日电）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共谋“一盘棋”跑出“加速度”
重大项目密集“落子”、现

代化产业体系加速形成、改革
开 放 新 高 地 加 快 崛 起 ……
2022 年，重庆、四川克服国内
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共谋

“一盘棋”，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跑出“加速度”。

川渝正以党的二十大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
引，在新的一年中更好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奋力
抢抓发展新机遇，持续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领域建
设全面提速。

■ 新华社记者

1月2日，渔民在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进行新年冬捕作业。仙女湖渔业资源丰富，盛产胖头鱼、鲤鱼、青
鱼、鲢鱼等鱼类。

图为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巨网冬捕现场，渔民们进行冬捕作业。
新华社发（赵春亮 摄）

江西仙女湖冬捕忙

元旦假期，大江南北许许多多劳动者坚守平凡
岗位、埋头耕耘，以辛勤的劳动起笔2023新的一
年。

“欢迎乘车，兹莫格尼（吉祥如意）！新年好！”
安全巡视、重点服务、问候新年，29岁的彝族列车
长阿衣布卡在车厢里忙碌着。1日清晨，她值乘成
都南开往昆明南的D851次复兴号列车。在她心
里，能在新年的第一天为乡亲们服务，是一件重要
且幸福的事。

阿衣布卡是来自大凉山甘洛县的彝族女孩。
新年第一天，车厢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不少和阿
衣布卡一样身着彝族传统服饰的乡亲们带着大包
小包登上列车。早9时 25分，列车驶入甘洛南
站。“以前从成都到甘洛需要5个多小时，现在只
需要2个小时左右，而且车次也很多。”阿衣布卡
说。

1月1日，中铁十九局沪苏湖高铁项目经理邹
德玉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这是他在工地度过的第
26个元旦假期。

风驰电掣的高速铁路，承载着无数建设者的期
许和奋斗。在沪苏湖高铁施工现场，邹德玉白天在
工地解决施工中的技术难题，晚上伴着灯光在办公
室里画图描线、测算数据。他随身带着三件宝——
钢卷尺、绘图笔和小本子，天长日久，他用过的小本
子在办公室堆了一大摞。

邹德玉先后荣获“全国铁路系统火车头奖奖
章”“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等多项荣誉。“新
的一年我会继续努力，在建设‘智能高铁’‘绿色高
铁’的新征程上继续前行，用扎扎实实的工作态度
交付更多放心工程。”邹德玉说。

新年伊始，气温在低点徘徊，但浙江平湖市新
埭镇的箱包产业园内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各企业车间生产线“火力全开”，一批批即将出口美
国、印度、欧盟等地的箱包陆续下线。车间外，国网
平湖市供电公司新埭供电所员工丁玲兴和工友们
正冒着严寒对产业园配电室、供电线路等电力设施
进行全方位“体检”。

“这个冬天不容易，不少企业逆势突围，我们更
要以奋斗的姿态开启新年，为他们保驾护航。”丁玲
兴说。

元旦小长假，广东化州市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氛
围中。走进中铁十五局化州市2022年农村公路提
档升级改造工程项目施工现场，189名作业人员放
弃休假，坚守工地；混凝土运输车、挖掘机等施工车
辆往来穿梭，一片繁忙。

化州市2022年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改造工程路
线总长约160公里，串起了沿线村镇的橘红生产基
地，承载着当地人民乡村振兴的致富梦想。“这条路
路面狭窄，破损严重，雨天积水多，通行能力低。改
造后，公路变为双向两车道的四级公路，大大方便
沿线居民和企业生活生产出行。”中铁十五局项目
执行经理王威亚说。

作为项目管理者，王威亚已是连续第4个元旦
假期在施工一线度过。自进驻施工现场以来，他每
天在工地仔细检查每道工序，协调解决施工中遇到
的问题，修订优化施工计划。从测量放线到沥青路
面摊铺，他紧盯施工进度，认真把好每一道关口。

“新的一年，最大的心愿就是施工顺利，用‘一
天也不能耽搁’的干劲保质保量完成工程建设。”王
威亚说。

新年日历上，画卷悄然铺展。一位位平凡的劳
动者，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为美好生活踔厉奋发，
用奋斗书写着前行的轨迹。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他们，
用劳动为新年起笔
■ 新华社记者 樊曦 王优玲

新华社成都 1 月 2 日电
（记者 童芳）记者2日从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学
家利用数字三维模型实现了三
星堆3号“祭祀坑”铜顶尊跪坐
人像与8号“祭祀坑”神兽的成
功拼对。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
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
绍，这两件铜器都是从三星堆
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出土的，
非常具有代表性。此次拼合作
业中，工作人员充分利用了数
字三维模型技术，创新了保护、
研究文物的技术手段。

“对文物进行扫描，然后利
用三维模型在电脑上进行虚拟
拼对，这个新方法不仅能避免
现场挪动文物可能造成的损
伤，还能保证数据精准，让拼对
研究更加便捷了。”冉宏林说。

冉宏林告诉记者，8号“祭
祀坑”神兽刚出土的时候，考古
学家和文物保护专家通过仔细
观察发现，神兽尾巴部分有两
个凸起，其细节、尺寸与3号“祭
祀坑”出土的铜顶尊跪坐人像

相合。再结合1986年 2号“祭
祀坑”出土神坛上的神兽顶人、
人顶尊的造型，判断这两件文
物可以拼对在一起。

此次三星堆出土文物的
“跨坑”成功拼对，说明3号“祭
祀坑”和8号“祭祀坑”形成年代
大体一致。神兽是大地的代
表，人是祭祀者，人顶尊代表着
祭祀者对神和祖先祭祀的诚
意。神兽顶人、人顶尊形象在
三星堆的反复出现，再现了三
星堆古蜀祭祀场景，反映了古
蜀人在祭祀活动中对世间万
物、天地宇宙的认识，同时也体
现出中原文化和古蜀文化因素
的融合。

据了解，目前这件文物尚
未完全复原，不少细节仍有待
研究。有专家判断，其主体上
应该还有别的组成部分。未来
考古学家将利用先进科技手段
对更多三星堆出土文物进行拼
对复原。相关复原文物有望为
公众带来更多惊喜，同时也有
助于更精准地还原三星堆古国
的真实面貌。

对上眼了！

三星堆“神人”“神兽”
成功“跨坑”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