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驱车从重庆主城出发，沿着沪渝高

速一路向东，1 个多小时后，记者来到了

位于三峡库区腹心的重庆丰都县。发端

于武陵山七曜山脉的龙河，毗邻高速，蜿

蜒向西，从丰都县穿城而过，汇入长江。

阳 光 下 的 龙 河 碧 波 盈 盈 ，水 清 岸

绿。在河流左岸的丰都县三建乡绿春坝

村保家楼古村落，50 岁的罗洪彪正和妻

子彭红娟忙着给一栋名为“花涧里”的民

宿进行最后的装修。“这原本是农户的老

房子，2 层小楼，共有 5 个房间，我们租过

来打造民宿。”彭红娟笑着说，正是看中

绿春坝村优美的生态环境以及便利的交

通条件，自己才决定过来投资创业。

丰都县三建乡曾经是重庆市 18个深

度贫困乡镇之一。“以前三建乡交通不

便，加上龙河河滩荒芜，杂草丛生，许多

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三建乡乡长任

正义告诉记者，近年来，三建乡对龙河河

段进行生态治理，关闭了 22 家影响环境

的企业，并在两岸进行植被复绿，营造

“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河流生态。

在修复龙河生态的基础上，三建乡

通过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一方面引进企

业在绿春坝村打造 500 多亩农旅融合花

卉产业园；另一方面盘活农村闲置资源，

鼓励对老旧村居的庭院景观进行改造，

打造民宿和农家乐，发展乡村旅游，有力

带动了村民们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

“得益于沪渝南线高速公路的辐射

带动效应，这几年来村里休闲旅游的游

客明显增多了。”54岁村民廖小城之前是

当地铁路上的一名管护工人，现在，他有

了一个新身份——“小城故事”农家乐老

板。他告诉记者，去年，自己利用闲置的

房屋开办了农家乐，“游客多的时候，一

天能接待二十桌客人，一个周末，就有三

四千元的收入，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在三建乡，生活有了奔头的不只是

廖小城。任正义说，“三变”改革已经为

当地提供稳定就业岗位 300余个、季节性

务工岗位 4000 个，回引 1000 余人返乡创

业就业。据统计，2020年，三建乡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2万元。

与丰都县毗邻的是重庆的工业大

区——涪陵区。记者沿着沪渝南线高

速，来到了位于涪陵区的龙头港。这是

重庆市三大铁公水多式联运枢纽港之

一，也是 5000吨级船舶、万吨级船队常年

能够到达的长江上游最西端港口。

站在码头上放眼望去，宽阔的江面

上，一艘艘满载集装箱的货船正缓缓驶

入港口。码头上，高耸的桥吊正挥舞着

巨臂将集装箱吊装到卡车上，集卡运输

来来往往，一派繁忙景象。

“目前，港区已投运 3 个 5000 吨级多

用途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 410 万吨，全

部建成后将拥有 20 个 5000 吨级泊位，设

计年通过能力为 3000万吨。”重庆龙头港

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况斌告诉记

者，通过高速公路、铁路与长江黄金水道

的串联，龙头港实现了铁公水无缝衔接、

多 式 联 运 。 自 2017 年 开 港 试 运 营 以

来，龙头港不断吸纳四川、陕西、贵

州等周边地区货物到港中转，已累计

完成货物吞吐量约 2000万吨。

依托便捷的高速路网和港口资源，

涪陵区打造了占地 182 平方公里的临港

经济区，发展起临港贸易、现代装备、电

子信息、现代物流等产业，目前已吸引了

50多家企业入驻。记者在位于涪陵临港

经济区的重庆攀华板材有限公司采访时

看到，热轧项目生产车间里，一块块钢坯

通过智能化生产线，经过加热、粗轧、精

轧等几道工序后，被制作成了钢卷。

“之所以选择涪陵，看中的正是这里

扎实的工业基础、完善的交通和物流网

络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重庆攀华板材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伟民说，攀华集团

已经在涪陵投资建成了 400 万吨薄板系

列项目、年产 450万吨智能化热轧项目以

及 150万吨高强度型钢项目等，新材料产

能超过1000万吨。

吴伟民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涪

陵临港经济区周边除了沪渝南线高速

外，还建成了涪南高速、涪长高速，‘十’

字形高速公路网将为这一区域吸引更多

高端资源和人才，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多

便利条件。”

乡村振兴与工业发展一路向前
本报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长三角一体化走向深入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展开地图，长江如一条

玉带横跨中国。仔细看，会

发现有一条线几乎与之并

行，这就是沪渝高速公路。

从上海到重庆，沪渝高速是

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

廊的主骨架之一。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

对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

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从机

耕泥路到公路成网，中国高

速公路的迅猛发展见证了我

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历

程。不仅连接城市，四通八

达的高速公路还踏进大山、

深谷，深入荒野、丛林，改

变着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托

起无数人的小康梦想。

高速公路打开了发展

的空间。沪渝高速公路贯

穿国家东西主干线，实现

了长江上、中、下游的快

速互通，打破了长江上游

与中下游之间的陆路高速

交通瓶颈，也是首条真正

意义上贯穿“长三角”的

高速公路通道，对于加强

长三角区域的经济活动往

来具有重大意义。16 万公

里高速公路成网，早已将

中国经济拉入发展快车道。

高速公路补齐了发展的短板。在重庆，沪

渝高速既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也

促进沿线相对较落后的渝东南、渝东北、武陵

山区等区域的发展。国家高速公路网主线已覆

盖约 99%的城镇人口 20 万以上城市及地级行政

中心，可及性大大提升，物流成本大大降低，

制约偏远地区发展的快速交通问题正在得到

解决。

高速公路提升了生活的品质。上海市民能够

吃上郊区当天早上新采摘的“上海青”，西部小

城居民也能够在第二天收到网上购买的商品；城

市居民能够乡村一日游体验“悠然见南山”的闲

适，乡村居民也能享受更加公平的医疗、教育等

民生服务。高速公路让生活更加如意。

齐

慧

全
面
小
康
幸
福
路

上图 位于重庆的

龙头港。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左图 安徽铜陵境

内连接沪渝高速、铜宣

高速的长龙山立交桥。

过仕宁摄（中经视觉）

右图 位于丰都县

三建乡绿春坝村的保家

楼古村落。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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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沪渝高速可达上海虹桥以及上

海市区。千里高速，看到的是长三角区

域的发展变化，看到的是长三角发展的

现在与未来。

走下沪渝高速，来到上海虹桥进口

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虹桥品汇），仿佛走

进了“永不落幕”的进博会。在这里可

以购买来自 70 多个国家（地区）的 2000

多个品牌的 2 万多款商品。虹桥品汇位

于虹桥交通枢纽，是上海南京发展轴和

上海杭州发展轴的交会点，还可快速通

达长三角都市圈各主要城市。“我们准

备打造 1 个千亿元级的国际贸易总部

集聚区和 10 个百亿元级的进口商品集

散中心。采购商上午从长三角的城市

过 来 采 购 以 后 ， 当 天 就 可 以 直 接 回

去，交通非常便利，为我们推动新发

展格局提供了很大便利。”上海虹桥国

际进口商品展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朱

菁说。

“虹桥品汇与上海虹桥商务区保税

物流中心一街之隔，从第一届进博会起

就开始探索保税展示展销常态化模式。”

上海虹桥国际进口商品展销有限公司总

经理蔡军告诉记者，在立足上海的同时，

虹桥品汇还尝试与长三角联动。2020年

12 月 30 日，上海虹桥商务区管委会为江

苏、浙江等地的 10 个虹桥品汇长三角分

中心授牌。各地分中心的合作模式因地

制宜，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安徽黄山分

中心作为纯市场化项目，于 2020 年 6 月

试运营，数十万元货品，短短几天即告售

罄。除商品供货外，虹桥品汇还支持黄

山市开展保税进口模式探索。虹桥品汇

苏州分中心则赋予了长三角合作更多元

的内涵，在苏州打通终端门店路径，打造

“旅游+消费”大品牌，共同构建全新发展

格局。

如今，虹桥品汇逐步走向全国。今

年已有哈尔滨、青岛等多地分中心进入

实质性筹备阶段。“十四五”期间，虹桥品

汇将以打造集聚最多进博会展商和展品

的常年保税展示交易平台、打造 10 个百

亿级进口商品集散中心和形成 1 个千亿

级国际贸易总部集聚区为目标，建设高

水平功能性平台。目前，咖啡、红酒和房

车等品类已率先启动招商。以咖啡品类

为例，虹桥品汇将规划“从种子到杯子”

的虹桥国际咖啡港，让咖啡生豆、熟豆、

咖啡粉、制成品等相关产品的国际贸易

商汇聚于此，使虹桥国际咖啡港成为咖

啡全产业链功能性平台，最终打造具有

亚太影响力的咖啡豆交易市场。

上海市商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宇

告诉记者，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后，作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核心

的虹桥商务区，功能定位就不能局限于

上海范围内考虑，而是要拓展到长三角

区域来统筹布局。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

略对虹桥商务区本身既有虹吸效应，同

时还有竞争和挑战。虹桥商务区要对标

中 央 商 务 区 ， 就 要 大 力 发 展 平 台 经

济、总部经济以及数字经济。同时要

进一步完善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公共

服务资源配置要更好达到国际化和均

衡发展的程度。

在高速公路的联通下，在商贸平台

的建设中，长三角区域的联动也越来越

频繁。“五五购物节”这个本是上海举办

的系列活动，今年“出圈”，延伸到了长三

角区域。记者从上海青浦区了解到，

2021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五五购物节”于 4月到 6月举行，将呈

现一场长三角一体联动的绿色消费盛

宴，帮助长三角示范区消费者一起“买买

买”。上海青浦区商务委主任潘慧敏表

示，“此次购物节期间，三地将共同举办

示范区品牌展销季、生态绿色引领季、数

字消费体验季等主题活动”。

“长三角一体化是国家战略。上海

要积极主动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紧扣一

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做好对内对外

开放两篇大文章，聚焦自贸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一体化示范区和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这 3个重点区域，努力探索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新路径。”上海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陈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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