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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 陈秋妤） 9 月 18 日，市
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陕西
考察时，在全国教育大会、全面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庆祝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在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
神，对海南广东等地台风灾害作
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近期重
要文章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
实措施。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张剡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和重要文章精神，深刻领悟其
战略考量，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
会精神结合起来，融会贯通理
解，一体落实推进。要持续助力
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成都落地落
实，聚焦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
发展等主动履职，围绕推动绿色
低碳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加快
打造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等深入
调研协商、务实建言献策。要精

心组织好市政协庆祝新中国成
立 75 周年相关活动，发挥好人
民政协大团结大联合的优势，
用政协委员和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宣传好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来的伟大历史性成就。
要着力加强和改善政协“两支
队伍”培训工作，持续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一步增强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
自觉。

会议还传达学习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
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
习领会《若干规定》和市委相关
要求，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
确的政绩观，强化担当作为的工
作导向，切实把为基层减负各项
要求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
政协党组副书记刘玉泉，市政协
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吴凯、田蓉，
党组成员、副主席左正，党组成
员、秘书长杨东升出席会议，党
外副主席杨建德、里赞、甘华田、
梁伟列席会议。

主动履职尽责 持续助力西部
大开发战略在成都落地落实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张剡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 杨升涛） 9 月 18 日，市
委副书记陈彦夫赴成都高新区
调研走访部分重点企业并开展

“进万企、解难题、优环境、促发
展”工作。

“今年的经营状况如何？”
“当前还面临哪些困难？”陈彦夫
一行先后前往成都海光集成电
路设计有限公司、成都中微达信
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三快科技有
限公司，通过实地走访和面对面
交流的方式，询问了解企业当前
经营情况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现
场回应诉求建议，协调解决生产
经营中的困难问题。

陈彦夫指出，各级各部门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
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
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
署，紧扣“五个聚焦”“五个新篇
章”新要求，积极开展“进万企、

解难题、优环境、促发展”工作，
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
和活力，立足自身优势和特长，
进一步做大做强，为全市积极高
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陈彦夫强调，各级相关部门
和成都高新区要强化服务意识，
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积
极帮助企业链接上下游，不断延
伸完善产业链条，扩大“成都造”
产品和服务的本地化应用，加快
推动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要持续
强化创新引领，加大研发投入强
度，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
科技创新成果就地转化，助力新
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要统筹
考虑企业对市场、资金、技术、人
才等要素的需求，深入分析企业
面临的共性化问题和个性化诉
求，动态优化完善惠企措施，以有
力举措强信心、增活力、助发展。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陈彦夫调研走访部分重点企业并开展
“进万企、解难题、优环境、促发展”工作

1925年，老成都三官堂，一辆旧的英制奥斯汀敞篷轿车经水路从上海运抵，这是成都的
第一辆汽车。躺在崇山怀抱中的成都人，在这辆轿车上第一次瞥见了现代交通的模样。

就在一周前，2024年9月12日，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声，一辆客车在天邛高速“撞红”开
跑，宣告我省5个高速公路项目开通，四川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0000公里，位列全国第三。同
时，成都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303公里，登上中西部省会城市首位。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新中国成立前的巴蜀大地，没有一寸铁轨，仅有数百里土制公路，
陆路交通运输完全依靠落后的鸡公车和黄包车，天府之国的物资要靠着肩挑手扛才能出川。

从诗仙李白“蜀道难”的千古绝叹，到10000公里的巴蜀通途，75年来，四川人编织了四
向通达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起双机场，密如蛛网的交通网络已成为支撑城市群、经济区高
质量发展的“大动脉”。成都、四川的交通史，与新中国的发展环环紧扣，书写了75年来从

“蜀道难”到“蜀道通”，迈向“蜀道畅”的篇章。

年过九旬的陈相全至今记得
第一次见到汽车时的情景。

1948年冬，家住资中罗泉井的
陈相全背上行囊启程出发，一路经
过资阳、简阳、翻过龙泉山，用了整
整三天，终于走到成都东大路，开
始了他在成都列五中学的求学。
学校门口，年轻的他第一次看到小
汽车，这匹四轮“马儿”飞驰的身影
连同成都的繁华一起刻上心头。

1951年，陈相全作为建筑队伍
的一员，来到正在修建的成渝铁路
工地上，为工人们当起了文化教
员。教人识字、领读扫盲，满山工棚
中，他见证着15万筑路大军，凭着灯
笼火把照明，钢钎、大锤、十字镐开
凿，流血流汗，在连绵不断的巴蜀群
山中建起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

1952年，成渝铁路竣工，陈相全
从熙攘的人群中挤过，第一次坐上
火车。平稳的火车上，震耳欲聋的
汽笛声盖不住沿途群众的欢呼，更
盖不住他内心的感慨。当时的他不
会想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这一段
百余公里的路途，还将架起高架、修
通高速、开出高铁。年少时三天的
风餐露宿与翻山越岭，已恍如隔世。

“做梦也不会想到，四川的交
通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2024年，
他的这句感叹，道出了祖祖辈辈川
人受困于交通的心声。

75 年过去，铁路从无到有，公
路日新月异，天空愈加繁忙，成都
人探索外界的旅途，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1952 年 7 月 1 日，成渝铁路建
成通车，成都结束“手无寸铁”的历
史；1995年7月1日，成渝高速公路
开通，成都拥有了第一条高速公
路；2015年，成渝高铁开通，高速铁
路首次在成都开跑；2021年6月27
日，天府国际机场正式投运，成都
拥有“双国际机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都境内铁
路从零开始，至今已超 1000 公里；
新中国成立前夕，成都公路仅有
465 公里，如今已拥有上万公里普
通公路和上千公里高速公路；1952
年，成都拥有首条公交线路，现在
却已发展出数十条地铁和遍布街
巷的公交线路。

一句“蜀道难”延续千年，改写
“蜀道难”，也已在风雨兼程中走过
了75载。

“我就是在那个车站坐上火车，
走出大凉山求学的。”2022 年 12 月，
崭新的动车在新成昆铁路上飞驰，首
发动车副司机沙马伍且坐在窗边，讲
述着自己的“成昆记忆”。

越西县地处大凉山腹地，长期以
来，建成于1970年的老成昆铁路成为
十万大山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道路。“小
时候我就想，长大以后要天天坐火
车。”童年时，沙马伍且跟着父母，乘坐
着老成昆铁路的“慢火车”穿梭于各个
乡镇赶集卖货。长大以后，同样是乘
着“慢火车”，他离开大凉山，前往成都
求学。2022年，他学成归来，成为新成
昆铁路的动车司机，圆了儿时的梦想。

沙马伍且与成昆铁路的故事，是
无数凉山人的共同记忆。被业内称作

“地质博物馆”的成昆铁路沿线，曾被
外国专家断言为筑路“禁区”。1970
年，成昆铁路通车。2022年底，新成昆
铁路开通，频频创造历史！动车奔驰
在山川险阻之间，倒映着75年来成都
人向山川挑战，突破“不可能”的点滴。

曾经的望山兴叹化作了改天换
地的力量。一场持续75年，堪称奇迹
的交通建设在四川拉开大幕。川人
从清末保路运动以来的通途梦想，开
始在一滴滴川人的汗水中凝成现实。

“钢铁巨龙”冲破险阻。1951年，
成渝铁路的十余万筑路者以篾条计
数，刻下了修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的
记忆。2024年，川青铁路的动车突破
2000多米的海拔落差，从成都开到了
黄龙九寨，挑战铁路建设极限；“高速
通道”从无到有。1995年，成渝高速公
路建设者肩挑手扛，不破龙泉誓不还，
在山脉间凿出“西南第一路”。2024年
9月12日，四川高速公路总里程迈上
10000公里大关，交通勘察、设计、施工
能力全面进入国内“第一梯队”；“走出
夔门”再写新篇。曾经，川江千帆过三
峡，九死一生。今天，汽笛声响，“长江
班列”搭载“川货”，在铁轨上翻过三峡
再入水，仅青白江中心站，就来往运送
40余万个标准集装箱。

百年通途梦，今朝梦圆。

当乘坐川青铁路的动车进入
莽莽群山时，总会让人心生感动。

广元翠云廊，青翠的古柏树
见证着古蜀道的沧桑变化；巴中
千佛崖旁，高铁连起成巴快线；三
峡川江边，“长江班列”驶过千古
夔门，一路向东……行走在条条
古今交织的蜀道边，75年来，四川
人凿通天堑的壮举总能让这样的
感动不断涌现。

“新蜀道”仍在延伸。2024
年，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山、邛崃
经芦山至荥经、成都至汶川等高
速公路建设加快推进。成南、成
温邛、成渝等既有高速公路扩容
改造工程稳步推进。成渝中线高
铁、西部陆海新通道呼之欲出。

从封闭内陆到开放前沿，国
家立体交通“极点”建设逐渐成
势，未来的蜀道，定会更加精彩。

“本次中秋专列由福田站开往中
秋团圆站，请拉好扶手，资阳线护您
回家团圆。”

飞驰在成都与资阳之间的四川省
首条跨市域轨道交通线路——轨道交
通资阳线进入开通倒计时。9 月 14
日，成资两地市民代表等百余人作为
第一批乘客，乘坐特别定制的资阳线

中秋专列，奔赴团圆之路。
城市间，“轨道上的都市圈”日渐

成形。城市内，十余条地铁线路、遍
布大街小巷的公交，串起了城市的脉
搏，现代公共交通服务的飞速发
展，极大地改变了成都人的生
活，让2100万居民“身在咫尺”。

上世纪40年代，成都的土地
上，第一次出现了公共交通的雏
形。抗日战争期间，成都人尝试
性地开办起了行驶于成渝、成灌
等线路的班车。然而，破旧的木炭车
和坑洼不平的公路完全无法承担起
公共交通的大任，往往十走九停，仅
仅几个月便宣布终止了。

成都公共交通的真正开始，要追
溯到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2 年。那
年，一辆由货车改造的公交车身披彩
带，正式在成都载客运营。这是成都
的第一辆公交车，也是成都公共交通
服务的“原点”。

公 共 交 通 提 升 了 出 行 效 率 。
2010年，成都地铁1号线正式开通，成
都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个通地铁的城
市。2013年，成都快速公交在二环高
架桥开跑，开了快速公交在我国内地
全独立路权的先河。

公共交通促进着城乡交融。西岭
雪山脚下的天宫庙村，中国邮政投递员
伍凯一家做着快递分拣。一辆“小黄
车”停在路边，准备卸下村民的快递。
在成都乡村，这样的“小黄车”时常穿梭
于田间地头，不仅承担着小件货运的功
能，也是乡村客运的主要交通工具。

公共交通拓展了出行半径。地铁
线路不断延长，将都市圈连为一体，不
分你我。快速公交织密成网，跨区通
勤不再烦恼。市域铁路公交化运营改
造完成，成都人乘着“天府号”动车组，
如同搭公交一般便捷。

75年快速发展，现代公共交通已
成为成都市民生活最为重要的幸福底
色。从地铁、公交，到中欧班列、双国
际机场，立足于锦江畔，现代交通已从
成都走向世界。

改写“蜀道难”
九旬老人用一生见证

向山川要答案
“90后”凉山娃圆梦

轨道上的都市圈
市民生活的幸福底色

记者手记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煦阳
受访单位供图

制图 江蕊松 申娟子川青铁路茂县站

1956年，陈相全（二排左二）与同事合影

沙马伍且（左）在新成昆铁路首
发动车前留影

天邛高速公路的开通，宣告我省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10000公里

高铁列车夜间停靠在成都东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