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了！终于通了！”日前，
横跨绵阳与阿坝的白马隧道内
传来阵阵巨响，山间的光线透过
缝隙照进隧道，伴着山呼海啸般
的欢呼，这一历时9年建设的隧
道终于贯通，其所在的九绵高速
公路也将在不久后建成，形成一
条向西连接甘肃、青海、新疆的
高速公路出川大通道。

以成都为枢纽，一条条大通
道正在快速延伸、通江达海。今
年以来，天邛高速公路开启我省
高速公路“10000公里时代”，四
川交通建设迈入新台阶；川青铁
路镇江关至黄胜关段通车运营，
成都至九寨沟首通动车；航空旅
客量突破8000万人次，航空枢纽
底气更足；“长江班列”搭配“中
欧班列”，成都从西南内陆“变
身”欧亚中枢……

枢纽建设，通道先行。随着
通道建设，“蜀道难”已然改写，
作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的成都，正在因一条条通道，积
蓄着更为强劲的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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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先行“新蜀道”让成都通江达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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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
四川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

10000公里

市域内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1303公里

成都年航空旅客吞吐量历史性突破

8000万人次

川渝黔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900对

成都东站日均旅客发送量

超20.8万人次

金牛区红花西路
道路变亮了

今年9月，金牛区红花西路发
生了一些“微”变化：原本一到晚上
就黑漆漆的道路变得明亮起来了，
一盏盏崭新明亮的投光灯立在道
路两旁，照亮了居民回家的路。

住在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这条
路过去一直缺少照明，一到晚上就
黑灯瞎火，虽然只有120米左右，也
让人走得战战兢兢，“每次晚上从
这过，都得小心翼翼，稍不注意就
可能摔跤。”市民朱女士说。

市城管委了解到该情况后，立
即派出专业人员赴现场开展调查，
并结合当地实际，制订了增补方
案。经过科学规划，市城管委为该
路段增立了2柱水泥杆，安装投光
灯5盏。

路灯虽小，照亮的不仅是脚下
的路，还有群众的心。今年以来，
全市已处理“有路无灯”问题道路
33 条、“有灯不亮”问题光源 4946
盏。同时，着力解决群众夜间出行

“最后100米”难题，通过走访街道、
社区，主动对接市民群众城市照明
需求，实施“增灯补亮、惠民暖心”
微治理行动，有效解决庆安社区广
场、包家巷126号等城市照明问题
10 余个，共计增设或更换路灯 40
余盏，解决了周边数万市民群众夜
间出行烦恼。

“3 天内拿到报告直接去找医
生就行，免去了再次挂号的繁琐和
花费。”在崇州市中医医院看完病
的市民李婆婆说，以前看病，如果
需要进行检查，可能第二天才拿到
报告，就需要进行二次挂号，经常
要来回跑好几趟，现在方便多了。
系列医疗便民政策在成都持续扩
展，据了解，成都从去年开始试点
实施“一次挂号管三天”措施，据部
分试点医院统计，该措施实施后，
在日均门诊量中，有三分之一的患
者可以避免重复挂号。此外，今年
7月，成都市“信用就医”服务在18

家试点医疗机构正式上线试运行，
并且建立了数字化信用评价模型，
该模型覆盖了成都全部常住人
口。上线3个月，成都累计授信额
度已达 526.3 万元，有效缓解了市
民看病就医的资金压力。

安装了独立烟感报警器
老人居住变安全了

“自从安装了这个报警器，平
常在家里安心多了！”家住武侯区
的王大爷感叹道，今年 70 岁的他
独自一人居住，由于记忆力不太
好，在家做菜时偶尔会忘记关火，
这为他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巨
大威胁。在今年安装了联网式独
立烟感报警器后，只要有烟雾或
火灾迹象，报警器会立即发出警
报 ，为 老 人 争 取 宝 贵 的 逃 生 时
间。2024 年，成都为 7.08 万名老
年人安装了联网式独立烟感报警
器。不仅提高了独居老人的居家

安全，而且在火灾预警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2024 年，成都严之又严、细之
又细地抓好安全稳定工作，聚焦消
防、道路、食品、医疗等重点领域防
控，确保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和谐稳定。

回顾这一年，成都立足完善城
市现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城
市消防公共服务供给，在全市范围
打造挂牌30个消防公益培训固定
点位，遴选99名监督执法和宣传培
训经验丰富的一线指战员组建公
益培训讲师队伍，全年各类培训覆
盖超300万人次。同时，通过研发
全市预约微信小程序，成都差异化
满足市民就近就便参与学习培训
需求，全年共受理开放预约790余
场，同步上线9期“防患未然·安全
你我”公益培训课程，全网累计观
看学习达700余万人。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
一年，成都出台《成都市食品安全

“三书一函”制度》，对落实食品安
全工作不力的21种情形，构建了提
醒敦促、整改、约谈、挂牌督办的梯
次督促机制。全市 2.05 万余名包
保干部开展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督
导65.9万余次，推进34.3万余个问
题整改。组织“全国食品安全宣传
周”系列活动，提供食品安全咨询
4.95 万人次，开展主题活动 500 余
场。

启用了SOS一键报警
市民户外活动求助便捷了

“您好，骑游打卡文明盲盒兑
换活动需要了解一下吗？”“扫这个
码就可以参加活动。”“兑换盲盒请
扫这里。”……成都大学的志愿者
张海梅今年多次走上成都环城生
态区，在“大运林”志愿服务驿站热
情地给市民、游客提供各类志愿服
务。

如今的环城生态区已成为市

民游客喜爱的旅游打卡点，在贯通
环城生态区全环的14个志愿服务
驿站上，和张海梅一样的志愿者还
有许多，大家热情地在一线为市民
提供应急救护、文明劝导、便民助
民等服务。截至目前，共计1700余
人次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与此同时，全环沿途还设置
了智慧驿站。在小小的 15 平方
米空间内，能够为市民提供智慧
沐浴、自助储物柜、智慧厕所等多
种功能。

为提升市民游客在绿道休憩
时的安全指数，在成都环城生态
区，还启用了“智慧大脑”——公园
内随处可见的智能物联杆所搭载
的SOS一键报警，可以实现一键求
助；在环城生态公园遇到任何意
外，游客都可在天府绿道App/小程
序上进行一键求助、意见反馈、投
诉建议等，全面提升了户外空间的
服务品质。

无论是公园还是道路桥梁，治
理和服务的提升体现在城市的各
个角落。今年，成都市城市道路桥
梁监管服务中心引入各项“黑科
技”，对104座市管桥梁开展“安全
体检”。其中，有长得像“呼啦圈”，
能爬桥墩、给桥梁打“CT”的墩柱
机器人；有能下水，检查桥梁水下
结构的水下机器人……这些“机器
医生”的加入，大大提高了检查效
率和精准度，能及时发现问题，推
动问题的解决，让城市桥梁始终保
持健康状态。

成都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高
楼大厦的拔地而起，更体现在每一
个细微之处对民生的关怀与改
善。无论是消防安全带来的安心，
还是回家路上重新亮起的路灯带
来的舒心，抑或是走进城市公共空
间所感受到社会治理所带来的便
捷高效。这些细节，如同城市的血
脉，优化着民生服务，让成都在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成为每个
市民心中的幸福家园。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徐松
明 杨甦 魏捷仪 李菲菲 文/图

“给老人家里装上了油烟报
警器，大大减少了安全隐患。”

“回家路上的灯重新亮起来了，
现在有安全感多了。”“在绿道
上骑行，本来很担心买不到补
给 ，结 果 处 处 都 是 智 慧 驿
站。”……从智慧消防系统的全
面覆盖到路灯修缮与增补，再
到公共空间治理模式的创新实
践，回顾成都这一年，紧盯群众
急难愁盼，聚焦城市治理和民
生改善等重要领域，持续提升
城市运行敏锐感知，在城市现
代化治理中切实做到精细、精
准服务，在这座既承载着深厚
历史文化底蕴，又兼具现代创
新活力的城市里，民生福祉的
增进、消防安全的巩固以及社会
治理的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
和广度被紧密融合、协同推进，让
市民在享受安全便捷服务的同
时，也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更重要的是，这些民生工程
的实施，彰显了成都这座城市对
居民生活质量的深切关怀与不
懈追求，以及对构建一个更加安
全、和谐、智慧的生活环境的坚
定决心。

这一年

城市温度 老百姓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成都为7.08 万名老年人
安装了联网式独立烟感报警器

2.05 万余名包保干部开

展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督导

65.9万余次

推进34.3万余个问题整改

全市已处理“有路无灯”问题道

路33 条、“有灯不亮”问题光

源4946盏

工作人员正在水泥杆上安装投光灯。

连接中欧、通江达海
铁轨上的成都，越跑越快

12月11日，2024年第1799列、
1800 列“长江班列”分别从武汉香
炉山站、成都青白江城厢站对向开
出，“长江班列”常态化运营至此

“满周岁”。
历史长卷中，川货出川多走水

运。然而，从古代的天堑到现代的
“翻坝”，成都水路东出的路途总是
格外艰辛。然而，从成都青白江城
厢站首发的“长江班列”，却解决了
困扰四川上千年的“三峡难题”。

列车自成都首发，满载货品
“绕”过三峡后，再转为水运直通江
海，故名“长江班列”。开通一年
来，班列已从初期的2条线路到如
今覆盖川、鄂、湘3省14市38个站
点的160条线路。同时，货物运输
种类也逐步扩展到汽车零配件、机
械装备、食品医药、百货类等30余
种高附加值产品。

向东，“长江班列”联动着绵延
千里的长江经济带。向西，与“中欧
班列”的对接，则让其产生了连接世
界的可能性。“长江班列”和“中欧班
列”有效衔接成了成都铁水联运的
最大“增量”，10月份，“中欧班列”回
程发送集装箱84839标箱，“长江班
列”衔接10348标箱。截至11月底，

“长江班列”累计接续“中欧班列”集
装箱27950标箱。

高效的货运塑造着枢纽城市
的动脉，而人的迁徙则成了其源源
不断的动力。

12月3日上午，成都东站内，乘
坐从成都东开往重庆沙坪坝的
G8613次列车的乘客何平遇到了特
殊惊喜——他成了铁路成都局今
年第4亿位旅客。

何平家住成都，在重庆工作，
是成渝高铁的常客，也是成渝双城
之间连接越发紧密、交通越发便利
的见证者。当前，成渝高铁已经成
为我国西部最为繁忙的高铁线路

之一，让更多像何平一样的旅客实
现了“双城生活”。日发班列超百
对，5-10分钟就能开出一班列车。
巴蜀大地上，成渝双城间的高铁出
行已变得如搭乘公交一般便利。

跨过10000公里新台阶
把路修到“不可能”的地方去

“工作了 29 年，您会如何形容
自己和这条路的关系？”

7 月中旬，在四川内江的成渝
高速公路历史展览馆内，面对本报
记者的问题，颇为健谈的成渝高速
内江管理处负责人文宾停顿了半
分钟有余，当他再开口时，已止不
住哽咽：“这条路是一代四川交通
人的全部青春记忆。”

1995 年 7 月 1 日，四川内江的
一条新公路旁，来自全川各地的人
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礼花不知
疲倦地绽放，鼓声越过重重丘陵
……29年前的四川人，用前所未有
的热情，迎接中国西南的第一条高
速公路——成渝高速公路的诞生。

29年后的2024年，几辆客车在
天府新区至邛崃高速公路上“撞
红”开跑，成南高速扩容成巴入城
段、宁南至攀枝花高速部分路段、
马边至昭觉高速部分路段、成乐高
速扩容部分路段同步开跑。至此，
四川高速公路总里程站上10000公
里台阶，达到10051公里。

枕在省域腹心的成都，正是四
川高速公路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之
一。2024年，四川高速公路继续迈
向高原山区，曾经的“不可能”之处，
逐渐成为枢纽成都通达外界的通道。

1月26日，卡哈洛金沙江大桥
169 根主缆索全部架设完成，横跨
两省的这座“巨无霸”，其基坑开挖
的土石方，足以填满100个标准游
泳池。大桥建成后，川滇两岸通行
时间从 5 小时变为 5 分钟，又一条
南向大通道已然建成。

9月21日，久马高速全线最后
一座特大桥——海子山特大桥主
桥双幅顺利合龙。这是四川首条
全线海拔超 3000 米的高原高速公
路 ，一 路 高 山 险 阻 ，长 期 极 寒 。

2026年底贯通后，成都至川青边界
的通行时间将缩短为5个半小时。

11月11日，西香高速泸沽湖特
大桥香格里拉岸主墩桩基浇筑完
成。未来，如果站在这座大桥的桥
墩顶部向谷底望去，将足有500米
高。这座名副其实的“超级工程”
是西昌出海的高速通道必经之路，
也是成都南下出海的又一条高速
大通道。

从成都出发，高标准公路通道
已建设到曾经的“不可能”之处。
成都人的活动半径越来越远。

“成都造”畅行全球
全球好物争相“打飞的”赴蓉

今年，一大批智利三文鱼供应
商聚集成都——位于双流区的西
部生鲜港开始试运行，这里建成了
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三文鱼智能
加工厂。依托直飞智利圣地亚哥
的全货机生鲜航线，从成都入境的
智利三文鱼增加到上万吨，成都航
空口岸成为南美洲三文鱼进入中

国市场的全国第二大口岸。
量大了，进口海鲜生意产业链

也拉长了——三文鱼智能加工厂
是东航冷链在中国生鲜产业布局
的核心基地之一，为国内规模最
大、产业链最全、加工能力一流的
三文鱼加工中心。一条条三文鱼

“游”进成都，经过一番分拣、切割、
打包等加工后，被快速转运到全国
各地市场，还可以中转供应日韩、
东南亚等地市场。

在全球好物争相通过枢纽抢
滩蓉城的同时，各国旅客也在成都
乘风向世界。

“这是海南航空目前在成都运
营的首条国际航线，也是海南航空
继深圳后开通的第二条直飞维也纳
国际航线。”11月30日下午，海南航
空在成都举行新航线发布会宣布，
自12月1日起开通成都天府往返维
也纳直飞航线，为中奥之间交流往
来、经贸合作等提供新捷径。

从成都出发，世界触手可及。
强大的航空枢纽功能使得世界各
地越来越多的旅客将成都作为

“China travel”（中国旅行）的第一
站。截至目前，成都已开通直飞伦
敦、法兰克福、米兰、罗马、维也纳
等欧洲客运航线，基本形成通达全
球五大洲的航空客货运骨干航线
网络，实现国际航线广度、航班密
度“双提升”，在飞的国际及地区定
期直飞客货运航线达73条，航线数
量居于我国中西部首位。

从内陆到前沿，一条条通道的
建设，让成都枢纽功能越发显著。
2024 年即将过去，可以预想的是，
未来一年里，西部陆海新通道还将
不断打通堵点，成都出海最快大通
道将呼之欲出；航空枢纽还将不断
提质，成都人的世界“朋友圈”继续
扩大；公路建设将改写更多“不可
能”，将高速通道不断延伸。

2025年，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个
更高质量的枢纽成都。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煦阳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