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黄小芹）随着一条条铁路建设投运，
市民出行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也畅通了对外开放合作
通道。市委七届五次全会提出要建设区域性铁路枢纽，
市发改委将有哪些重要举措？昨（13）日，在解读市委七
届五次全会精神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的提
问，市发改委副主任岳辉对此进行了详细解析。

“随着成绵乐客专、西成客专相继建成投运，成兰铁
路加快推进，我市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市发改委副主任
岳辉说，目前，绵阳境内铁路运营里程 264公里，高铁运
营里程121公里。

作为具体承担我市铁路建设协调工作的责任单位，
市发改委（铁建办）将对标市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围绕
建设区域性铁路枢纽的目标，主动作为，重点从注重规
划引领、突出通道建设、强化场站能力、加密动车开行等
四个方面入手，全力以赴推动铁路建设。

如何精准发力，建设区域性铁路枢纽？规划引领至
关重要。岳辉表示，将抓紧编制绵阳铁路枢纽总图规划，
结合我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系统研究铁路客货站点布
局及功能分工，合理配置动车存车场等相关配套设施，
科学预留中心城区铁路通道，着力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
枢纽，做到高起点谋划、高水平编制，确保规划成果的科
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针对我市目前仅有南北向铁路通道的现状，要着
力突出通道建设。”岳辉介绍，一方面，加快建设成兰铁
路，实现2020年建成通车，打通西北战略腹地联接通道，
对接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另一方面，加快推进绵遂内城际铁路、重庆经遂宁至
绵阳城际铁路前期工作，实现“十三五”期间开工的目
标，形成经重庆对接渝贵、贵广、贵南高铁至珠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的高铁通道和经遂宁对接成
达万、沿江高铁至长三角的高铁通道。

与此同时，加快建设皂角铺铁路物流基地，计划

2020年前建成投运，将为我市发展国际物流业和开行蓉
欧班列提供关键支撑，进一步提高货物集散运输效率，
实现与成都青白江铁路口岸等铁路物流港协同发展，共
同打造国家门户铁路货运枢纽体系。

“西成客专开通运营后，我市经停动车虽由成绵乐
城际开通之初的 16对/日增至目前的 43.5对/日，但动车
购票难、首班车发车晚等问题较为突出。”岳辉还提到，
将适时加密成绵间城际列车对数，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目标既定，措施已明。接下来，市发改委将以市委七届
五次全会精神为引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推动
铁路规划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为加快建设中国科技城
和西部现代化强市提供交通基础设施支撑。

按照规划，我市将形成以“十字型”为主的“一纵一横两联”
的铁路网布局，到2020年全市铁路运营总里程将达到297公里，
2025年达417公里，2035年达676公里，远景达到830公里。

其中，在建成兰铁路为设计时速200公里/小时的客
货共线铁路，绵阳境内33公里，预计2020年开通运营；规
划绵遂内城际铁路设计时速 250 公里/小时，绵阳境内
120公里，计划于“十三五”期间开工建设；规划重庆—遂
宁—绵阳铁路为《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行动计划（2018-2022年）》重点项目，目前正在加紧开
展前期研究工作；规划成都—金堂—三台城际铁路设计
时速160公里/小时，绵阳境内22公里，计划于“十四五”
期间开工建设；规划绵阳—巴中—万源铁路为设计时速
160公里/小时的客货共线单线铁路，绵阳境内93公里，
计划于“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规划西成客专新通道为
设计时速350公里/小时的高速铁路，绵阳境内111公里，
计划于2030年后开工建设；规划研究绵阳—九寨沟旅游
铁路，计划于2030年后适时开工建设。

精准发力 建设区域性铁路枢纽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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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中国科技城和西部现代化强市
——学习贯彻市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

“铁公机”齐发力 以大交通撑起对外开放“骨架”

本报讯（记者 赵烨）“全面奔小康，关键在农村；农村
奔小康，基础在交通。”农村公路建得怎么样，既直接关联
着农民的切身利益，也深远影响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宏伟目标。昨（13）日，在解读市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第四
场新闻发布会上，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淳道松就我市加
快建设“四好农村路”的各项举措进行了详细介绍。

当前，我国仍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黄金期，“要想
富，先修路”仍不过时。“完善政策配套是建好‘农村四
好公路’的第一环节。”淳道松介绍道，我市制定了《绵
阳市加快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的实施方案》。方案明
确，要通过开展“四好农村路”建设，全面落实农村公路
工作责任，完善发展体制机制，优化路网结构，提高通
畅水平，改善安全条件，加强养护管理，保护路产路权，
并健全完善农村客运和物流服务体系，实现“建设好、
管理好、养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的总目标。同时，细
化了建好、管好、养好、运营好的具体要求，出台了财政
激励措施，市级支持力度空前提升，为下一步工作奠定
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此外，牢固树立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
之所需的农村路建设发展理念。”淳道松表示，编制农村公
路建设规划过程中，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利用阳光政务等平
台倾听农村群众呼声，真正把路修在农村群众心坎里。

有了稳固的基石，下一步就是要尽快把农村路网建
起来。“一方面，我们编制完善了路网规划，要求各县市区
站在服务乡村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高度，紧密衔接精
准扶贫、产业发展等规划，以乡道、村道改善提升、建制村
联网路、产业路、乡村旅游路等为重点，编制完善‘四好农
村路’建设规划。”淳道松告诉记者，与此同时，我市还致
力加快推动项目实施。“交通部门明确要求，要放眼长远、
讲求品质。既要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工作，多元筹集建设资
金，为项目实施创造条件，又要强化项目建设管理，通过
细化落实‘七公开’等制度，让群众代表‘持证’监督，打消
群众对工程质量的顾虑，确保安全过硬。”

“同时，我们还注重抓好示范引领。”淳道松介绍道，抓
好全力构建县、乡、村三级示范格局，即一是继续推动创建
省级以上示范县，在安州成功创建省级示范县的基础上，再
筛选培育一批县市区，对标评定标准查漏补缺，全力做好示
范县创建工作；二是加快推进市级示范乡镇创建，督促各县
市区8月底前由乡镇提出申请，9月底前县市区政府初审推
荐，11月底前完成首批10个市级示范乡镇评定并报市政府
授牌；三是督促各县市区抓紧开展示范村创建，制定评定办
法，落实激励措施，在年底前推出首批县级示范村，确保县、
乡、村三级示范全面推进。淳道松说，“我们的目标是：力争
到2020年，全市创建省级示范县4个以上，市级示范乡镇
32个以上、县级示范村330个以上，以示范引领带动全市农
村路‘四好’目标加快实现。”

此外，记者还获悉，今年以来我市实施“四好农村
路”项目 74个，截至 7月底，已完工 3个，在建 45个，未开
工 26个，开工率为 65%。农村公路完成投资 23.34亿元，
占年度目标的 67%。建设县乡道 258 公里，占年度任务
485公里的 53%；建设村道 703公里，占年度任务 976公
里的 72%。建设社道 899 公里，占年度任务 1168 公里的
77%。渡改公路桥在建 4个，未开工 5个。楼房坪溜索改桥
主体工程已完工。

久久为功
建好“四好农村路”

本报讯（记者 李桥臻）市委七届五次全会提出要巩
固四川航空次枢纽地位，推进南郊机场按照国家开放口
岸标准进行改扩建，做好迁建前期工作。加快推进北川、
三台和江油、平武、盐亭等通用航空机场建设，形成“1+5+
N”民用航空体系。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我市将采取什么措施
来进一步巩固绵阳机场作为四川航空次枢纽的地位？昨

（13）日，在解读市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第四场新闻发布
会上，绵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勇就此问题
进行了详细解读。

“近年来，绵阳机场年均旅客吞吐量呈37%以上的快
速增长态势，成为四川地级市中率先实现突破的航空次
枢纽，在全国机场年度运输旅客增长率中排名第一。”龚
勇开门见山，“绵阳机场通航航点数量目前已达到37个，
执飞航线数量增至57条。我们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力争在
2025年前把绵阳建成国际机场，年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
650万人次以上。”

解决当前空地瓶颈，分布完成机场扩能升级。我市拟
按照“现有空域保障能力和新机场迁建周期决定地面保
障能力改扩建规模”的原则，对机场空域进行全面优化，
对地面保障能力进行适度改扩建。具体来说，就是全面完
成9个停机位扩建，使停机位总数达到20个；申请延长滑
行道，新建端联络道和快速脱离跑道的联络道，提高运行
效率，增加跑道容量；争取局方重新划设绵阳机场空域，
扩大进离场通道，疏解空中拥堵状况。

“通过上述改造完成，拟将现有机场综合保障能力提
升至每年 600-800万人次的终端容量，进一步提升机场
运行效率，促使航班正常性显著改善；进一步提升综合保
障能力，满足未来十年左右的发展需要。”龚勇说。

加快推进通用机场建设，释放民航与训飞发展空间。
龚勇介绍，“我们拟建成一个满足未来飞行学院训练飞行
使用的通用机场，分流现有训练飞行至该通用机场，为未

来民航运输与训练飞行发展释放空间。”
加快航线网络布局，积极争取航空口岸开放。“绵阳

机场始终将坚持以发展为主线，我们拟通过持续引进驻
场运力、加强与航空公司的合作来完善航线网络布局，增
加航班密度。”龚勇一一罗列。同时，持续优化空地联运体
系，着力拓展低成本航空和航空旅游客源，打造四川航空
出行的价格洼地和航空旅游集散地，实现与成都双流、天
府机场的错位发展；进一步完善航线网络、增加航班，实
现国内主要城市全覆盖，方便市民出行；通过新建 T2航
站楼，积极争取航空口岸开放，力争早日开通国际或地区
航线，发展成为成都平原城市群的重要机场之一。

做好机场迁建前期工作，满足未来城市发展需要。
“现有机场也将与未来城市发展形成一定影响，迁建绵阳
机场是大势所趋。”龚勇直言，考虑到目前国内迁建机场
的周期一般在 10-15年左右，为满足绵阳社会经济长远
发展的需要，降低后期迁建成本，我市拟从目前开始着手
启动机场迁建的前期准备工作，争取尽早完成新机场规
划选址。

推动通航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航空支撑。我市还将
结合四川省通航机场规划实际，积极主动推动绵阳通航
产业发展，主要抓好四项重点工作：积极协调西南民航管
理局、西部战区空军对绵阳通航产业的支持，推动我市列
入全省通航“十三五”规划的北川、三台两个通航机场尽
早开工建设；协助盐亭、平武、江油开展通航机场建设前
期准备工作；积极争取四川省国防科工办在低空协同管
理方面给予支持，力争在绵阳建设一个区域性的通航飞
行服务站；配合各县及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部位谋划布
置若干通航起降点，以满足森林防火、自然资源保护、休
闲旅游、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等需要。

龚勇表示，通过这些工作，力争在 2025年左右，绵阳
初步形成“1+5+N”民用航空体系，为绵阳建设中国科技城
和西部现代化强市提供有力的航空支撑。

扩能升级形成“1+5+N”民用航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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