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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 12 时 07 分，世界在建规模最

大的水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大坝历

经近 50 个月建设，全线浇筑到顶，为今年 7
月前首批机组投产发电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天中午，在缆机手精准操作下，最后一

罐大坝混凝土落入 16号坝段浇筑仓面。10分

钟后，整个大坝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完成，弧

长 709米的拱坝坝顶完美呈现在众人面前。

白鹤滩水电站大坝最大坝高 289米，坝身

布置有 6 个导流底孔、7 个泄洪深孔和 6 个泄

洪表孔。大坝共分为 31个坝段，大坝主体混凝

土浇筑总量 803万立方米。建设者们攻克柱状

节理玄武岩作为特高拱坝坝基的世界级难题，

首次全坝使用低热水泥，开始浇筑以来没有产

生过一条温度裂缝，标志着我国已完全掌握大

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关键技术。

要说大坝浇筑的功臣，“七仙女”功不可

没。被称为“七仙女”的 7 台彩虹色缆机，是白

鹤滩水电站一道亮丽的风景线。7 台缆机塔

架高度相当于 25 层楼高，每台缆机额定吊重

30 吨，用 9 立方米的吊罐进行混凝土垂直运

输，为世界最大缆机群。

作为世界在建综合技术难度最高的巨型

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大坝建设创造了多项

世界纪录。白鹤滩水电站工程总工期为 144
个月。大坝坝肩开挖中，在 700 米高陡边坡上

“雕刻”，创造了单月最大下挖 30 米，全年下

挖 300 米的世界纪录。大坝主体自 2017 年 4
月开始混凝土浇筑，4 年多时间里，参建各方

日夜奋战，大坝整体均衡连续上升，连续三年

浇筑量在 200 万立方米以上，创造了年浇筑

270 万立方米、月浇筑 27.3 万立方米、百日过

深孔等同类工程的世界纪录。

大坝全线浇筑到顶，标志着大坝已具备

设计的挡水和防洪度汛功能，同时宣告白鹤

滩水电站主体工程土建基本完工，标志着白

鹤滩枢纽工程建设完全满足总进度要求。

白鹤滩水电站于 2010 年开始筹建，总装

机容量 1600 万千瓦，目前居世界第二，仅次

于三峡工程。迄今为止，白鹤滩水电站已创造

诸多纪录：单机容量 100 万千瓦，位居世界第

一；地下洞室群规模世界第一，地下洞室总长

217 公里。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云南省巧家县和四川

省宁南县交界处的金沙江干流之上，开发任

务以发电为主，兼顾防洪、拦沙、航运等，并促

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它是继三峡工程开启

中国水电恢弘篇章之后的又一标志性工程，

是中国水电引领全球的又一张“国家名片”，

是我国“十四五”开局之年投产发电的超级工

程，是我国“西电东送”骨干电源，也是长江流

域防洪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在水电工程建设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白鹤滩水电站预计 2022 年 7 月实现 16
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届时，一天的发电量可

满足 50 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白鹤滩水电站

有多牛？

白鹤滩水电站迄今已创造了六项世界第

一、两项世界第二、两项世界第三：单机容量

100 万千瓦，位居世界第一；地下洞室群规模

世界第一，地下洞室总长 217 公里；拦河拱坝

高 289 米，相当于 100 层楼高，为世界第三；

最大泄洪量达到每秒 42348 立方米，6 分钟

即可灌满整个西湖，枢纽泄洪功率世界第三。

水库库容为 206.27 亿立方米，与洞庭湖的总

容积相当。 渊李欣忆冤

近日，2021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投资推

介会暨项目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举行。经过前

期深入对接和洽谈，本次活动取得了丰硕成

果。四川与国内外投资者签约项目 647 个、签

约总额 6475.57 亿元。

会上，26 个项目现场集中签约，投资总

额 1244 亿元，涉及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

料、新能源、养老健康、文体旅游等多个领域。

据悉，本次四川行签约项目呈现四大特点。

签约工业项目多遥从三次产业结构看，一产

业项目 48 个、投资额 232.43亿元，约占 3.6%；

二产业项目 436个、投资额 4179.55亿元，约占

64.5%；三产业项目 163个、投资额 2063.59亿

元，约占 31.9%。二产业项目中，聚焦全省五大万

亿支柱产业，引进项目 372 个、投资额 3664.13
亿元，约占签约项目投资总额的 56.6%；其中，电

子信息项目 78个、投资额 714.41亿元，约占

11%；装备制造项目 108 个、投资额 1421.05 亿

元，约占 22%；食品饮料项目 55个、投资额

299.86亿元，约占 4.6%；先进材料项目 79个、投

资额 854.19亿元，约占 13.2%；能源化工项目 52
个、投资额 374.62亿元，约占 5.8%。

民营企业投资占比重。从资金性质看，国

资项目 47 个、投资额 568.96 亿元，约占

8.8%；民资项目 577 个、投资额 5545.97 亿

元，约占 85.6%；外资项目 23 个、投资额

360.64亿元，约占 5.6%。

核心带动项目占比大。从投资规模看，5
亿元以下项目 284 个、投资额 471.93 亿元，约

占 7.3%；5-10 亿元项目 162 个、投资额

926.83 亿元，约占 14.3%；10-30 亿元项目

146 个、投资额 2020.99 亿元，约占 31.2%；

30-50 亿元项目 32 个、投资额 1058 亿元，约

占 16.3%；50-100 亿元项目 16 个、投资额

942.82 亿元，约占 14.6%；100 亿元以上项目

7 个、投资额 1055 亿元，约占 16.3%。这些项

目的签约落地，必将有力推动四川产业转型

升级，为全省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科技创新项目增多遥 坚持创新驱动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引进科技创新和

新兴产业项目。本次签约智能装备项目 19
个、投资额 281 亿元；新能源与智能汽车项目

19 个、投资总额 565.2 亿元；科技信息服务项

目 18个、投资额 170.71 亿元。无论是项目数

量还是质量较去年均有所提升，随着科技创

新型高新技术产业的逐渐发展壮大，将助力

四川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 渊周圆韵 唐千惠冤

5 月 26 日，四川省今年首批出口的“资

阳造”高端内燃机车在宜宾港重大件泊位上

船，将通过江海联运方式，7 月上旬抵达澳大

利亚。

这批由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生产的内

燃机车车头长 22 米、宽 2.97 米、高 4.27 米；

单个车头重达 134吨，共 2 件，合计 268 吨。

本批机车是自 2014 年以来通过宜宾港

出口海外的第五批，前四批分别发往巴基

斯坦、泰国、阿根廷等国家。选择从宜宾港

下水出海，源于宜宾港天然的航道优势与

内河最大的单次起吊 1000 吨的硬件条件，

通过大件运输“水水中转”的方式，综合物

流成本较纯汽运、铁运节约运输成本三分

之一以上。

宜宾港公司总经理谭皇甫表示，宜宾港

是长江流域六大枢纽港之一，将充分发挥万

里长江第一港的区位优势和港口天然开放的

枢纽作用，积极与四川各家重装产业支柱企

业开展机车运输合作，服务川货出川出海，助

力四川开放型经济发展。

渊李泽立 杨波 文 / 图冤

四川先进材料产业
重点向三个方向发力

作为 2021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的子活动，

5 月 28 日，2021 中国（四川）先进材料产业推进

会在成都举办。

推进会以四川着力培育的钒钛、锂电、多晶

硅与光伏、稀土、铝基等 5 大领域材料为重点，

以先进材料产业园区为抓手，深入推介四川先

进材料产业发展机遇，共商四川先进材料产业

升级路径，深化产业补链延链强链工作，引导领

军企业加快入川投资。

先进材料产业是四川五大支柱产业之一。

经过多年持续培育，四川先进材料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6317.3亿元、同

比增长 6.0%，投资增速 26.6%，增速居五大支柱

产业榜首。

当前，四川正以建设国家重要的新材料建

设基地为目标，重点向三个方向发力：一是发展

先进基础材料，加快推进先进基础材料的转型

升级；二是稳步发展关键战略型材料，培育壮大

一批市场潜力巨大、产业基础较好的关键材料；

三是突破发展一些前沿的新材料，结合该省在

先进碳材料及石墨烯、3D 打印材料等领域的基

础重点培育一批前沿新材料的研发企业。

会上还集中展示了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应

用成果和发展前景，为新材料企业了解四川、走

进四川、投资四川搭建平台。渊寇敏芳 李欣忆冤

去年成渝中欧班列
开行近 5000 列
同比增长近 60％

5 月 29 日，2021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专项

活动———2021 中国西部国际口岸物流开放发

展大会在成都举行。

成渝地区是中欧班列开行最早、运行最稳

定、影响力最大的地区之一。2020 年，重庆、成

都两地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近 5000 列，同比增长

近 60%，历年累计开行量达 1.4 万列，占全国开

行总量 40%以上。

此次会议上，中国港口协会、四川省港航投

资集团、交投物流、川航物流、成都国际铁路港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四川省物流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的代表，围绕国际物流通道完善、物流枢纽

建设、境外节点布局、运输服务方式优化等国际

物流供应链建设热点话题展开了探讨与交流。会

议认为，四川是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战略纽带与核心腹地，也是西部地区最

大的消费市场、要素市场，发挥着重要的经济集

聚、物资集散作用，应着眼国际国内市场，整合用

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建设交通通道和关键枢

纽，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 渊唐泽文冤

川渝高竹新区
新增大型科技创新基地

5 月 30 日，川渝高竹新区科技创新基地签

约仪式在四川成都举行。广安市、渝北区、四川

发展（控股）公司三方商定，四川发展（控股）公

司在川渝高竹新区总投资约 23 亿元（不含拟引

进的产业项目投资），建设一个总建筑面积 47.4
万平方米的川渝高竹新区科技创新基地，为新

区开发增添动能。

该基地在项目招引方面起点较高，目前已

经储备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联盟、

清华大学汽车研究院重点氢能项目、四川省汽

车产业技术研究院高竹分院、筑友智造科技产

业集团等产业项目。

四川发展（控股）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川

渝高竹新区作为四川和重庆两省市携手合作、

共同批准设立的首个跨省域共建新区，定位于

建成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试验

区、产城景融合发展示范区、重庆中心城区新型

卫星城，这里区位优势明显、发展前景广阔，投

资新区潜力巨大。

广安市委常委、川渝高竹新区筹委会党委

书记陈捷表示，科技创新基地项目建成后，可有

效弥补新区在产业孵化、创新创业、商务接洽、

政务服务等方面空白，满足新区现阶段发展需

要。 渊王林 余萍冤

南充汽车汽配产业
在蓉揽金 175.2 亿元

5 月 25 日下午，2021 四川南充“开放年”汽

车汽配产业投资推介大会暨项目合作协议签署

仪式在成都举行。南充共签约汽车汽配产业投

资项目 24 个、协议总投资 175.2 亿元；现场签

约人工智能 AI 开放平台项目、新能源汽车电池

生产项目等 10 个、协议总投资 110.7 亿元。

据了解，这是一个月内南充“开放年”活动

的第三场集中签约。与前两场在深圳和杭州的

推介签约不同，当天是汽车汽配产业的专场，主

要围绕汽车智能网联发展新业态，加快与各大

企业在智能网联核心部件、无人驾驶、软件服

务、汽车共享，以及车联网标准、测试验证基地

等多领域开展合作。

汽车汽配产业作为南充的“五大千亿产业集

群”之一，去年实现产值 904亿元。今年南充汽车

汽配产业有望突破千亿产值大关，并将迎来更大

发展机遇。有 3户整车制造企业、171户汽车汽配

规上企业。浙江吉利、中国重汽、日上金属等众多

知名企业已在南充建立生产基地，发动机、车厢、

车身、车用空调、制动总成等产品已实现本地规

模化生产，关键零部件产品长期为成渝、湖北、陕

西等地整车企业配套。 渊张小星冤

白鹤滩水电站大坝全线浇筑到顶

今年 3 月，备受全球关注的苏伊士运河

堵船事件，余波仍在。

5 月 29 日，2021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专

项活动———2021 中国西部国际口岸物流开

放发展大会现场，中国港口协会常务副会长

陈英明表示，全球多个主要港口拥堵、船期持

续紊乱、集装箱周转不畅、空箱短缺、运价居

高不下等，苏伊士运河堵塞事件影响正持续

显现。

于四川而言，影响很直观。即将过去的 5
月，从成都始发的中欧班列迎来市场需求高

峰———对发运班列总需求达到 400 多列，但

实际上只满足了 80 多列，这是自去年中欧班

列频繁“爆舱”以来，缺口最大的月份。

出席发展大会的多位行业人士表示，苏

伊士运河堵船事件，暴露的是供应链全球化

短板。四川如何入局，也成为本次大会探讨的

重点之一。

成渝携手
打造门户枢纽带来的机会

大会主席台上，正在播放的 PPT 引发参

会人员讨论：画面中，一艘巨轮横亘在出海通

道上，数以万计急迫等待着被运走的集装箱

却困在原地，画面还原的正是苏伊士运河堵

塞事件现场。

“国外港口发生停摆，对国内供应链造成

了巨大冲击。”陈英明说，这暴露出我国在国

际物流供应链方面存在短板和问题：多元化

国际物流通道尚不健全、各种运输方式衔接

不够、航空国际货运能力不足、国际物流企业

综合竞争力不强等。

问题很突出，但也意味着机会。在这位行

业专家看来，四川既是支撑“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战略交汇点和核心腹

地，同时也是西部地区最大的消费市场、要素

市场，在发挥重要的经济集聚、物资集散作用

方面，大有可为，“建设交通通道和关键枢纽，

是破解问题的先手棋。”

“中欧班列（成都）联结境外城市 61 个，

开行数量连续 5 年全国领跑；成都双流国际

机场开通国际和地区航线 131 条，跻身全球

十大最繁忙机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即将通

航……”会上，省政府口岸与物流办相关负责

人向嘉宾们报盘，多个“第一”让带着投资计

划前来的嘉宾信心更加坚定。

四川的动作还在加快。四川川航物流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巍透露，未来川航物流将

以全货机为发力点，全力构建以成都为核心

的“空中丝绸之路立体大通道体系”，在成都

打造连通世界的空中快速物流通道。

国际铁路建设也在加速。“中欧班列（成

渝）已形成常态化合作机制。”成都国际铁路

班列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泽军表示，成渝两地

班列开启了“抱团”发展之路，在境外网络资

源共建共享、集装箱资源协同运用、西部陆海

新通道合作、水陆港口联动协作等方面深入

合作，携手共建西部枢纽。

以成都为原点构建交通枢纽，向成渝地

区进一步扩散做强物流交通支撑，也是众多

企业家的积极选择。

“以前我们是块状发展，现在正往条状发

展。”中国外运四川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祖鹏表

示，公司业务将从过去成都、重庆两个独立市

场向区域一体化发展，“这样将有利于进一步

做强枢纽功能。”

“即将投运的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将带来

更多进和出的机会，这对航空运输企业极具

吸引力。”德国汉莎货运航空公司中国首席代

表糜冬梅表示，借助新机场的运营，汉莎也将

乘势而上，全力织密一个立足中国西部、面向

全球的运输网络。

多式联运新模式带来的机会

在这场汇集了国内外物流领域主流企

业的大会上，与会者的观点高度一致：在全

球物流供应链面临严峻挑战的当前，单一的

运输模式使得供应链的不稳定性更加显现。

货主不再单纯追求价格最低，而是追求更具

保障性、确定性的标准化服务。因此，以“水

水中转”“水铁联运”“物流专班”“空改海”等

新运输模式为主的多式联运方式，正加速推

广。

就在 5 月 25 日，南充嘉美印染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李强将自己的货物送上船后，长舒

了一口气。“终于开通了，走水运能让我们的

运输成本降低一半。”

当天 11 时，满载 20 个集装箱的“川江

001”号船舶从南充港都京作业区多用途码头

启航，顺嘉陵江而下驶向重庆港，标志着“南

充港-重庆港”集装箱班轮航线正式开航。此

次装载的印染布和磷酸氢钙等货物，到达重

庆后将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分别运往辽宁

营口和非洲多哥。

“以前通过汽运到上海，再经海运出口到

非洲，一个集装箱的量单趟运费在 1 万元左

右，这次江海联运只要 5000 元。”李强直言，

此次“弃汽择水”，看中的不仅仅是水运价格

低的成本优势。“更关键的是，在物流拥堵的

情况下，还能多一个选择。”

多式联运让企业尝到了甜头，也为有效

破解全球供应链单一化问题提供了更多选

项。四川省港航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黄翔表示，未来该集团将整合海运、空

运、铁路、公路及多式联运等运输资源，联接

国内外物流通道和节点，建立通达全球、便捷

高效的门到门国际物流服务体系，推进全球

化布局。 渊钟文冤

总投资额6475.57亿元

2021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签约 647 个项目

四川省今年首批出口内燃机车从宜宾港“出海”

●5 月 31 日拍摄的建设中的白鹤滩水电站（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王冠森 摄

●“资阳造”高端内燃机车从宜宾港上船

苏伊士运河堵船事件暴露供应链全球化短板

入局全球化供应链 在四川能否有更多选择

●5 月 25 日，满载 20 个集装箱的“川江 001”号
船舶从四川南充市港都京作业区码头启航，顺
嘉陵江而下驶向重庆港，标志着“南充港 - 重庆
港”集装箱班轮航线正式开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