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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高质量发展··云阳云阳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同心协力办好合作的事

云阳 内外兼修建设三峡城市核心区重要支撑

如何推“圈”入“群”加快提
质增效，真正实现发展空间同
构、基础设施同网、产业发展同
联、公共服务同享、生态环境同
保、改革开放同推？

“坚决落实市委一体化规
划、组团式发展、协同性建设要
求，以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活新范例为统领，以产业化为主
攻方向、城镇化为重要载体、市
场化为发展手段、现代化为奋斗
目标，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同心协力办好合作的事。”云阳
思路清晰，目标坚定——建成三
峡城市核心区重要支撑，在万开
云同城化发展中展现云阳力量。

一年多来，合作启新幕，同
城展新颜。随着一条条“路”不
断连通、一张张“网”不断织就、
一幅幅“图”不断绘就，云阳全域
掀起一波接一波的同城化浪潮，
这里建设“双 100”城市，发展
“双1000”经济，实现“五地一支
撑”目标，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新篇章的美好画卷
已徐徐铺开。

善谋者行远，实干者乃成。“云阳要强化
融入万开云同城化的意识，主动谋划对接，
甘当发展先行者。”同城化的序幕甫一拉开，
云阳县委、县政府超前谋划，主要领导率先
垂范，高位推动万开云同城化发展，区域合
作持续升温。

“推动万开云同城化发展，是市委、市
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
实践，是推动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的重
大决策，是万开云三地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发
展机遇。”云阳县委、县政府始终将同城化发
展建设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中心工作和
头等大事强力推进。作为一项重要议题，一
年多来，云阳全面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推动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建设、推
进万开云同城化发展深入开展大讨论等系
列活动，提出了发挥云阳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中的“节点作用”、坚持“四化路径”、实
施“双100双1000”战略、实现“五地一支撑”
目标的发展思路。

服务全局，为加快推动《万开云同城化

发展实施方案》落实落地，一系列行之有效
的行动踏实有力。据云阳县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8月中旬，云阳拟制了《云阳
县推动万开云同城化发展实施方案》和
《2021年重点工作任务清单》；8月26日，召
开云阳县万开云同城化发展工作推进会，明
确将万开云同城化作为云阳继大移民、大扶
贫后最大的发展机遇，以更优机制、更强队
伍、更高能力推进万开云同城化发展……由
此，万开云同城化从谋划步入实质合作阶
段。

谋划一域，云阳率先细化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暨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建设重
点工作任务，掀起了同城化新一轮高潮，从基
础设施、特色产业体系建设、生态环境保护、
公共服务等方面，为云阳县全域全面融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刻下了鲜明的注脚。

定“路线图”、列“进度表”、安“责任阀”，
一年多来，云阳以主动作为新态势，按下区
域协同发展快进键，不仅夯实了万开云同城
化基石，更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提供了重要支撑。

山水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通，作为万开
云同城化重要支撑，身处重庆和成都两大都市
圈重要节点的云阳，不仅与渝东北城镇群交流
合作源远流长，更在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上有着“近水楼台”的独特优势。无
论是从时空维度还是发展维度，自古山水相
连、往来密切的云阳和万州、开州三地，天然具
备了毗邻合作的先天优势。

全局上谋划，关键处落子。毗邻区域率先
突破融合，是实现同城化发展最现实的路径。
早在去年年初，云阳县委、县政府即着手谋划
与相邻区县办好合作的事情，主动赴万州、开

州、达州等毗邻地区考察对接，先后与万州、开
州一道，多次协同召开万开云同城化发展专题
会，与周边区县建立了生态保护联防联控机
制，与万达开三地媒体共同就深化媒体区域间
合作事项进行协商……为进一步推动同城化
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风劲吹处，满目气象新。今年是万开云
同城化实施方案启动建设之年，云阳紧紧围绕

“加快建成三峡城市核心区重要支撑，在万开
云同城化发展中展现云阳力量”目标，印发了
《云阳县推动万开云同城化发展实施方案》，从
发展空间同构、基础设施同网、产业发展同联、

公共服务同享、生态环境同保、改革开放同推6
个方面对云阳县推进万开云同城化工作进行
全面部署安排，明确了36项年度重大项目、重
大事项和重要合作。

据云阳县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其中在
重大项目上，除了郑万高铁（云阳段）加速推
进，巫云开高速建设马不停蹄，还不断加快推
进龙缸至利川高速、万巫南线高速、向阳水库
及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项目；重大事项上，除
了加快推动云阳工业园区创建市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还将开展彭溪河流域建立水生态
修复科研基地前期策划研究工作，启动创建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工作，
积极推动创建中国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联
动创新区；在重要合作方面，则将
加速万开云产业（制造业）协同发展、侏罗纪恐
龙公园建设合作、川渝鄂旅游协作、渝东北川
东北旅游一体化合作落实。

推进工作项目化、事项责任化、合作全面
化，同城化发展的云阳时代新篇正酣畅书写。

主动谋划对接 高位推进赢得先机

跨界一体化协同 全面融合发展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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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形成

工业上，将立足渝东北川东北，放眼成渝地区，
深化区域间供应链、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领域协
作，围绕绿色消费品、装备制造、能源电子三大产业
集群补链延链强链，增强产业链的互补性和耦合度，
推动“千亿工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成渝地区独具特
色的重要工业配套基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示范基
地。

农业上，将充分挖掘柑橘、中药材等生态特色农
产品优势，建设成渝地区道地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

和国家级中药材标准化示范园区，建设成渝地区
农产品生产供给基地，打造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产业示范区。

文旅产业上，将放大文旅资源优势，打好
三峡牌，建成张飞庙国家5A级旅游景区，高
水平建设云阳侏罗纪恐龙公园，重塑长江三
峡国际黄金旅游带云阳段。深挖巴蜀文化、
三国文化、恐龙文化、井盐文化，打造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重要节点，建设具有国际范、中国
味、巴蜀韵的国际旅游知名目的地。

生态环保持续加强

将与周边区县协同推进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与生
态修复，实施“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工程。加强自然
保护区管理，共建长江、小江生态廊道，推动澎溪河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积极向上争取国家支持开展
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探索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
机制，开展跨境断面区域联防联控和水域清漂联动
联控，开展川渝山地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技术
与集成示范研究。健全跨区域跨流域联合执法机
制，推进生态环境数据共享和联合检测。

国土空间进一步优化

将结合云阳城市核心空间布局，除已纳入“双
50”规划范围内的建设用地外，主动沿长江向西与万
州相向发展，沿小江向北与开州相向发展。加快推
进“50平方公里、50万城市人口”中等规模城市建
设，积极争取“双100”城市空间布局，建设宜业宜居
宜乐宜游的公园城市标杆地。

协同创新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将积极寻求自身或协同周边区县争取四川、重
庆科研院所、高校在渝东北三峡城市核心区设立区
域产学研协同发展创新中心、研发基地、分校等，强
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推动重大科技项目产业
化。

建设渝东北川东北区域大数据中心，加快5G、
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共
同推动成渝地区基础性大型数据库建设，打造全国
数据处理加工高地，建设区县级大数据智能化标杆
城市。

建立区域人才流动发展平台，建立统一的高端
人才专家库，实施统一的人才奖励考核和社会保障
制度，吸引人才参与经济社会发展。

对标同城化专项工作任务
今年云阳还将有这些突破

紧扣同城化主题 推进互联互通显效

同城化发展，交通先行。搭载着群众
的亲情和游客的热情，交通一体化便捷了
出行，更扩大了云阳、开州、万州等“朋友
圈”。

伴随着云阳第一条地方自主建设的高
速公路——江龙高速的加速建设，一条连
接G42沪蓉高速、巫云开高速、万云奉巫南
线高速相交的渝东北地区纵向骨干交通将
孕育而出，未来更将大大方便云阳百姓出
行。

毗邻高速打通跨县出行“最后一公
里”，而高铁和国省道则让“异地同城”成为
现实。据云阳县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年多来，除了郑万高铁（云阳段）加速推
进，云阳还积极对接沿江高铁重庆至宜昌
段、沿江货运铁路、渝东北川东北旅游环
线、万达开云城际铁路等重大铁路项目，加
快构架“一高一普两货三环”铁路路网；进
一步加快建设城市内环大道、外环大道等
进出通道，积极推动万云滨江快速路、开云
小江快速路等区域重要连接通道，缩短时
空距离；同时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优势，加快

推进云阳复兴港建设，提升澎溪河、长滩河
等航道能级，构建长江上游港口集群……
一个内联成环、外联成网的同城化“半小

时”通勤圈正加速形成。
时空拉近，朋友圈变大，能干的实事更

多了。“以往异地就医，医保报销费时费力，

如今我们与万州、开州成功签订同城化医
保经办服务框架协议，实现万开云医保经
办9类17项业务同城化办理，打开同城化
协同发展新格局。”云阳县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

一张异地结算的医保卡，背后是一套
普惠便利的公共服务。一年多来，云阳县
持续提升公共服务能级，推动万开云公共
服务优势互补、共建共享，让更多优质公共
服务资源惠及群众。同时大力发展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打造职业教育大数据、现代
服务、智能制造、工程与设计四大专业群，
错位建设专业实训基地和技术创新中心，
办好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阳（梨
园）校区。织牢公共卫生防护网，完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处置机制，建设重
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错位打造重点学科、特色专科，全面提高县
级医院综合能力。

一体化，从交通、医疗不断向文化、教
育等领域延伸，一幅恢宏的同城化互联互
通的立体化画卷已徐徐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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