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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
力，开放是发展的必由之
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规划纲要》提出明确
目标：“联手打造内陆改革
开放高地。”我们要积极推
进重点领域改革，扩大全
方位高水平开放，将成渝
地区打造成区域合作和对
外开放的典范。

成渝地区是我国市场
空间最广阔、开放程度最
高的区域，是西部地区改
革创新和对外开放的重要
引擎。当前，要认真贯彻
落实《纲要》，以共建“一
带一路”为引领，打造陆
海互济、四向拓展、综合
立体的国际大通道，加快
建设内陆开放枢纽，深入
推进制度型开放，聚焦要
素市场化配置等关键领
域，深化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全面提升市场活力，
在西部改革开放中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

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
放高地，要加快构建对外
开放大通道。深度参与国
内国际双循环，将成渝打
造成联结国内国际的重要
枢纽。要合力建设西部陆
海新通道，深化西部省区
市协作，推动国际陆海贸
易新通道合作；要统筹完
善亚欧通道，加强协调联
动，强化多式联运衔接；要
优化畅通东向开放通道，
构建东向国际开放通道，
加强陆水、港航联动。

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
放高地，要高水平推进开
放平台建设。成渝城市群
应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形成
西部开放新平台。要建设
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
开放示范区，推进首创性、
差异化改革；要打造内陆
开放门户，扩大国际航权
开放；要高标准实施高层
级开放合作项目；要共建“一带一路”对外交往中
心，建立灵活的境外人才执业制度。

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要加强国内
区域合作。立足川渝资源和交通优势，将成渝
打造成协调联动国内交通、产业、技术的桥梁。
要加强与西部地区协调联动，辐射带动周边地
区发展；要有力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促进生态
环境联防联治，优化沿江经济布局；要深化与东
部沿海地区交流互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加强
科技创新合作。

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要营造一流营
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
转变思维、改革创新，又要真抓实干、久久为
功。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要素市场一
体化，推进同一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要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最大
限度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和环节，加快实现区域内

“一网通办”。
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要增强市场主

体活力。深入推进改革，保证市场主体间公平竞
争，不断释放市场主体发展活力。要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推动国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管理机制，
支持开展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加快完善国资
监管体制；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建立规范化、常
态化政商沟通机制，缓解民企和中小微企业发展
难题。

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要探索经济区
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经济区与行政区分离，
是协调经济关系和行政管理矛盾的重要手段。要
探索经济管理权限与行政区范围适度分离，建立
跨行政区财政协同投入机制，推动两地重点领域
企业整合和高效运营，推进税收征管一体化。

开放则兴，封闭则衰。川渝携手，既要抢抓时
机，又要蹄疾步稳。我们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维，聚焦关键领域，以扎实行动和有效举措，深化
川渝务实合作，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成开
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内陆
开放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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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芸

徐立是成都人，5年前以“重庆女婿”的
身份来到重庆探索商机。如今，不仅他已在
沙坪坝买房，还带动更多的成都产业人才进
驻重庆。

作为“成渝·同创园”运营负责人，最近
两年徐立频繁往返于成渝之间。“现在1小
时就能通达。”徐立说，物理距离的缩短给成
渝两地携手发展带来不少便捷。

徐立称，以前推介成都企业落户“成渝·
同创园”时，不少企业担心落户重庆，只是办
公空间在物理层面发生变更，无法找到适合
企业发展的土壤，真正实现“扎根”。

在实地考察中，不少企业发现重庆本地
产业发展、人才集聚、优质的营商环境，给企
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机会。与此同时，“成
渝·同创园”毗邻的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
可借此建设“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
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未来的市场可借此拓展
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目前，园区已有携恩科技、哈瑞特科技
等七八家企业入驻园区。园区企业涉及大
数据、无人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
在成渝两地共建的科技创新平台上，共同促
进成果转移、转化，共享科技人才资源。

“去年六七月，‘成渝·同创园’首批入驻
企业派了30多名员工到重庆，现在已经有
八九人像我一样，已经或准备把家安到园区
所在的沙坪坝区，实现落地生根。”徐立说。

“重庆女婿”准备扎根做真正重庆人

□本报记者 彭瑜

“近年来，我们与四川方面签署的交流合
作协议达到了70余份。”10月25日，江津区
发展改革委主任彭远华介绍，今年上半年，西
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中来自四川各地的货
源占总发运量的41%；江津“东南亚冷链海
陆快线”近40%的冷链货物分拨运输到四川
各地。他说，“在深化区域合作上，江津大有
可为！”

彭远华表示，江津区将深化与川南黔北
地区合作，携手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是合力提速开放通道建设。持续深化
珞璜港与宜宾港、泸州港等港口的合作，运营

好长江水上巴士。加快推进渝昆高铁川渝
段、江津至泸州高速公路北线建设，积极研究
论证沿江货运铁路、重庆至江津至泸州至乐
山城际铁路等。二是合力提升开放平台能
级。发挥综保区“金篮子”作用，推动江津综
保区与泸州综保区、宜宾综保区的协同发展，
共同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三是合力提升开
放型经济质量。依托位于江津的中国西部
（重庆）东盟商品分拨中心、农副产品冷链分
拨中心，推动毗邻地区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
供应链；联合招商引资，协同建设承接产业转
移创新发展示范区。四是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
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探索建立“市场准入异地
同标”机制，推进双城经济圈内同一事项无差
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江津区：与四川方面已签署70余份交流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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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21〕（綦江）6号

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的相关规定，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1年10月29日09时-2021年11月25日17时。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现场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綦江区公共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索取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地址：綦江区文龙街道通惠大道69号市民服务中心6栋4层，联系电话：48671209，联系人：张老师。

本次公告同步发布的网站：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ghzrzyj.cq.gov.cn、重庆市綦江区公共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网站：http://qjjyzx.cqqj.gov.cn/、其他渠道重庆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网站、《重庆日报》、自然资源部门户网站、重庆市綦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门户网站 http://www.cqqj.gov.cn/bm/qghzrzyj/。

备注：
一、序号QJGC202111 采矿权出让人：

重庆市綦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綦江
区古南街道南门路1号，联系人：何老师，联
系电话：85890022。序号QJGC202112 采
矿权出让人：重庆市綦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地址：綦江区古南街道南门路1号，联系
人：何老师，联系电话：85890022。

二、保证金户名：重庆市綦江区公共资源
综合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重 庆 綦 江 南 州 支 行 帐 号 ：

120701040001222。保证金户名：重庆市綦
江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綦江区支行帐号：
50001163600059666666。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1年11
月25日17时。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
可抵作采矿权出让收益，由竞得人委托重庆
市綦江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支付至财政
非税收入专户；如未竞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
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三、采矿权出让收益缴纳方式详见《竞买

须知》。
四、采矿权竞买申请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申请人须为营利法人。
（二）竞买申请人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不

得参与竞买：
1.在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

公示系统的“矿业权人异常名录”“矿业权人
严重违法名单”内。

2.通过“信用中国”查询，在自然资源部联
合惩戒备忘录或重庆市信用惩戒严重失信主
体“黑名单”内限制禁止参与采矿权出让的。

3.被吊销采矿许可证之日起2年内。
4.报名竞买单位及相关联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在綦江区通过竞买已签订矿业权或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但未履行相关义务，存
在未按合同约定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或土地
出让价款等严重违约行为的。

五、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的风

险，包括竞买须知所表述的有关矿产资源情
况（矿层厚度、矿石质量、储量等）与实际开采
有差距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地质灾害

防治、环境保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法、选
矿方法限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或者矿产资源
规划调整的影响、不可抗力的影响等风险。
竞买申请人参加竞买并提交申请，即视为竞
买申请人对采矿权现状和竞买须知已完全认
可并自愿承担所有风险。

（二）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水、用
电、公路、环保、基础设施等工作，由竞得人自
行负责解决并依法完善相关手续。

（三）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后，在办理
采矿登记所需要件时进行安全、环境评价等认

定为不适宜开采的，该宗采矿权按不成交处理。
六、提出异议的方式与途径：
对本次出让的采矿权存有异议的，应在

公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重庆市綦江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对出让交易程序存有
异议的，应在公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重
庆市綦江区公共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提出。根
据所提异议的具体情况，按照《矿业权交易规
则》等相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置。

七、其他重要提示及要求：
上述两个采矿权均为新设矿权。

序号

QJGC202111

QJGC202112

采矿权名称
（暂定名）

重庆市綦江区赶水镇龙沧村
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点

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上坝村
三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地理位置

綦江区赶水镇龙沧村

綦江区安稳镇上坝村
三社

矿种

建筑石料用灰岩

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详见《竞买须知》

详见《竞买须知》

资源储量

2241.7万吨

2381.7万吨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0.2389

0.3186

开采
标高

+795米至+890米

+745米至+660米

生产规模

100万吨/年

100万吨/年

出让年限(年)

14.2

17.9

出让收益起始价
（万元）

11208.5

11908.5

保证金金额(万元)

5604.25

5954.25

双城故事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10月 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公开发
布。《规划纲要》明确，川渝两地要以共建“一
带一路”为引领，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
地，在西部改革开放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重庆如何落实《规划纲要》要求？重庆日
报记者采访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从四个方面畅通国内国
际口岸物流大通道

在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中，《规划
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对外开放大通道。

从现状上看，成渝在开放大通道合作上
已有基础。

比如，西部陆海新通道三条线路均从成
渝地区发端，重庆更是国家明确的通道物流
和运营组织中心，通过铁海联运、国际铁路联
运、跨境公路运输，通道覆盖全球超100个国
家300余个港口。在中欧班列方面，重庆和
成都联合开行了中欧班列（成渝）号，基本覆
盖欧洲全境。2021年前三季度，中欧班列
（成渝）号开行超3800列，位居全国首位。

水运方面，长江黄金水道是成渝地区东向
出海主通道，重庆已和泸州、宜宾等港口联动
开行川渝水上巴士。空中通道上，成渝地区正
合力打造世界级机场群，2020年成都双流机
场、重庆江北机场旅客吞吐量均进入全国主
要机场前5、货邮吞吐量均进入前10。

“下一步，双方将从四个方面，畅通国内
国际口岸物流大通道。”市政府口岸物流办主
任巴川江说。

一是沿江的东向通道。双方将依托长江
黄金水道和铁路、高速公路为主的综合立体
交通走廊，完善江海联运、铁水联运等物流体
系，优化畅通川渝沿江东向出海物流大通道。

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两地将依托东、
中、西通道骨干铁路和高速公路网，加快发
展铁路联运、跨境公路运输和国际铁路联
运，做大做强西部陆海新通道南向出海出境
物流大通道。

三是亚欧通道。立足我国西南西北综合
运输走廊，扩大中欧班列（成渝）号全球影响
力，开拓中欧班列中、东通道，积极衔接中蒙
俄经济走廊，统筹完善西向出境物流大通道。

四是航空物流通道。重庆与成都将加
快天府国际机场与双流国际机场“两场一
体”运营，推进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改扩建，
规划研究重庆新机场建设，合力打造世界
级机场群，加强货运基地航空建设和国际
货运航线开发，构建覆盖全球的国际航空
物流通道。

让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自贸
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形成合力

平台，是开放的重要支撑。整体上看，成
渝两地开放平台丰富——

2017年，重庆自贸试验区、四川自贸试

验区同时获批设立，4年来两地自贸试验区
20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中日（成
都）城市建设和现代服务业开放合作示范项
目两个高层级开放合作项目，均以现代服务
业发展为重点。

“《规划纲要》明确推进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市中新项目管理局局
长曾菁华说，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提出，在
2021-2025年将打造“五大平台”：

一是区域合作战略服务平台，将积极吸
引中国西部省区市和东南亚地区积极参与中
新互联互通项目合作；二是现代互联互通发
展平台将促成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经
由重庆集聚并辐射至中国西部乃至“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三是现代服务经济示范
平台，将借助新加坡优质平台，在重庆集聚更
多教育、医疗、养老、旅游等领域国际资源；四
是政策机制创新推动平台，将争取中新双边
国家层面更多政策支持；五是改革开放探索
实践平台，将积极推动渝新企业探索在第三
方市场合作，共同探索政府间合作新路径、商
业发展新模式、互利共赢新机制。

曾菁华表示，“五大平台”将推动项目
成为中新两国政府间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中新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新亮点、促进
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高能级开放平
台、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
支撑，为加快构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作出有益探索。

《规划纲要》还提出要建设川渝自由贸易
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对此，市商务委主
任章勇武表示，重庆将突出国家战略导向、川
渝目标导向、市场需求导向，在协同创新、产
业融合、通道共享、平台共建、政务服务、体制

机制等领域取得更大突破，从三个方面推动
示范区的建设，即：深化目标、领域、产业、政
策、机制、时序“六大协同”，突出重点领域开
放，全面提升川渝自贸试验区的影响力；深化
制度创新，联合开展一批重大制度创新试验，
聚焦多式联运“一单制”、投资贸易跨境金融
服务等领域，集成探索一批跨区域、跨部门、
跨层级制度创新成果，争取在全国范围复制
推广；做好政策储备，以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总
体战略为目标，聚焦川渝对外开放和产业发
展的痛点、堵点和难点，继续牵头论证提出一
批首创性、差异化政策措施，作为示范区改革
的重点方向。

从四个方面着手推动川
渝协同打造改革开放高地

除了大通道和平台建设，《规划纲要》还
从加强国内区域合作、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增
强市场主体活力、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
分离改革等方面，对川渝两地联手打造内陆
改革开放高地提出了要求。

川渝两地已在积极行动，并取得了一些
成果：

如，推进与甘肃、青海、贵州和西藏等周
边省区的合作交流，与湖南、贵州共建渝湘
黔边城协同发展合作区；研究编制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优化营商环境方案，《重庆市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四川省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作为首个协同立法项目已于7月1日起
正式施行；联合发布实施两批210项川渝政
务服务通办事项清单；全面启动重庆、四川、
贵州户口迁移“跨省通办”，累计为群众办理
跨省市户口迁移超过7万人次；联合打造

“川渝共同产权市场互联网平台”，截至9月

底已累计发布项目14607宗，挂牌金额约
516亿元等。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董建国表示，下一步，
重庆将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推动川渝协同
打造改革开放高地：

一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深入推
进制度型开放。主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
新趋势，高水平推进对外开放体制创新，提升
对外开放水平。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机制改
革，推进开发开放平台创新发展。持续推进
国内区域合作，加强与西部地区协调联动，深
化与长江经济带省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交流
互动。

二是以要素市场一体化为重点，协同推
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聚焦市场体系基础
制度、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市场环境和质量、
高水平市场开放、现代化市场监管机制等关
键领域，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化社
会信用体系、商事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
合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民营改革发
展与转型升级，全面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三是以营商环境创新试点为契机，打造
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推
进改革，着力打造优质有序的市场环境、公开
公平的法治环境、透明便利的开放环境、高效
便捷的政务环境、风清气正的政商环境；协同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
府更好结合，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

四是以重点领域改革为突破口，探索经
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以要素市场化配
置、共建共赢利益联结机制为突破口，探索推
进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着力破解
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打
造全国区域协作高水平样板。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多维度多领域联手

川渝共同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