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副刊部：63907236 理论评论部：63907228（传真） 视觉影像部：63907227 要闻编辑部、本地新闻编辑部：63907179（传真）/63907186 融媒体编辑部：63907117 全媒体营销中心：63907707 63907714

20232023年年33月月88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编辑编辑 李薇帆李薇帆 见习编辑见习编辑 刘刘 冲冲

美编美编 郑郑 典典 44

京渝互动
本报讯 （记者 何春阳）今年全国两会

上，住渝全国政协委员提交联名提案，吁请国家
发改委支持重庆两江新区与四川天府新区合力
打造成渝地区产业合作旗舰。联名提案认为，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发布以
后，两个新区成立了以汽车、电子为主的八大产
业联盟，目前已初具规模，合力打造成渝地区产
业合作旗舰条件成熟。

经济综合实力和辐射带动
能力持续增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明确要求两江新区、天府新区发挥
产业旗舰作用，以重庆两江新区、四川天府新区
为重点，优先布局国家重大战略项目、试点示范
项目。

联名提案认为，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仅有的两个国家级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四川天
府新区自觉担负起国家级新区落实国家战略部
署的重大政治责任，紧紧围绕建设成为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
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战略定位，充
分发挥旗舰作用，持续增强经济综合实力、辐射
带动能力。

2022 年，重庆两江新区地区生产总值
4550.6亿元、居国家级新区第4位，以不到1.5%
的面积贡献了全市约15%的经济总量；四川天
府新区地区生产总值4532.4亿元、居国家级新
区第5位，占全省GDP的7.8%。

汽车产业集群初具规模

联名提案提到，在产业合作方面，《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两个新区
成立了以汽车、电子为主的八大产业联盟，坚持
以打造产业集群来增强产业能级和竞争力，主
攻方向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万亿级产业集
群提质增效，目前已初具规模。

2022年，两江新区推动长安、赛力斯、吉利
等龙头企业扩产上量，持续加大力度引育车规
级芯片，加快推动赣锋锂电、信质电机等大小

“三电”核心产业链企业建设，形成了10家整车
企业、200余家核心零部件企业的汽车产业集

群。两江新区汽车产量119.4万辆、占全市产量
约57%，汽车产业产值为2123.3亿元，其中新能
源汽车产量为21.6万辆、占全市产量约60%，增
长2.8倍。同时，与四川相关地区协同打造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动力电池产业基地，2022年生产
动力电池70GWh，可供100万—120万辆新能
源汽车使用。2022年，四川天府新区生产汽车
98万辆、产值1550.6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产
量4万辆、增长36%。

基于此，联名提案认为，两江新区和天府新
区合力打造成渝地区产业合作旗舰条件成熟。

推进国家重大产业发展战略
在两个新区成链成群

联名提案建议国家发改委从国家规划顶层
设计、政策倾斜支持等多维度，支持两个国家级
新区合力打造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

集群，帮助解决龙头整车企业发展所需产能问
题，支持两地共同入选国家氢燃料电池汽车示
范城市群。

联名提案认为，加大力度支持以两江新区
和天府新区为主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促进
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有利于形成
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分工的格局。联名提案
建议，在现有补助中，对落户两个新区的“基础
设施类”方向项目，进一步提高补助额度、扩大
项目补助范围，提升成渝地区战略大后方的发
展吸引力和整体经济活力。

“两江新区和天府新区均属国家发改委指
导管理的国家级新区，建议国家发改委在两个
新区共同向国家有关部委争取重大项目及重要
平台建设时给予大力支持。”住渝全国政协委员
们表示，希望在西部地区布局重大产业项目时
优先考虑安排两江新区和天府新区，推进国家
重大产业发展战略在两个新区成链成群。

住渝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

支持两江新区与天府新区合力打造成渝地区产业合作旗舰

□本报记者 夏元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提出，‘要以两江新区、天府新区为重点，打
造内陆开放门户’，两江新区将继续勇担重
任，走在川渝两地产业合作发展前列。”3月
7日，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程文迪表示，今年两江新区将持续加大与天
府新区及四川毗邻地区的产业合作，加快形
成更多实质性、突破性、标志性合作成果。

程文迪表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是两江新区产业发展当务之急。两江新区将
加快打造“六个升级版”、实施“七大攻坚提升
行动”，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一手抓支柱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
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今年，两江新区将大力
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和电子信息两大支
柱产业，持续推动智能装备、生命健康、先进
材料、新型储能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实
施涉及多个未来产业的“2+4+N”先进制造业
产业集聚提升培育行动，加快建设“先进制造

业、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发展高地，构建支
柱引领、多业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两江
新区及天府新区的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等8大产
业联盟入盟企业突破1000家。

“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全力实施城市品
质攻坚提升行动，是今年两江新区城市建设
的关键。”程文迪说，今年两江新区将加快建
设龙盛新城、水土新城、寸滩国际新城，推动
城市数字化转型，迭代升级“城市大脑”“产
业大脑”“教育大脑”。

今年，两江新区还将加快推动科技创
新，包括高标准建设两江协同创新区，深入
实施科技创新型企业集结登峰计划，构建

“选种、育苗、成长、升高、壮大”科技企业全
周期培育链条，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承载区；加快推进更高水
平改革开放，以数字化变革引领全面深化改
革，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一号工
程”，加快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扩能，推进果
园港枢纽基础设施、口岸功能完善，打造西
部跨境贸易中心。

两江新区携手天府新区

加大产业合作形成更多标志性合作成果

□本报记者 何春阳 左黎韵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
出，保护好长江母亲河和三峡库区，事关重庆
长远发展，事关国家发展全局；2019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再次强调，要深入抓
好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上中下游协同，加强生
态保护与修复，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重庆在生态环境
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有什么亮点？怎样
处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下一步还将从哪些
方面发力？3月7日，本报邀请了部分全国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围绕这一话题各
抒己见。

形成合力，让一江碧水
两岸青山美景永续

重庆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作为长江上
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其生态价值和重
要性不言而喻。

“过去，我们重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取得了良好成效。”余国东说，通过加强生态保
护修复，实施中心城区“两江四岸”“清水绿岸”

“四山”治理提升，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55%；
通过加强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引领，我市创建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两山”实践创新基
地11个，广阳岛还入选全国生态修复典型案
例，成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

通过加强构建川渝联建联治体系，重庆携
手四川签订近100项生态环保合作协议，在治

水、治气、治废、督察、执法等领域，打造了跨省
域协作样板。

2022年，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保持为优，
74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98.6%、比国家考
核目标高1.3个百分点；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332天、同比增加6天；土壤、地下水、声、辐射
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全市环境质量稳定性和坚
韧性不断增强。

春天的天山堡村满目新绿，伴随着徐徐微
风，一幅幅生态宜居的乡村壮美图正徐徐展
开。天山堡村位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
花源街道，曾是当地最落后的一个村。

“‘美丽乡村’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冉慧说，这几年，村里大力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污水管网建设和农房风貌提升，不
仅改厨、改厕，还在宅旁、村旁、路旁、水旁等零
星地块种上香樟、红枫等景观树，扮靓了乡村
颜值，也鼓了村民腰包。

位于长江江心的永川温中坝，水草丰腴。
就在上个月，岛上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拍摄到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鹳在浅水处悠闲觅食，这
是永川区首次记录到这一物种。

每年冬季，都有大批候鸟飞抵我市，其中不乏
黑鹳、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鸟类，这意味着我市生
态环境持续向好。曹春华表示，接下来，市林业
局将持续抓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以“两岸
青山·千里林带”建设、国家储备林建设等重大工程
为牵引，科学推进国土绿化，打造林相外貌丰富、季
相变化明显的森林景观，提升森林质量，科学建立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维护生物多
样性。

生态优先，加快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
治”“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重点领域节能
降碳”“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在余国东看来，其内涵便是，坚持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把“绿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

他举出一串数据，有力佐证了重庆
绿色发展的决心和行动：重庆累计完成
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1424座、退
出242座；全年完成历史遗留矿山和关闭
矿山生态修复760公顷、国土绿化营造林
500万亩、“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50
万亩、石漠化治理74.5万亩；城市“清水
绿岸”累计达到386.9公里；川渝两地共
同投资2.1亿元开展大清流河联防联治；
全市化肥、农药使用总量连续多年递减，
农膜回收率达到89.31%；去年全年，重庆
创建绿色园区5个、绿色工厂78家。

张睿表示，近几年，我市积极探索关
闭矿山多元化利用与生态修复相结合，
实现了“还绿于山、还景于民”。关闭矿
山后，我市打造了渝北铜锣山、南山闭矿
区、荣昌玉带河、九龙坡中梁云峰等矿山
公园，面积约327公顷，深受老百姓喜爱。

地处武陵山区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森林覆盖率高达60.2%。2020年，该县将
超出目标值的森林面积指标出售给造林
空间有限的中心城区，除获得2.3亿元的
补偿金外，每年还能获得一定的森林管护
费。

“‘两群地区’森林覆盖率高，如何将
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是我们一直思
索的问题。”曹春华说，横向方面，我市在
全国率先实施了生态补偿改革机制，推行
以森林覆盖率为指标的交易机制，共促成
各区县政府间交易森林39.6万亩、成交金
额9.9亿元，实现了生态变资源、变产品；
纵向方面，积极探索非国有林生态赎买机
制，在全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
公园、地质公园、水源地、江河两岸等重点
生态区位，开展非国有林生态赎买，累计
完成生态赎买5.33万亩，赎买资金6396
万元，让生态保护与林农利益两相宜。

建成清洁能源总装机61.7万千瓦，年
发电17.5亿度，可节约标煤54.2万吨。这
是五年来，丰都县清洁能源产业交出的亮
眼成绩，其中，该县风电装机容量约35万
千瓦，居全市第一。

“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张国忠说，接下来，
丰都将立足特色农业、生态旅游、清洁能
源等优势产业，优化完善产业布局，通过

开工建设垃圾焚烧发电等一批生态项目，推
动传统企业完成生产线超低排放改造，实施
节能降碳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等，持续优化产
业绿色发展结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

完善法规，不断提升现代
环境治理能力

如何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守住生态
环境安全底线？为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我市还需从哪些方面持续努力？在探索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上，我市将如何统筹做好
生态环保工作，让天更蓝、水更绿，空气更清新？

这是代表委员们一致关注的问题。
“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建立健全法治保障。如完善长江生态环境保
护财税、金融政策和资金投入、市场交易机制，
加快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抓好长江保护法地方性法规及配套政策的制
定实施，贯彻执行好重庆市与四川省出台的
《关于加强嘉陵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
决定》。全面推动依法治江、护江、兴江。”余国
东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强化大气污染协同防
控，加强跨区域数据信息互联共享，实施“双
碳”联合行动、联动督察执法等，充分运用大数
据智能化，推进智慧环保建设，不断提升水生
态环境保护智能化水平。

“生态修复项目特别是山水林田湖草项
目多是涉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业
等多个部门的系统性工程，横向配合协作要
求高。”张睿建议，加快推动建立常态化的协
调机构，加强统筹协调，构建全市生态保护修
复“一盘棋”。同时，加强财政资金投入，引导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加强与科研机构和
高等院校合作，培养更多符合现实需求的专
业型人才。

张国忠表示，丰都县将进一步完善生态
文明建设的规范化、法制化体系，把一批体现
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评价体系，以河长制、林长制为抓手，携手周
边区县构建联席会议和信息共享、联合巡河、
联合执法、协同应急、生态补偿等共治机制，
完善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多跨协同的“大
生态、大环保”工作体系，全力守护47公里长
江岸线。

以“绿色”为“引擎”把生态优势变为发展胜势
受访嘉宾

张国忠 全国人大代表、丰都县委书记

冉 慧 全国人大代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桃花源街道天山堡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余国东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市委会副主
委、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张 睿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市委会副主委、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曹春华 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3月7日，南岸广阳岛春色盎然，一派生机勃勃景象。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3月7日，位于两江新区的安道拓鱼复（重庆）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该公
司作为汽车内饰零部件、模块及系统供应商，客户涵盖全球汽车品牌、新能源品牌等。今年，公司销
往成都的座椅总成部件价值有望达6100万元。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杨骏）3月7日，重庆
市招商投资促进局、四川省经济合作局在成
都举行2023年联席会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协同招商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约定将
围绕十方面开展协同招商。

根据协议，重庆市招商投资促进局、四
川省经济合作局将共同发布“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协同招商十条”，从“共商产业发
展、共谋政策支持、共创推广品牌、共用合
作平台、共育示范园区、共建产业集群、共
促资源整合、共享信息数据、共优营商环

境、共推合作机制”十个方面开展协同招
商，进一步整合两地优势资源、培育壮大区
域主导产业，在携手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上实现更大突破。

在联合行动方面，重庆市招商投资促进
局、四川省经济合作局将于今年上半年联合
举办第二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全球投资
推介会（中国·深圳），拟邀请中外知名企业、
相关商协会、知名媒体代表参加，共同推介
川渝两地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医药健
康、新材料、食品饮料等产业商机。

川渝两地将围绕十方面协同招商

两会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