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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3月23日上午，一辆载有巴西纸浆、巴基斯坦锌精矿
等货物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以下简称“铁海
联运班列”），从广西钦州港驶出。至此，西部陆海新通道
铁海联运班列累计突破25000列。

2017年，铁海联运班列仅开行178列，到2022年，这
一数值升至8820列，增长了49倍，年增幅达30%。6年时
间，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试运行到常态化、
从一条线到一张网的蜕变。如今，这条通道已覆盖17省
（区、市）60市115个站点，连通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的
393个港口，彻底改变了西部内陆地区以往只能“一江春
水向东流”的局面。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最早发起者与倡议者之一，
6年来，重庆一直在多维度推动通道建设中勇担“主角”。

通道运行的“模范生”
今年1-2月，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运输了2.1万

标箱货物、同比增长 47%，货值 36.56 亿元、同比增长
43%。无论是班列的开行数量还是货值，重庆都位居沿线
省区市前列。对重庆而言，这样的成绩单，可谓志在必得。

根据《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
划》），这条通道的三条主通路中有两条都是以重庆为始发
点。

为了完善主通路，重庆从货源组织、双向平衡、线路拓
展等多个方面发力，努力在沿线省区市“示范带头”。

比如，中老铁路开通后第二天，重庆开行了西部陆海
新通道中老铁路班列，成为全国首批将西部陆海新通道与
中老铁路结合起来的城市。此后，重庆还实现了首个开行
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回程班列、首个实现陆海新通道中老
铁路常态化开行等多个“第一”。

市政府口岸物流办主任巴川江介绍，重庆还是第一个
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建立3种主要物流组织形式的城
市。这3种方式分别是铁海联运班列、国际铁路联运和跨
境公路班车。

以跨境公路班车为例，通过6年营运，重庆形成了“3
向11线19口岸”运输体系，即重庆—广西/云南—东南亚
方向6条线路、重庆—西藏—南亚方向2条线路、重庆—
新疆—中亚方向3条线路，涵盖广西友谊关、东兴，云南磨
憨、畹町，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西藏樟木、吉隆等19
个口岸。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在上述3种物流组织形式上取得
的成绩，均位居沿线省区市前列，尤其是铁海联运班列，重
庆开行量占沿线省区市总量近三分之一。

省际合作的“统筹人”
2月底，商务部亚洲司复函重庆，同意将陆海新通道建设合作工作机制秘书

处设立在重庆。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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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村十年话变迁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

山西乡村考察足迹看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王翔）3月 26
日，重庆经开区与禾赛科技签署禾赛
科技软件全球研发总部项目投资协
议。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会见了
禾赛科技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李
一帆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市领导江敦涛参加。
胡衡华代表市政府欢迎李一帆

一行来渝开展合作。他说，当前，重
庆正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
的位置，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
业中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我们大力建设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产业集群，强化整零协同，把
零部件产业生态建设作为重中之重，
打造相对完整的零部件供应链体
系。禾赛科技是全球自动驾驶及高
级辅助驾驶激光雷达领军企业。希

望积极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加强
与重庆整车企业合作，加大产业链垂
直整合力度，拓展激光雷达在智能建
造等方面应用。我们将为禾赛科技
对接合作企业、拓展应用场景搭好
桥、服好务。

李一帆感谢重庆对禾赛科技在渝
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重庆汽车产
业链完备，营商环境优越。我们对双
方合作充满信心，将加快推动激光雷
达综合解决方案研发应用，带动更多
上下游企业来渝发展，助力重庆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

按照协议，禾赛科技将在重庆经
开区建设禾赛科技软件全球研发总
部，设立创新孵化中心，打造激光雷达
产业园。

市有关部门，南岸区、重庆经开区
负责人参加。

禾赛科技软件全球研发总部落户重庆
胡衡华会见禾赛科技联合创始人李一帆并见证签约

□本报评论员

日前，《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 济 圈 建 设 行 动 方 案（2023—2027
年）》正式发布。《行动方案》紧扣《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加快
落实市委六届二次全会精神，明确10
项具体行动、56项重点任务，将“任务
书”细化到“施工图”，为奋力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提供了
操作指南。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赋予重庆的
重大使命任务，是加快建设现代化新
重庆的重要战略机遇。总书记有号
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见行动。春节
后上班第一天，重庆召开“新春第一
会”，把双城经济圈建设放在中国式现
代化的宏大场景中来谋划推进，作为
市委“一号工程”和全市工作总抓手总
牵引，并首次提出“十项行动”。《行动
方案》是对“十项行动”的再细化、再完
善。接下来，全市上下要增强历史担

当，保持战略定力，全力以赴把“施工
图”变成“实景图”，聚力形成更多具有
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把“施工图”变成“实景图”，要坚
持全市域融入、全方位推进。唱好“双
城记”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各部门既
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又要齐心
协力办好合作的事，构建齐抓共管、协
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市发展改革委要
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每年遴选若干实
施效果好、具有引领性带动性示范性
的成果，强化正向引导激励；各区县、
市级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建立健全
工作体系；市级部门要细化优化《行动
方案》，指导本领域本系统抓好落实。
各区县要全面担起主体责任，建立台
账、挂图作战；各区县、市级有关部门
和有关单位要与四川强化横向对接，
凝聚强大工作合力。

把“施工图”变成“实景图”，要改
进工作方法、工作手段。落实任务就
是过河，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
从“施工图”到“实景图”，中间的“桥”
或“船”就是方法。要深入调查调研，
从执行方面分析原因、找准症结，拿出
更多实招硬招，打通《行动方案》落实
的“最后一公里”；要突出问题导向，围
绕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认真分析研究梳理，找到关键短
板、抓住问题要害，集中力量进行攻坚
突破；要鼓励先行先试，常态化开展最
佳实践分析和典型问题案例复盘，及
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措施，形
成“滚雪球”效应。

把“施工图”变成“实景图”，要强
化问效考评。按图施工，必须建立《行
动方案》的工作台账，健全“任务—分
办—落实—跟踪—反馈—上报”工作

链条，精准掌握各项任务的进展情况；
要以实干实绩实效论英雄，将《行动方
案》特别是年度的重大项目、重大政
策、重大改革、重大平台清单实施情况
作为重要衡量标准，动态晾晒比拼工
作成效，激励先进、鞭策后进，形成比
学赶超、争创一流的态势。只有坚持
闭环落实，强化督查评估，才能确保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十项行动”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有形抓手和有效载体，落实
刻不容缓。随着《行动方案》的出台，
当前要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智，下大
气力、花大功夫把“施工图”变成“实景
图”，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上干出新业绩，引领现代化新重庆建
设展现新作为、迈出新步伐、见到新气
象，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把“施工图”变成“实景图”

□本报记者 申晓佳

三月的重庆，处处花团锦簇，一派
催人奋进的景象。

向着高质量发展，一声嘹亮的号
角在巴渝大地吹响——新近出台的
《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行动方案（2023—2027年）》（以下
简称《行动方案》），全面部署推动双城
经济圈建设十项行动（以下简称“十项
行动”）。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以“十项行
动”为引领，重庆正厉兵秣马奋力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干出新业
绩，聚力形成更多具有重庆辨识度的
标志性成果。

双城经济圈建设提升到新高度
清单化、事项化、项目化

纵深推进建设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行动方案》的出台，可谓
意义重大。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党的二十大把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写入报告，将双城经济圈建设

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以双城经济圈建设引领全市高质

量发展，2022年底，重庆市委提出谋
划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十
项行动”，要求相关市级部门起草“十
项行动”政策文件。

2023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1月

28日举行的重庆市建设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工作推进大会强调，要把双城
经济圈建设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
场景中来谋划推进，作为市委“一号
工程”和全市工作总抓手总牵引，并
安排部署“十项行动”和重点任务清
单，全面推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开好

局起好步。
清单化、事项化、项目化纵深推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是“十项
行动”的最大亮点。

2020年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3年
时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效
显著。2022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地区生产总值达7.76万亿元，比2019
年增加1.45万亿元。

在新的起点上，建设更高水平的
双城经济圈，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要展
现新作为、迈出新步伐、见到新气象，
都必须要有新的举措。《行动方案》和

“十项行动”清单，应运而生，让人耳目
一新——

新格局——推动全市域融入、全
方位推进双城经济圈建设；

新目标——聚力形成更多具有重
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新定位——争当西部地区高质
量发展排头兵，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基地，勇当内陆省份改革
开放探路先锋，加快建设高品质生活
示范区；

（下转2版）

奋力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 聚力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

“十项行动”引领重庆干出双城经济圈新业绩

新华社北京 3 月 26 日电 3月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国发展高层论
坛2023年年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
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促进复苏需要
共识与合作。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

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
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将稳步
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

放，推动各国各方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当

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经济复苏：机遇
与合作”，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

习近平向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3月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巴西总统卢拉
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顷悉卢拉总统罹患

流感和肺炎，不得不推迟访华，我谨向
你表示诚挚慰问。祝愿总统先生早日
康复，欢迎你在双方方便的时候尽早
访华。

习近平向巴西总统卢拉致慰问电

●提升主城都市区极核引领行动

●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网络行动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行动

●加快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行动

●打造国际消费目的地行动

●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行动

●勇当内陆省份改革探路先锋行动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行动

●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行动

●高品质生活惠民富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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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为重庆
基础设施“强筋壮骨”

3月22日，永川区永荣镇乡村振兴
就业园，2023“永川秀芽”杯川渝合作泸
永江产业带采茶大赛举行。来自泸州、
江津、永川16支代表队的48名选手参加
比赛。

据悉，泸永江融合发展示范区是重
庆、四川共同确定的推动川渝毗邻地区
加快融合发展的9大功能平台之一。共
同举办的本次采茶大赛，是促进泸永江
茶叶行业从业人员技能提升交流和推动
泸永江融合发展示范区现代高效特色农
业产业带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乡
村产业振兴的一大亮点。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川渝合作泸永江产业带
举行采茶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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