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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晓佳

这一任务将如何落实？3月
27日，记者采访了市规划自然资
源局相关负责人。“我们将严格按
照《行动方案》的要求，一一落实
目标任务。”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此前，为深入实施

“一号工程”，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部署六大专项行动，开展23项专
项任务，确保重点工作与“一号工
程”步调一致，努力在推进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汇聚更大合
力。

其中，围绕《行动方案》相关
任务，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将开展
重大城市规划统筹专项行动，从
6个方面强化城市规划统筹。

首先是发挥市规划委员会办
公室工作统筹作用。制定规划委
员会工作计划并动态深化细化抓
好落实。加强规划委员会办公室
协调作用，完善整体性统筹机制，
统筹促进各区县政府、市级部门、
专家等多方力量参与规划工作，
提升专业委员会统筹重要规划事
项的质量和水平。加强市规划委
员会对中心城区规划工作的统一
管理和其他重要规划的指导。加
大对区县规划委员会技术指导和
帮扶力度，常态化组织开展专家
现场技术服务，促进区县规划委
员会整体水平提升。

其次，要深化完善重大规
划。配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国土空间规划》完善及实施相关
工作，优化完善《重庆市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规划成果，力争早日获批。主动
做好出台《重庆市国土空间总体
规 划 实 施 工 作 方 案（2023—
2025年）》的基础工作。深化优
化主城新区和中心城区一体化
布局。完善区域交通枢纽布局
等重大规划格局。突出一体化
发展理念，着眼成渝地区中部崛
起深化“桥头堡”区域城市一体
化规划。完善主城新区和中心
城区规划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机
制，提升规划和自然资源统筹和
管理效率水平。

第三，要抓好区县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工作。加强统筹调度、
指导和督促各区县抓紧完善各区
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分区规

划并完成报市政府审批工作。进
一步优化区域和城镇功能空间布
局、调整优化居住和工业为主的
建设用地结构比例，在城镇开发
边界内城镇集中建设区相对集中
布局战略留白和弹性留白空间。
做好西部科学城、西部金融中心、
川渝自贸区、万达开川渝统筹发
展示范区等园区平台规划工作。
做好万开云同城化发展等规划相
关工作。系统科学深化做好重要
专项规划，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
衔接和综合统筹。

第四，围绕中心城区城市规
划，要构建中心城区城市重点功
能片区体系。编制完成《重庆市
中心城区城市重点功能片区体系
规划方案》，深化完善并逐步形成
从宏观到中微观的重点功能片区
体系。结合片区功能优化完善提
升城市更新背景下的详细规划编
制水平。

第五，要深化完善两江四
岸核心区整体规划和城市设计
工作。对两岸建筑风貌开展调
研评估，迭代升级形成城市设
计整体规划成果。借鉴先进经
验，建立完善规划统筹工作机
制，加强城市规划在实施过程
中的统筹协调工作，确保规划
方案落到实处形成效率。

第六，要优化完善城乡融合
空间规划。在区县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中统筹城乡区域功能布
局，分类有序制定实用性镇级规
划和实用性村庄规划工作计划
并认真抓好落实。深化研究以
中心城区为核心，规划建设一批
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
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的规划举
措。落实立足山区、库区资源禀
赋特点，以区县城为重要载体的
城镇化布局，发挥小城镇在新型
城镇化中的衔接作用的规划举
措，促进“两群”地区在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文旅融合城乡协同发
展等方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该负责人表示，同时，市规划
自然资源局将抓好规划和自然资
源行动方案任务分解落实，用好
专班机制模块化推动专项工作，
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实
行清单化、项目化管理，并搭好平
台推动规划自然资源领域赛马比
拼。

六方面发力
强化城市规划统筹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本报记者 廖雪梅

3月27日，市住房城乡建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共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需要强化极核引领作用。
为此，他们将重点在“两江四岸”治
理提升、城市更新、加快同城化通道
建设等方面发力，不断展示、提升主
城都市区的功能和品质，打造新型
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主战场，建设辐
射力带动力强劲的动力源。

扮靓“两江四岸”

阳春三月，走进新北温泉公园，
但见桃花竞放，流水潺潺。空气中
传来的植物清香，让人心旷神怡。

“新北温泉公园去年投用，是市
民和游客‘打卡’的热门旅游地。”市
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起，我市在持续推进中心城区“两
江四岸”治理提升行动的基础上，启
动实施嘉陵滨江生态长廊建设，计
划2022年至2025年在嘉陵江滨江
区域重点推进29个项目，现已建成
悦来滨江休闲道、新北温泉公园、北
塘峡江步道等12个项目。

这位负责人表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了
重庆要重塑“两江四岸”国际化山
水都市风貌。为让“两江四岸”更
有“国际范”，我市将继续抓好项目
攻坚，切实增强“主轴”功能。重点
推进滨江岸线治理提升以及长嘉
汇、艺术湾等重点片区整体提升，
让滨水空间早日回归城市生活核
心；同时，聚焦打造“空间组织轴、
功能集聚轴、生态人文轴、形象展
示轴”，推动滨水空间向城市腹地
延伸，加快实现“两江四岸”滨水空
间“可漫步、可阅读、有温度”。

今年，我市在全面建成九滨路
九龙滩、江北嘴江滩公园、长滨路珊
瑚公园、盘溪河入江口等十大公共
空间的基础上，还将系统开展“两江
四岸”整体提升行动，高品质建设
109公里滨江公共空间。

实施城市更新

除了扮靓“两江四岸”，我市还
大力推进以“两江四岸”为主轴的城
市更新，让城市“颜值”“气质”更出
众，让更多群众感受到家门口的“幸
福”。

宽阔的通道、崭新的地砖、漂亮
的露台……经过一年多施工，九龙

坡民主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初露芳
容。

民主村片区位于杨家坪商圈核
心位置，与万象城相依，主要是建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原建设厂家属
区。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厂搬了，
居民楼老了，设施陈旧破损，居住环
境堪忧，居民们迫切希望改善周边
环境。

民主村城市更新项目（一期）通
过微改造、巧利用等方式，解决房屋
老旧、交通拥堵、停车匮乏、配套缺
失等痛点问题。预计5月初，整饬
一新的民主村片区将与市民见面。

今年，我市还有不少地方将像
民主村片区一样旧貌换新颜。市住
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
将加快推进长安三工厂片区城市更
新项目、鲁祖庙片区改造项目等
214个城市更新试点项目，新开工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069个。

建设同城化通道

强化主城都市区极核引领，增
强中心城区的带动作用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还需提速建设同城化通
道，推动主城新区与中心城区功能
互补、同城化发展，促进产业、人口
及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
聚。

“以前，由于明月山的阻隔，从
长寿去往中心城区开车只能沿长江
走高速，收费较贵。如果走普通公
路，绕行较远。我们正推进两江新
区—长寿区快速通道项目建设。该
通道建成后，从长寿区穿过明月山
到两江新区龙兴片区仅需十几分
钟。”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两江新区—长寿区快速通道项
目全长约23.61公里，建成后将促
进两江新区、渝北区、长寿区及渝东
北城市组团协同发展。

除了推进两江新区—长寿区快
速通道项目建设外，我市还将通过
一系列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加快打
造“轨道上的都市区”。2023年，计
划新开工7号线一期、17号线一期
两条城市轨道和永川线等市域铁
路。2024年，计划开通市域铁路璧
铜线，这是继江跳线之后，中心城区
至主城新区开通的又一条市域铁
路，铜梁区市民1小时内可快速进入
中心城区，将大大促进中心城区与
主城新区一体化发展。

高品质打造滨江公共空间
推进城市更新试点建设

市住房城乡建委市住房城乡建委

□本报记者 申晓佳

如何理解这一行动的重要性？下
一步重庆怎样做？来看市发展改革委
的解读。

以“主要承载地”“主战场”为定位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行动方案》提出实施提升主城都市区
极核引领行动，既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也是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要求的细化和落实，其发展思路一脉相
承。

《规划纲要》提出，到2025年，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实力、发展
活力、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双城引
领的空间格局初步形成。重庆、成
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显
著提升，区域带动力和国际竞争力
明显增强。

主城都市区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的“双核”之一，是全市经济最活
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最活跃的区域，
具备“主要承载地”和“主战场”的实力。

主城都市区包括21个区，总面积
2.87万平方公里。2022年，主城都市
区常住人口2122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2.23万亿元、占全市的77%，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万元。地区生产
总值过千亿的区增至10个。

近年来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近年来，主城都市区的综合实力
进一步增强。”该负责人表示，这为实施
提升主城都市区极核引领行动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主城都市区综合实力增强，体现在
中心城区极核功能加快提升、主城新区
主战场功能不断夯实、同城化发展蹄疾
步稳3个方面。

在中心城区，2022年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全市的49%。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产业势头正旺，卫星互联网产业园
高起点布局推进，电子信息产业行业总
规模近万亿元。西部(重庆)科学城获
批建设西南地区首个国家级制造业创
新中心。

随着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金凤实
验室等陆续投用，战略科技力量在这一
区域加速集聚，科技成果加速转化。开
放领域，2022年，中心城区货物进出口
总 值 达 到 7148.7 亿 元、占 全 市 的
87.6%。社零总额达到6110亿元、占
全市的43%。城市品质提升日渐见成

效，2022年，中心城区新开工改造城镇
老旧小区845个，累计完成棚户区改造
8925户，9个城市更新试点示范项目投
用，“住有所居”迈向“住享乐居”。

在主城新区，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
合发展迈出新步伐。国家城乡融合发
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破题起势，城镇
化率达到65.2%、同比增加0.8个百分
点，璧山等区常住人口持续增长。

“主战场”功能进一步夯实。2022
年，主城新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万
亿元，工业投资增速高于全市1.1个百
分点。

同时，主城都市区交通基础设施
内联外畅水平更高，高铁通车里程突
破1000公里，市域（郊）铁路江津至跳
磴线投运，基本形成“三环十四射多联
线”高速公路网。西部（重庆）科学城、
两江协同创新区等跨区协同创新格局
基本形成，圈层式科技创新方阵已具
雏形。

完成五大目标四项任务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提
升主城都市区极核引领行动，实际上包
含五大目标和4项任务。

“目标任务既有新的高度，也有具
体的指标，因此需要我们稳扎稳打，切
实推进。”

该负责人表示，目标和任务都将
进一步细化落实，一一对应到项目、政
策、举措和载体上。例如，“打造新型
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主战场”任务，就包
括滚动实施112个城市更新试点示范
项目。为此，市发展改革委将滚动推
进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
大平台“四张清单”，尽快形成一批具
有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此前，全市已经建立了“项目化实
施+专班化推进”运作方式，下一步，将
进一步完善这一机制，确保责任到人，
闭环落实，建立健全“任务—分办—落
实—跟踪—反馈—上报”工作链条，倒
排工期，确保“四张清单”高效运行。

同时，市发展改革委还将持续牵
头优化工作协同联动机制，增强跨层
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协
同能力；按照赛马比拼机制的有关要
求，搭建经济运行监测数字化平台，实
施月比拼、季晾晒、年考评；强化服务
区县机制，开展市级部门联合会诊，协
调解决项目前期、招商引资、要素供给
等方面卡点难点问题，保障一批重大
项目顺利落地、加快实施，保障一批重
大改革顺利推进、快出效果。

着力提升主城都市区发展能级
扎实增强极核引领功能

市发改委市发改委

让主城都市区成为活跃增长极和强劲动力源

按照发展蓝图，抓好
“十项行动”。《重庆市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行动方案（2023—
2027 年）》提出的“十项
行动”中，第一项就是提
升主城都市区极核引领
行 动 。 行 动 要 求 ，到
2027 年，主城都市区基
本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
力中西部领先，加快形成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跃
增长极和强劲动力源。

这一目标和相关任
务将如何细化落实、分步
完成？主城都市区极核
引领将体现在哪些方
面？3月27日，记者采访
了相关市级部门负责人。

核心提示

鸟瞰重庆，一座生机盎然的山水城市映入眼帘。（资料图片） 唐安冰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