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023年6月26日 星期一
编辑 邱碧湘
美编 曹启斌
绘图 乔 宇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毗邻地区
更需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创
新水平协同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进一步优化功
能布局、提升发展能级，以激发经济动能、畅通要素流
动、厚植民生福祉。

3年多来，川渝牢固树立“一盘棋”思维和一体化
发展理念，因地制宜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
革路径，深入探索跨界共建新区，10个毗邻地区合作
功能平台建设加速推进，形成联系更加紧密的发展共
同体。

核心
提示

毗邻地区融合发展下好“一盘棋”

5月25日清晨5点过，天边刚刚泛起鱼
肚白，荣昌区安富街道普陀村的稻虾种养大
户陈开文就忙开了。

早上，他要组织村民抓紧插秧；上午10
点，同相邻的四川省隆昌市石燕桥镇三合村
党委书记王东沟通，商量流转三合村的土地
发展稻虾产业；下午1点，又接待了同行郭
志全，讨论合伙发展稻虾产业的事情。

虽然忙，陈开文却乐此不疲：“其实，起
初在选择发展稻虾产业时，才真是困难重
重。”

53岁的陈开文原本在荣昌一家农机公
司上班，后来公司破产，他便组建合作社流
转了1000亩地种植水稻，成了一名种粮大
户。

为提高经济效益，再三考虑后，陈开文
准备转向稻虾综合种养：“一亩稻田能养
210斤虾，按售价20元一斤算，光是这一块
就有3000元利润。”

可是在详细了解情况后，他发现事情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一是搞稻虾产业
需要挖虾沟，修建田间便道、灌溉水渠等基
础设施，算下来一亩地需要投入上千元；二
是小龙虾对天气比较敏感，一旦技术管理
没跟上，其存活率和品质就会受到严重影
响。

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2021年
3月，重庆市荣昌区与四川省隆昌市提出

“共耕一块农业‘试验田’”，携手共建“双昌
农业产业园”，打造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
带。

结合两地产业优势和人文特点，“双昌
农业产业园”确立了高标准农田、智慧示范
猪场、农旅融合、美丽新村建设等30余项共
建任务，而稻渔综合种养正是农业产业园首
要推进的重点合作项目之一。

这为陈开文发展稻虾种养带来了绝
佳的机遇。

普陀村作为双昌农业产业园先行区之
一，被划为稻渔综合种养区。为吸引业主前
来投资，在荣昌区农业农村委支持下，普陀
村党总支书记唐强找到陈开文，开出优厚条
件：政府出大头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
业主出少部分资金从事稻渔综合种养，荣昌
区农业农村委提供一定金额的补助。此外，
川渝两地的农业专家还将提供稻渔综合种
养技术指导。

当年5月，陈开文在普陀村流转了300亩
地进行稻虾种养。第二年春，小龙虾迎来丰
收。

陈开文说，这300亩稻虾基地，仅稻谷
产出部分就能赚回土地租金、人工费用等成
本，“按照一亩产虾200斤计算，一年下来有
100多万元收入。”

如今，陈开文的稻虾种养基地发展得顺
风顺水，随着经验的积累，他还成了当地公
认的小龙虾养殖“土专家”，经常为荣昌、隆
昌两地的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

这段时间，他还打算联合隆昌市石燕桥
镇三合村进一步扩大种养规模，建立稻虾研
学基地、修建乡村民宿，带动两个村的村民
一起吃上“旅游饭”。

荣昌区农业农村委发展规划科科长席
小莉介绍，为提升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附加
值，接下来，荣昌、隆昌两地还将联合打造双
昌稻渔公用品牌。规划到2025年底，在双
昌农业产业园的示范带动下，荣昌、隆昌全
域提升和新建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基地40万
亩；同时，通过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修建
垂钓池、游客接待中心等，推动双昌农业产
业园实现一二三产业农文旅融合发展，带动
两地更多村民增收。

荣昌、隆昌共建“双昌农业产业园”

他在稻田里养虾年赚100多万元

站在胡家梁子平台眺望山下，川渝高竹新
区面貌焕然一新：厂房鳞次栉比，道路四通八
达，一辆辆卡车进进出出，将山外的材料运进
来，把新区的产品送出去。

“这里再也不是沉寂的小山坳喽!”6月9
日，四川润美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润美
迪”）副总经理赵纯建对记者说，高竹新区早已
成了投资热土，企业也随之迎来转机，“连续亏
损两年后，去年我们‘起死回生’实现了盈利，
产值更是突破3000万元！”

高竹新区位于重庆市渝北区茨竹镇与四
川省广安市邻水县高滩镇交界处，前身是
2012年成立的四川省邻水县高滩川渝合作示
范园。2017年，润美迪从重庆中心城区搬迁
到这里，主营薄膜开关功能件和模内注塑、塑
胶件注塑、亚克力、喷漆、镭雕等。

“当时，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企业发展的
重要因素。”赵纯建说，这里离渝北城区和邻水
县城均为50公里左右，但都“近而不快”，因为
道路泥泞不堪，特别是通往渝北城区的路又窄
又陡，弯道还多。

这种情况下，客户不愿前来考察，企业招
工也难，以致润美迪订单流失、市场萎缩，连续
两年每年亏损近100万元。

转机起于党中央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2020年底，重庆市、四川
省政府常务会先后审议通过《川渝高竹新区总
体方案》。这是川渝两省市共同批准设立的第
一个新区，也是全国唯一的跨省域共建新区。

按照方案，渝北区和广安市要携手探索经
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产城景乡融合发
展等新路径，把高竹新区打造成区域协作样板。

新区启动建设后，最先出现的变化是基础
配套设施的改善。

因为区域问题以前只能修到渝北茨竹镇
的南北大道，很快向新区延伸；G65包茂高速

在新区设置了下道口，市政道路重庆路等多条
道路得以贯通；茨竹镇卫星水库的一级饮用水
源引流到新区，解决了5000余人的用水难题。

“道路畅通了，用水有了保障，洪涝得到治
理，环境变美了，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高竹
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全国首个跨省
税费征管服务平台——川渝高竹新区税费征
管服务中心正式运行，打破了税费征管的行政
边界、层级界限、空间分割，打通了跨省办税缴
费“最后一公里”。

此外，新区成立以来，有序推进税征、办
电、司法、政务、人才、公共交通等各项改革事
项，实现了多个全国首创、川渝首家，给新区企
业以及群众带来真正的便利与实惠。

“环境改善了，加上众多利好政策，企业获
得了新生，毫不犹豫加大了投入。”赵纯建告诉
记者，公司去年底搬进了新厂房，生产车间面积
扩大到2万平方米，工人从80余人增加到180
多人，30人的研发团队也加大了研发力度。

更值得一提的是，润美迪成了四川省独家
生产IML、柔性线路板系列产品的企业，同时
也是广安首家“瞪羚”企业（指创业后跨过“死
亡谷”以科技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为支撑进入
高成长期的中小企业）。红旗、长安、吉利、一
汽、长城等汽车品牌先后成为该企业的客户，
订单越来越多。

截至目前，润美迪今年已实现产值近
1700万元，预计全年可达到6000万元。

在高竹新区，像润美迪这样的企业还有很
多。目前，川渝高竹新区累计入驻企业182
户、建成投产80户，其中规上企业43户，80%
的企业来自重庆、90%的产品配套重庆。

川渝高竹新区相关负责人说，高竹新区正
发挥着“1+1＞2”的裂变效应，逐步成为价值
高地、投资洼地、活力热土，向“国家级新区”目
标迈进。

与高竹新区一起迅速成长

这家公司起死回生成“瞪羚”企业

6月12日清晨，开州区临江镇明月村五
组，二三十名穿着企业制服的年轻人走出一幢
四层高的漂亮小楼，有说有笑地前往附近的重
庆智能家居产业园上班。

“租户是家居产业园内的一家达州家具企
业。这两年来附近租房的，基本都是达州人。”
小楼的主人、明月村村民雷运武告诉记者，“川
渝合作发展越来越紧密，村里人都能感受到。”

2019年，重庆智能家居产业园一期建成，
来自巴南、合川等区县的木门生产企业陆续落
户。同时入驻的，还有4家来自达州的企业。

随着川渝两地共建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
示范区，产业园迎来了快速发展。

“示范区建设让万达开三地联系更紧密，
企业交流更频繁。目前落户我们园区的四川
达州企业已有13家。”重庆智能家居产业园服
务中心副主任易炳政告诉记者。

杨辉是达州人，一直从事套装木门加工制
造，听说川渝两地共建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
范区，开州也借此机会正大力发展家居产业
后，便立即前来考察，并于2020年将企业迁至
开州，命名为重庆阔利木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有30%的员工是达州人。”杨辉说，
开州交通便利，离达州只有1个多小时车程，

这些员工周末可以回达州照顾老小。
更让杨辉高兴的是，在重庆智能家居产业

园，有50多家企业需要同样的原材料，大家抱
团采购，费用比在外单打独斗时要低15%至
20%，这让企业有了更大的利润空间。

入驻重庆智能家居产业园的达州企业发
展越来越好，来到这里工作的达州人越来越
多。去年，该园区吸引2100余人就业，其中来
自达州的占比超过25%。

人口的集聚带动了当地种植、餐饮、运输
等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在临江镇的明月
村、新坝村，像雷运武这样将空置住房出租给
企业或员工的村民有20多户。

去年，重庆智能家居产业园实现产值11
亿元。除该产业园外，万达开三地还通过共筑

“一条链”，实现区域产业发展体系延链补链。
比如千能实业、开州印务与万州、达州企

业年合作产值超10亿元；万达开新兴产业合
作示范区、万达开国际户外运动基地等6个
重大功能载体及产业合作平台已启动建设。

与此同时，三地依托柑橘、中药材等特色
农业产业，携手建设现代农业统筹发展示范
区、冷鲜橙汁加工产业基地，共同打造长江上
游柑橘产业带、三峡道地中药材产业带。

“跨省”入驻重庆家居产业园

13家达州企业：我们在开州挺好的

荣昌、隆昌携手共建“双昌农业产业园”，普陀村是先行区之一。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润美迪生产车
间一角。

通讯员 李晓
川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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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唯一的跨省域共建新

区——川渝高竹新区，累计入

驻企业 182户、建成投产80

户。其中规上企业 43 户，

80%的企业来自重庆、90%的

产品配套重庆

川渝毗邻地区合作共建
10个区域发展功能平台

1.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

区

2.梁平、垫江、达川、大竹、

开江、邻水等环明月山地区

打造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

3.城口、宣汉、万源建设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区

4.广安、渝北共建高竹新区

5.合川、广安、长寿打造环重

庆主城都市区经济协同发展

示范区

6.遂宁、潼南建设一体化发

展先行区

7.资阳、大足共建文旅融合

发展示范区

8.内江、荣昌共建现代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9.泸州、永川、江津以跨行政

区组团发展模式建设融合发

展示范区

10.自贡、泸州、内江、宜宾、

江津、永川、荣昌等共建川南

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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