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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雨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指出，要把成渝中
部崛起作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
深走实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重庆西扩、成
都东进，为两省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拓
展新空间。”

“四川省委书记王晓晖指出，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有部署、双方有需要、现实
有基础，只要我们两地加强合作、密切协作、同步
发力，就一定能壮大成渝主轴、挺起中部脊梁。”

6月27日上午，2023年度荣昌区人大代表
集中培训班开班，区委书记高洪波为全体学员
讲授“第一课”。授课中，高洪波从“昨天”“今
天”“明天”三个维度，阐释荣昌当前所遇千载难
逢机遇，要求深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一号工程”，抢抓成渝中部地区与渝西地区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重要机遇，当好五个方面“桥
头堡”，把荣昌真正建设成为“繁荣昌盛地”。

文化因“桥头堡”而荣，
成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荣昌

6月18日至24日，荣昌举行了为期7天的
“千年荣昌·历史文化周”，集中展示了荣昌源
远流长的巴蜀文化、移民文化，独特灿烂的非
遗文化、美食文化，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红色
文化、廉政文化。

这次历史文化周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是荣
昌的知名度得到历史性增强，仅“华翱之夜”大
型文艺晚会的线上线下观众达近400万人；二
是荣昌的凝聚力得到全方位提升，荣昌历史文
化展览馆和邓在军电视艺术馆“双馆齐开”，在
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三是荣昌发展潜力得到
深层次挖掘，推出端午长桌宴、非遗美食集市、
主题游园等活动引发消费热潮，酒店房间爆
满，餐饮火爆，夏布小镇、荣城御景小吃街、康
宁广场夜市消费复苏，夏布小镇摊位销售一
空，荣城御景小吃街周围门店被抢租一空，康
宁广场超200户排队抢租摊位。活动期间,累
计91.75万人次来荣旅游，是去年同期的3.5
倍,全区社零总额完成 3.38 亿元，同比增长
51%；餐饮完成0.58亿元，同比增长72%。

“荣昌文化因‘桥头堡’而荣。”高洪波说，
荣昌位于川东渝西交界之地，自古以来被称为

“巴渝陆路冲要”，明朝时期连通成渝的官办驿
站——成渝古驿道，在荣昌设峰高和隆桥二
驿，新中国成立以来成渝之间的第一条公路、
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条高铁均经过荣昌。

正因为这种独特的区位交通优势条件，使
荣昌成为“湖广填四川”的重要聚集地和中转
站，“五方杂处”的移民带来了多元文化因素的
融合、创新，至今仍传承着近300多个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其中138项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积淀形成深厚的历史底蕴、
独特的文化魅力，成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荣昌。

经济因“桥头堡”而兴，党
的十八大以来，荣昌经济完成
两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是荣昌经济社会发展最
快时期。在这一时期，荣昌完成了从传统农业
县变为新兴工业区的历史性蝶变。

在这个过程中，荣昌经济完成了两大转

变：一方面是从无到有，新兴产业聚链成群，形
成了以弘耀、东矩等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
以华森制药、澳龙生物等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
业，以维创汽车、秋叶机械等为代表的新能源
汽车关键零部件产业，以奥福、兀盾等为代表
的高成长性新材料企业和以昊格为代表的新
能源产业。

另一方面是，千年荣昌所留下的“荣昌四
宝”也有中生优，重新焕发生机。如立足“一片
陶”，提档生活陶、做强高端建卫陶，加快发展
特种陶瓷，打造形成西部陶瓷之都。又比如，
立足“一匹布”，依托夏布文化，发展服饰产业，
引进乔丹体育、尚诚服饰等企业，打造形成国
家级（外贸）纺织基地。再比如，立足“一头
猪”，统筹推动国家级高新区、国家生猪大数据
中心、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建
设，加快荣昌猪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做强农
牧高新特色产业，打造国家畜牧科技城。

“荣昌的经济因‘桥头堡’而兴！”高洪波
说，推动荣昌加快发展的最大动力来自国家区
域发展规划战略：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
布了《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2016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成
渝城市群发展规划》；2020年1月3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2020年10月
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2020年10月20日
印发；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区域重大战略。

高洪波认为，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
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荣昌区位
重要性不断凸显，逐步从渝西边陲变为成渝

“黄金结合点”、逐步从川渝腹地变为成渝“桥
头堡”，荣昌经济也由过去被两边虹吸，逐步变
为现在“两头吃糖”，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重要的产业转移承载地。

当好“五个桥头堡”，争做
成渝中部地区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排头兵”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
党政联席会议第七次会议确定，要把成渝中部

地区崛起作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
深走实的重要突破口，要加快推动重庆西扩、成
都东进，要壮大成渝主轴、挺起中部脊梁，将给
荣昌带来新的重大机遇！”高洪波表示，将聚焦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当好“五个桥头堡”，争做
成渝中部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排头兵”。

“五个桥头堡”分别是当好川渝合作“桥头
堡”、当好产业集聚“桥头堡”、当好科技创新

“桥头堡”、当好交通互联“桥头堡”、当好对外
开放“桥头堡”。

其中，在当好川渝合作“桥头堡”方面，将
聚焦川南渝西融合试验区、内荣农高区两大平
台建设，积极探索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改
革，联合内江打造成渝产业合作示范园。到
2027年，高标准建设“荣昌-隆昌”404平方公
里农业、33.7平方公里工业合作园区，共同打
造承接产业转移新高地

在当好产业集聚“桥头堡”方面，荣昌将围
绕成渝主导产业配套等布局产业项目，积极承
接东部产业转移，推动毗邻高新区、工业园区
联手打造产业联盟，用好6大市级特色产业园，
打造成渝中部地区制造业主战场。

科技创新“桥头堡”将以国家生猪技术创
新中心、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农业数字经济
产业园为支撑，着力解决种业卡脖子问题，推
动国家畜牧科技城成为西部科学城的重要一
园，打造畜牧科技策源地和现代农业（畜牧）示
范区。

在交通互联“桥头堡”方面，将立足城市能
级大幅跃升，打造以城区为主的发展极核，以
吴家镇为辅的次中心；建设多条连接成渝的通
道轴线，借力大通道打造多个特色场镇、产业
园区，构建“一主一辅，多轴多点”的发展格
局。到2027年，新增各类道路830公里、拓展
城市和产业园区17平方公里。

在当好对外开放“桥头堡”方面，将以西部
陆海新通道建设为牵引，依托川南渝西综合物
流园多式联运示范项目，建好中新（重庆）农业
国际合作示范区，争取农牧高新综合保税区，
让更多川渝农产品从荣昌走出去，让更多先进
工厂技术从新加坡引进来。到2027年，进出
口总额年均增长5%，努力在成渝地区带头开
放、带动开放。

荣昌抢抓成渝中部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重要机遇

当好“五个桥头堡”建设“繁荣昌盛地”

做强生猪产业 深耕现代农业 共建重大项目

荣昌 推进川渝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渝西川南综合物流园

荣昌地处成渝黄金联结点，接壤四
川泸州、内江、资阳3个地级市，是渝西
地区中与四川接壤面积最多的区之一，
也是推进川渝合作的重要“桥头堡”。

过去3年来，该区发挥承东启西、连
南接北区位优势，积极联动成渝、联结城
乡，在推进川渝合作中取得丰硕成果。

建设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
内荣农高区建设取得新突破

荣昌拥有川南渝西融合发展、内
江荣昌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两大川渝合作平台。3年来，该区
聚焦两大平台建设，推动经济区与行
政区适度分离改革，联合四川毗邻地
区打造成渝产业合作示范园，支撑成
渝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取得明显效
果。

2021年3月，为内荣农高区提供
核心技术支撑的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
心正式获批建设，着力推动国家畜牧
科技城成为西部科学城的重要一园。

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获批建设
以来，聚焦生猪种质资源创新利用、绿
色高效养殖、重大疫病防控等关键核
心技术，共承担科研项目286项，自主
研发项目 58项，取得标志性成果 8
项，开发新产品7个，授权国内发明专
利75件，授权欧美日专利2件，颁布
标准39个，获得省部级奖励13项，取
得了系列重大成果。

目前，《国家（荣昌）畜牧科技城总体
规划（2021-2035年）》编制工作进入尾
声。国家区域性生猪种业创新基地建设
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国家区域性畜禽种
业资源基因库、SPF猪示范基地、西南中
兽药评价中心建设项目全面完工。国家
畜牧科技城核心通道——迎宾大道南延
段正在开展施工方案设计。在国家生猪
技术创新中心的技术支持下，荣昌、内江
联合开展荣昌猪、内江猪品种资源开发
利用领域研究、稻渔立体循环种养等技
术攻关，均已取得成效。

共耕农业试验田
“双昌”合作园区步入快车道

位处重庆市荣昌区安富街道的普

陀村和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石燕桥镇
三合村的“双昌”合作园区，是荣昌开
展川渝合作的“前沿阵地”，“隆荣两
昌”打破行政界限，正在这里深耕一块
农业“试验田”。

在园区品牌创建方面，荣昌、隆昌
成功纳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名单”，荣昌进入国家区域性种业创新
基地。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目前，“双
昌”合作园区先行区已完成入口共建，
建成配套环线道路和步道10.9公里，
完成120户毗邻村落风貌改造，建成
园区科技文化馆。这个科技文化馆，
荣昌方面出了建设用地和30%的建设
资金，隆昌方面出了70%的建设资金，
馆内展示了“双昌”合作园区的发展规
划和荣昌、隆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产业发展方面，“双昌”合作园区
已发展稻渔种养基地1000余亩，高标准
农田1000亩，“双昌”智慧猪场即将建成
投用。这个智慧猪场由隆昌和荣昌的4
家公司共同组建公司作为项目业主统一
实施，其建成投用后，荣昌白猪和内江黑
猪，一黑一白将在此安营扎寨。

推动川南渝西融合
多领域合作加快发展

3年来，荣昌积极推动川南渝西
融合发展，在多领域加快合作步伐。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协调加快
渝自雅铁路、长征渠引水工程前期论
证工作，共同争取汉中至南充至荣昌
至泸州城际铁路、成渝铁路（江津至隆
昌段）扩能改造纳入规划，加快永荣
自、安荣合高速前期工作，加快推进成
渝高速扩能改造、渝西水资源配置工
程建设，大内高速（荣昌段）建成通车。

在协同创新方面，荣昌与大足、铜
梁、潼南等7个市级高新区共同成立
重庆市高新区协同创新战略联盟，联
合永川区发起成立“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创新创业联盟”，定期开展科技资
源对接活动。国家级孵化器“古思特”
与泸州“溪谷”联合建设运营创新创业
示范载体，致力打造成渝地区首个联
合科技企业孵化器。

在物流体系方面，荣昌成功开行
西部陆海新通道荣昌货运班列，泸

州港务荣昌无水港、云龙机场荣昌
城市候机厅投入运行；依托永荣铁
路专用线加快建设渝西川南综合物
流园，占地 540 亩，计划投资 2.5 亿
元，已建成煤炭功能区、建材功能
区、集装箱作业区，网络货运平台获
批经营许可。

在生态环保方面，荣昌发起并组织
召开渝西川南七区县环保协作会，建立
健全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共同编制
濑溪河、大清流河、鱼箭河、马鞍河、马
溪河等跨界河流“一河一策”方案。选
取濑溪河、大清流河流域28个交界断面
对相关镇街实行监测、考核、补偿。

重大项目推进有力
川渝合作走深走实

荣昌区发改委提供的数据表明，
2020年至2022年，荣昌区累计有7个
项目被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川渝合作重大项目计划，累计完成投
资85.029亿元。

其中，内江至大足高速公路累计

完成投资16.11亿元；重庆西部电子
电路产业园累计完成48.5亿元；渝西
川南综合物流园累计完成投资1.39亿
元；内荣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基础设施项目完成投资4.6亿元；双
昌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合作园区
完成投资2.257亿元。

此外，内荣两地法院建立“异地一
站式诉讼服务”，累计开展执行协作
480余件次，跨域立案协作5件次，共
同发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未成年人
保护典型案例12件。

荣昌区检察院会同泸县、安岳等
5地建立濑溪河流域跨界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协作机制，开展联合巡查3次，
办理诉讼案件10余件。

荣昌区司法局成立荣内边界联防
联调指导中心，联合选聘50名调解专家
建立调解专家库，化解矛盾纠纷67件。

另外，荣昌深化妇幼保健院、华西
二院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完成106人
次的专业技术、医疗质量等帮扶。36
家医院全部开通跨省异地就医住院直
接结算，410家医药机构开通普通门
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荣昌还组建首批渝西川南名师
工作室20个、优质教师教育基地信
息库 53个，建成含 129人的渝西川
南优秀教育人才信息库。还建成渝
西首个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入驻
机构30家以上，逐步与泸州、自贡、
内江等四川毗邻地区建立就业服务
共享协作机制，促进成渝地区6000
余人实现就业，实现了川渝养老保
险关系无障碍转移，共计办理转移
900人次。

王琳琳 林苒 马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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