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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经济圈建设纵深推进全面提速

□本报记者 唐琴

经济
承载力持续增强

11月27日，合川高新区重庆平伟汽
车系统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
景象——新能源汽车电池托盘、电池箱
等部件，从生产线上鱼贯而出。

平伟汽车今年3月签约落户合川，9
月投产，今年就能实现产值超过2亿元，
明年预计产值能达到10亿元。目前，平
伟汽车正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
积极吸引配套企业落户合川，打造新能
源汽车关键零部件暨工装模具产业园。

事实上，平伟汽车在合川大展宏图，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渝西地区乘势而上的
一个注脚。

今年以来，川渝不断完善区域经济
布局，加快构建“一体两核多点”新格局，
持续推动重庆西扩、成都东进，全力推进
成渝中部地区崛起。

目标已定，今年以来，川渝稳扎稳
打、动作频频：

5月，四川出台支持川中丘陵地区四
市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意见；

同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
间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
印发；

6月，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等
10个合作平台全面启动，35个产业合作
示范园区提速建设；

7月，重庆制定实施先进制造业发展
“渝西跨越计划”；

9月，《广安融入重庆都市圈2023年
度工作要点》印发，着力推动广安加速融
入重庆都市圈；

……
随着川渝热情双向奔赴，“双圈”正

加速起势。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5.91万亿
元，同比增长6.2%，高于全国同期1个百
分点。

其中，重庆主城都市区地区生产总
值达17113亿元，占全市76.9%；渝西地
区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体化
先行区，发展步伐不断加快，经济增速、
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别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1.1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

在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川渝两地现
代产业体系加速前行的硬核支撑。

以先进制造业为引领，今年前三季
度，重庆、四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分别增长5.7%、6.8%，较全国平均水平
高1.2、2.3个百分点，带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第二产业增加值实现2.19万亿
元，占GDP比重达37.1%。

与此同时，川渝正共建国家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量子通信网络“成
渝干线”等不断推进；深入推进重庆服务
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获批国家中医药
服务出口基地、国家人力资源服务出口
基地；加快构建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
带，合力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现代基础设施网络越织越密。环环
相扣的“大盘”里，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是

“先手棋”，是川渝携手共进的“主阵地”。
今年前三季度，重庆新机场选址获

得民航局批复，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与双
流国际机场顺利运营，内江至大足高速
公路建成通车，宜宾港铁路集疏运中心
建成投用，成宜高铁已进入联调联试阶
段，“疆电入渝”工程开工，成渝入围首批
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城市（群）。

创新
聚集力与日俱增

今年2月，云阳县龙角镇中洲岛，“中
国复眼”二期——大规模分布孔径深空
探测雷达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将建设
25部 30米孔径雷达，组成300余亩的

“观天”阵列。
“中国复眼”二期的落地，为重庆打

造“世界小行星研究之都”提供关键助
力，将促进重庆大数据、电子信息、卫星
互联网等高端产业的发展。

透过“中国复眼”二期这个缩影，川
渝重点布局大科学装置卡位科技创新赛
道的路径逐渐清晰。

今年以来，成渝(兴隆湖)综合性科学
中心正式揭牌，集中启动一批重大项目，
成渝中线科创走廊建设进入全面提速阶
段；圆环阵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通过了
工艺测试，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
孔径射电望远镜正式建成；跨尺度矢量
光场、准环对称仿星器、超瞬态实验装
置、自然人群资源库重庆中心等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启动建设，成为川渝打造具
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关键
布局。

创新平台的构建，也是两地科技创
新的主攻方向。当前，川渝两省市累计
建成国家级创新平台236个，西部（成
都）科学城、西部（重庆）科学城共集聚建
设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199个，引进校院
地协同创新项目104个；成渝共建科技创
新中心60个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成都智
算中心、国家超算成都中心获批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

以科技为产业赋能，新质生产力在
双城经济圈喷涌而出。

比如，入驻西部（重庆）科学城的西
部智联自主孵化的西部智车协同长安汽
车、中信科智联（原大唐高鸿）等合作伙
伴，完成对长安CS75 PLUS的智能网
联与线控底盘改造，奠定L4级自动驾驶
技术开发基础。数据显示，今年1—10
月，重庆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32.1万辆，
同比增长13.7%；长安汽车前11个月累
计产销新能源汽车41万辆，同比增长
83.5%；11月赛力斯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2.38万辆，同比增长104.39%。

尤其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当前川渝
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初见成效。比如，成
都高新区与重庆大学，成都龙泉驿区与
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开展合作，落地
成都岷山生物芯片技术研究院、光纤多
维智能感知项目等20个重点合作项目。

数据显示，当前，川渝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突破2.1万家、国家科技型企业超过
2.5万家；两地已实现总价值约122亿元
的 13183台（套）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
享；前三季度川渝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
2200亿元。

共谋之时，方见“一盘棋”思想；共进
之时，更感“一体化”发展。共建成渝中
部地区科创大走廊，共建成渝综合性科
学中心，一年来，川渝在科技创新领域的
合作澎湃前行。

市场
发展力日新月异

12月8日，重庆市沙坪坝区团结村
中心站，一列满载新能源车的中欧班列
缓缓驶出，这是本月以来这里发出的第
19趟专列。

11月，从这里发出的中欧班列达到
136列，环比增加35列，各类“重庆造”的
产品通过这里走向世界。

对于不沿边、不靠海的川渝而言，想

要从开放末梢走向开放前沿，拓展更广
阔的国内、国际市场，打造陆海互济、四
向拓展、综合立体的国际大通道是关
键。对此，川渝两省市有着清晰的思路：

共同做强中欧班列（成渝）品牌，今
年前11个月中欧班列（成渝）累计开行超
5000列，占到全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
的近三成。截至目前，成渝两地中欧班
列稳定运行近50条线路；

合力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无
水港项目预计年底投用，四川西部陆海
新通道（老挝）物贸集散中心在万象揭
牌，加速打造联动西部、拥抱世界的桥梁
纽带；

联合印发《共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
实施方案》，嘉陵江长江干支联运全面建
设，长江水上穿梭巴士和珞璜港至上海
港集装箱班轮开行，共同推动长江水道
进出口通关便利化。

如果说大通道建设为川渝拉出了一
张“开放”之弓，那么开放平台则如同川
渝射出的“发展”之箭，瞄准的是一个个
实实在在的关键“靶心”。

比如，作为开放的“试验田”，川渝自
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就格外
引人注目。今年5月，集中发布“‘关银一
KEY通’川渝一体化”监管创新、首创中
欧班列跨省域共商共建共享合作机制、
川渝自贸试验区司法协同合作创新等8
大创新案例，探索开放型经济“排头兵”
的作用不断彰显。

再如，随着永川综保区通过国家正
式验收并封关运行，两省市封关运行的
综合保税区达到10个，成为壮大开放型
经济的前沿阵地。

同时，川渝还着力推进制度型开放，
深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全面提升市场
活力。比如，川渝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协同立法；完善“市场准入异地同
标”便利化准入机制、知识产权跨区域快
速协同保护机制；加快探索经济区与行
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川渝高竹新区先行
探索建设用地指标、收储和出让统一管
理机制。

今年以来，川渝大市场加速蝶变，双
圈市场辐射力和引领力与日俱增。

脚下的征途仍在延伸，共进的步伐
永不停歇。而每一次的驻足回望，都是
为了整装再出发。我们相信，兄弟携手，
大势已成；双城共进，大事可成。

12月 9 日，天府南-铜梁 1000 千伏线路工程（重庆段）进入
架线施工阶段；11 月 28 日，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四线道岔桥项
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施工人员正力争用 100天完成四线桥现
浇梁……在一个个如火如荼的重大项目建设现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基础设施正拔节生长。
今年以来，川渝以抓纲带目的思维，聚焦重点；以兄弟携手的情

谊，聚焦共性。双城经济圈建设各项工作纵深推进，不断取得突破
性进展，“双城共进”正当其时、恰逢其势。

□臧博

一年来，川渝大市场加速蝶变，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辐射力和引领
力与日俱增。

今日起，本报推出“高质量发展加
油干”系列报道，围绕推动“双圈”建设
走深走实等8个方面，讲述重庆在推动
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故事。

高质量发展的有形载体，可知可
感；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个成果，就在你
我身边。

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体现在经济
上。重庆是制造大市，要成为制造强市，

就要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练好内功、稳
扎稳打。例如，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把发
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等
等。有了经济发展的底气，新重庆建设
开局起步就稳、提速就快，更多惠及民生
的政策，就有了落地的物质根基。

高质量发展，还要落脚到惠民有
感。高质量发展，不是一个大而空的
词，它有温度、有质感，肉眼可见、可触
可及。不论是培育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还是以数字重庆建设引领撬动全面
深化改革，宏大的规划、美好的目标，最
终将依托一个个重点工程、一件件民生
实事，转化为一个个幸福生动的故事、
一条条变化向好的数据，直到成为人们
的直观体验。例如，家门口的优质岗位
变多了，生态环境更好了，教育医疗养
老更舒心了，等等。这些成果都可知可
感，体现着高质量发展的成色与成效。

发展的质量越可知可感，拼搏的信

心就会越足越强。重庆具备区位、产业、
生态、体制等优势，加上国家政策支持、
产业基础良好和科教资源丰富等利好，
潜力巨大、大有可为。全市上下要保持
奋进者姿态和创造性张力，敢闯敢干、唯
实争先，攻克高质量发展路上的一个个
隘口和难关。而高质量发展的新重庆，
必将用高品质生活惠及所有工作生活在
重庆的人们，同时也吸引四面八方的人
们，竞相奔赴幸福可感的山城。

加油干，让高质量发展更加可知可感

□本报记者 彭瑜

上月，位于重庆市梁平区碧山镇华滩坝商圈的香包厂建
成投产，该厂是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石桥铺镇的唐俊钱投资
建设的。至此，已有近20家川渝商户落户华滩坝商圈。

石桥铺镇与碧山镇分属两省市，在这里，诸如相邻两个门
面分属川渝、相邻的村社互有“插花地”等现象，很是普遍。

碧山镇黄桥社区面积100亩的华滩坝商圈人气旺盛，承建
人中很多来自大竹，后来入住的2000多居民多数也是大竹人。

“华滩坝商圈是两镇联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缩
影。”碧山镇党委副书记刘人波介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促进了两镇在基层组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场
镇管理、基层治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密切合作。

碧山镇在华滩坝商圈先后启动建设渝康养老服务中心、
骨科医院、童梦幼儿园等。石桥铺镇正依托川渝合作农旅文
示范古镇项目，争取项目资金加快建设石桥铺镇落铃滩水上
乐园。目前，两镇正共同发展糯稻、太子参等特色产业，着力
打造规模化特色产业种植区。

人气商圈 两地居民共建共享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这段时间，琼江的水更清了。
琼江是川渝重要跨界河流之一，为涪江右岸一级支流、嘉

陵江二级支流，全长240公里，发源于四川省乐至县，流经四
川省和重庆市多个县市区，在铜梁区汇入涪江。

前些年，琼江流域种植、养殖基地较多，污染较严重。
针对琼江流域管护难题，川渝两地签订了《琼江流域水污

染联防联控协议》《河长制领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等，建立了
琼江流域省市县镇村五级联席会议、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公益
诉讼检察工作协作、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等
多项机制，变“分段治”为“全域治”，变“分片治”为“整体治”。

如今，琼江治理成效显著，水质长年保持在Ⅲ类以上，呈
现出水清、岸绿、景美的美丽画面，“幸福琼江”可触可感。

随着环境持续改善，在琼江两岸，旅游、水果等产业也日
益兴旺——每年3月，潼南崇龛镇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竞相开
放；5月，太安镇花漫琼江玫瑰花基地花团锦簇，吸引不少游
客前来观光、打卡。

水清岸绿 琼江治理成效显著

【川渝扫描】

□本报记者 周雨

前些日子，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居民李鑫“只跑一次”，就
在永川给13岁的妹妹办好了从合江转学到永川的事。“压根
就没想到，现在跨省市转学变得这么简单了！”他再三感叹。

李鑫今年来永川区跑外卖，并没有在这里购房，给妹妹办
理转学，是为了方便照顾她。

“放在以前，跨省市转学可是一件极难的事情。”永川区行
政服务中心副主任谭娟说，过去，泸州的学生转学到永川，先
要找到愿意接收的学校，然后打印学籍证明材料和房产证、户
口本，找转出学校和转出地区教委盖章，拿着学籍证明材料
（盖章）到转入地区教委盖章，再到转入学校盖章。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实施以来，川渝两地积极推进
“跨省通办”，先后推出3批次311项川渝通办事项，涵盖公
安、社保、医保、市场准入等30个行业领域。

泸州、永川、江津三地毗邻，涉及跨区的转学、婚育等事项
较多。今年6月，永川区牵头承办首次“泸永江”政务服务合
作联席会议，推进三地政务服务工作协同发展。

三地在落实311项川渝通办事项基础上，梳理拓展出34
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将其作为通办事项，义务教育阶段的跨
省市转学即为三地新拓展的通办事项之一。

“跨省”转学 泸永江只跑一次

（数据由记者唐琴整理）

5月 四川出台支持川中丘陵地区四市打造产业发展

新高地意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规划（2021—

2035年）（征求意见稿）》印发

6月 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等10个合作平台

全面启动，35个产业合作示范园区提速建设

7月 重庆制定实施先进制造业发展“渝西跨越计划”

9月 《广安融入重庆都市圈2023年度工作要点》印发

完善区域经济布局
“双圈”加速起势

当前，川渝累计建成国家级创新平
台236个

西部（成都）科学城、西部（重庆）科
学城共集聚建设国家级科技创新平
台199个，引进校院地协同创新项
目104个

成渝共建科技创新中心60个重大
项目加快建设

当前，川渝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2.1
万家、国家科技型企业超过2.5万家

两地实现总价值约122亿元的13183台
（套）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

前三季度川渝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
2200亿元

创新平台构建

产业链创新链协同
前三季度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达
5.91万亿元，同比增长6.2%，高于全
国同期1个百分点

其中，重庆主城都市区地区生产总值达
17113亿元，占全市76.9%

渝西地区经济增速、第二产业增加值分
别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1.5
个百分点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