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提升区域整
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

——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强调

重庆加速打造西部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13

2024年4月25日 星期四

责编 陈龙华 林懿 美编 郑典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大漠戈壁、雪域高原、江河奔流，西部地区涵盖12个
省份，生产总值占全国21.5%，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举
足轻重。

2023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迈上3万亿元级台阶，占
西部地区11.2%，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支撑作用愈加凸显。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地处“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叠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
海新通道、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多重国家战略，作为
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重庆正抢抓历史机遇，加速打造支
撑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笔记本电脑产量全球第一
■汽车产量全国第二

特色优势产业成型起势

4月20日，在位于两江新区的赛力斯汽车超级工厂，
上千台智能化设备满负荷运转，超3000台机器人高效协
同作业，最快30秒可以下线一台新能源汽车。

在赛力斯等龙头企业带动下，2023年，重庆新能源汽
车产量达到50万辆，汽车总产量达到232万辆，时隔7年
重回全国第二的位置。

汽车产业强势崛起，只是重庆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
的一个缩影。

以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为目标，近年来，重
庆大力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高质量现代化产
业加快集聚。如今，重庆笔记本电脑产量已经连续9年位
居全球第一，成为全球最大笔电制造基地，建成西部地区
产业链最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

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5万亿元、居西部第二，法人保
险、外资银行和“A+H”股上市银行数量居西部第一，消费
金融公司规模、网络小贷贷款余额均居全国第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道
路上，重庆依托科技创新，加快推动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
级，为西部地区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比如，目前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重庆）
已形成以重庆为核心、成渝联动、辐射西部的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体系网络，覆盖四川、贵州、陕西等西部10省区
市，累计注册量超过287亿，接入企业超过2万家，加速培
育与构建西部标识新生态，赋能西部地区制造业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森林覆盖率稳定保持在55%以上
■水环境质量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高水平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巫山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心，是长江流经重庆的最后一
站，境内的长江干流和支流水域岸线总长达180多公里。
大昌湖，是巫山重要的生态湖泊之一。

过去，大昌湖水体黑臭、垃圾漂浮。如今，这里水清岸
绿、百鸟翩飞，以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1000多公顷的国家
级湿地公园，成为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

像大昌湖的蝶变一样，重庆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

发展、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个案还有很多。
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近年来，重

庆加快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努力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数据为证：截至2023年，重庆建成“两岸青山·千里林
带”120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稳定保持在55%以上；长江
干流重庆段水质保持Ⅱ类，74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到100%、居全国第一，水环境质量持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重庆还率先实施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改革，上线全
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碳惠通”。

在夯实巴渝大地绿色本底的同时，近年来，重庆还不
断创新突破、强化合作，助力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取得重大成效。

比如，为了破解西部地区跨省市转移危险废物这一环
保难题，重庆携手四川在全国率先建立危险废物跨省市转
移“白名单”机制。此后，“白名单”从川渝扩大到滇黔川渝
湘豫等6省市，为全国探索完善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制度提
供了示范。

■中欧班列（成渝）开行量全国第一
■外贸进出口总额西部第二

以大开放加速促进大开发

3月29日，一列中欧班列（成渝）从沙坪坝区团结村中
心站发出，满载电子产品、机械零部件、日用百货等货物，
驶向1万余公里外的德国杜伊斯堡……

十年前的同一天，习近平主席在杜伊斯堡港火车站
台，见证了一列同样从重庆始发的“渝新欧”列车。

从“渝新欧”到中欧班列（成渝），十年间，这队驰骋欧
亚大陆的“钢铁骆驼”重塑了重庆对外开放新格局。

截至2023年，中欧班列（成渝）运行线路近50条，覆
盖欧亚超100个城市站点，累计开行量超过5300列、运输
箱量超43万标箱，均居全国第一。

作为多重国家战略交汇地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
节点，重庆肩负着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的重任，
正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格局。

数据更显说服力：2023年重庆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7137.4亿元、位列西部第二，笔记本电脑、燃油摩托车出口
值均居全国第一；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开通国际航线111条，年旅客吞吐
量突破4400万人次，形成通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空
中走廊；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累计落地合作
项目达539个、总金额超560亿美元。

当前，重庆正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
线地区开放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

今年一季度，广西对越南进出口规模超700亿元，创
历史新高；贵州茶叶等西部地区特色产品正在成为当地外
贸新增长点；“重庆造”新能源汽车在欧洲、东南亚市场拓
展步伐不断加快，西部地区开放发展新动能加速释放。

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已形成沿线“13+2”省区市共建
新格局，通道覆盖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490个港口，
成功开行中老泰国际铁路测试班列，全年运输箱量达17.8
万箱。

■高速公路密度西部第一
■页岩气产量全国第二

重点资源保障能力加速提升

4月2日，涪陵页岩气田传来好消息，今年一季度，涪
陵页岩气田产气18.19亿立方米、销售17.45亿立方米，实
现产销“开门红”。

截至目前，涪陵页岩气田累计产量突破470亿立方
米、位居全国第二，为70多个大中型城市、上千家企业、2
亿多居民送去洁净能源。

统筹发展与安全，是西部大开发的一篇大文章。
近年来，重庆按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快进键”，持续

提升能源资源等重点领域安全保障能力。
目前，川渝千亿方天然气基地和中国“气大庆”项目建

设稳步推进，天然气产量达169亿立方米，建成输气干线
管道里程近6000公里，川渝、渝鄂电网输电通道综合输送
能力达750万千瓦，川渝能源设施互济互保能力稳步提
升。

乘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东风，重庆正加速促
进城市间基础设施联通，构建联动成渝、横贯西部的交通
大动脉。

4月18日，渝昆高铁引入重庆西站工程第二阶段任务
完成。作为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重要组成部分，渝
昆高铁起自重庆西站，连通四川、贵州和云南，是联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与滇中地区的关键一环。

瞄准打造全国交通第四极目标，当前，重庆高铁运营
里程突破1000公里、密度西部第一；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开
通538公里、西部第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4000公
里、密度西部第一。重庆四通八达、不断延伸的“筋骨脉
络”正重塑中国西部交通版图。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西部第二
■集体经营性收入超过10万元的村达80%

探路城乡融合成果丰硕

毗邻大学城和缙云山的沙坪坝区三河村，被称为嵌在
城市中的乡村。

依托一条全长9.8公里的最美农村公路——盐堰路，该
村已从曾经的“空壳村”发展到如今远近闻名的“艺术家村
落”，吸引了40余个项目入驻，2023年实现乡村游35万人
次、营收1.2亿元，成为重庆城乡融合发展典范。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是西部大
开发的题中之义。

对于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重庆
而言，探索出一条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的
新路径，不仅将有效拓展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对西部地区
深化城乡融合也具有样板意义。

近年来，重庆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多
项指标保持西部前列。其中，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94135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595元，位列西部第二；
10所院校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建设、西部第一。

同时，通过实施强村富民综合改革，重庆集体经营性
收入超过10万元的村达80%，全市脱贫人口就业规模稳
定在79万人左右，脱贫人口就业率居全国前列。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
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并指出，西部地区发展仍面临不少
困难和挑战，要切实研究解决。

“立足西部大开发，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重庆要狠抓六大重点，持续提升
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市综合经济研究
院副院长邓兰燕认为。

壮大成渝主轴、挺起中部脊梁。重庆要积极培
育成渝城市群，破解成渝“中部塌陷”问题，坚持川渝

“一盘棋”，发挥超大城市优势强化双核联动联建，以
渝西地区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助力成渝中部崛起，注重
培育壮大永川、合川、长寿、涪陵等节点城市。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庆要把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构建“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以智能化、绿色化为导向培育壮
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通过“四链融合”支撑壮大
新一代电子信息、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先进材料、装
备制造等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
中心、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技术转移区域中心。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核心区建设。重庆要加速建
设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示范区，积极实施央地合作专项
行动，争取国家战略性产业、物资储备、基础设施布
局，建设国家西南区域应急中心、西南物资储备基地、
国家关键性产业备份基地。

加快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要提速建设
综合性交通物流枢纽，增强国际采购、中转、配送、分
销等功能；建设链接全球的门户枢纽，发挥两江新区、
西部科学城、重庆枢纽港产业园等开放平台引领作
用；建设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枢纽，对标国际标准和规
则，形成一批在全国有辨识度的创新成果。

加速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重庆要高水平对接
国际生态与环境标准和公约，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格局，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建设生态绿色产业体
系、新型能源体系、绿色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城市能源
模式变革，打造长江上游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示范
区、国际绿色低碳试点城市。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重
庆要大力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建立健
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三级贯通的数字化
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一县一策”推动山区库区高质
量发展，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扎实推动农业农村现
代化；学习运用“枫桥经验”“千万工程”经验，走好大
城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更好发挥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作用

重庆要在
六方面狠下功夫

重庆果园
港，装载着集
装箱的货船驶
离码头。（摄于
2024年2月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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