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8日，川渝南北大道三期正式通车。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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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4月8日，川渝南北大道三期正式通车，成为重庆中
心城区首条延伸至市域外的城市快速道路，广安与重庆
中心城区同城化一体化发展迈出关键一步。

这条历经三年打通的连接川渝、贯通城乡的主动
脉，不仅成为川渝共下“一盘棋”的生动写照，更在时
间年轮中，浓缩着双城经济圈加速崛起的时代轮廓。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的重大国家战略，四年多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在巴蜀大地开启一段从开局起步到全面提速的奋斗历
程，演绎着川渝携手、双城共进的发展跃迁史，唱响了属
于新时代的西部“双城记”。

产业发展见速度
一张“白纸”变身川渝生物医药产

业重要阵地

近日，记者走进重庆国际生物城，看到处处是项目
建设、研发生产、合作洽谈的火热景象。

几年前，这里几乎就是一张“白纸”。
“2019年前，这里叫巴南木洞沿江开发区，是一个

以服装加工、精细化工等为主的低端工业园区。”重庆国
际生物城有关负责人介绍，重庆国际生物城已累计引进
生物医药项目120个、产能规模超1000亿元。

2019年，重庆支持木洞沿江开发区更名为重庆国
际生物城，着力打造川渝生物医药产业主要承载地。

特别是2020年，搭乘双城经济圈的东风，重庆国际
生物城加速驶入快车道。

比如，美莱德生物有限公司就因向成都天府国际生
物城某重点疫苗研发企业提供疫苗药理毒理学检测服
务，成为首家接收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科技创新券的重
庆企业。

“目前，公司每年有上千万元的业务收入来自与成
都医药企业的合作项目。公司还与四川大学华西附二
院合作，为新药研发提速3至5个月。”美莱德生物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这并非川渝生物医药企业牵手的个案。
目前，重庆国际生物城已与四川打造飞地型“产业

链”，百亚股份等渝企与成都超百家企业建立研发供应
链。2023年底，重庆国际生物城在研前沿领域创新药
物达到57个，9价HPV疫苗、抗体药物、胰岛素等众多
产品填补全市及国内空白。

除了生物医药产业不断壮大，川渝现代产业体系也
加速构建，助力双城经济圈打造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排
头兵。

当前，重庆汽车产量排名全国第二，智能手机产量
预计占全国6.7%，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
（重庆）已服务西部10省（区、市），重庆消费金融公司和
网络小贷规模居全国第一。

此外，现代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让双城经济圈持
续“上新”，演绎脱胎换骨的“变装”奇迹。

目前，川渝在建和已建成高速公路通道达21个，重

庆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钢结构工程、第四跑道主体
工程有序推进，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加快建
设，巴蜀大地正合奏一曲奋进之歌。

随着双核联动、双圈互动、两翼协同的深入推进，双
城经济圈向上攀升的合力不断激发。

2023年，重庆主城都市区GDP超2.3万亿元、增长
6.0%，渝西地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市比重达26.5%，
渝东北三峡库区、渝东南武陵山区持续突破，区域经济
格局不断优化。

科技创新上强度
累计实施川渝科技创新合作计划

项目161个

3月19日，走进科学谷数智科创园二期项目建设现
场，新装的玻璃幕墙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目前，项目外立面装修基本完工，预计9月底正式
亮相。”重庆科学城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房建工程部
（工程一部）部长苏传奇告诉记者。

作为西部（重庆）科学城首批产业楼宇项目，拔节向
上的科学谷数智科创园，也是川渝共创具有全国影响力
科技创新基地的一个缩影。

作为双城经济圈重要落地之作，2020年9月11日，
科学谷等79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标志着西部（重庆）
科学城全面启动建设。

四年光景里，一大批科研院所加速聚集，一个个产
业项目落地生根，一座科学之城正在崛起。

随着西部科学城不断刷新“进度条”，成渝双城共进
也渐入佳境。

“这台外形不起眼的‘黑盒子’，可是个不能小看
的家伙。”在西部科学城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微电子产
业技术研究院，微波毫米波系统团队技术负责人牛中
乾说。

“这是一台太赫兹全固态8K超高清无线通信系统，
已运用于2023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赛事转播中。”牛
中乾透露，目前，成渝正合力推进毫米波太赫兹射频技
术研发，为6G商用作准备。

此外，西部科学城上万台套大型仪器设备已实现开
放共享，两地联合实施的核心技术攻关项目超过160
项。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川渝两地一步一个脚印把高
能级创新平台矩阵推上新台阶。当前，重庆重组全国重
点实验室10个，川渝新建国家科技创新基地22个，建
成国家级创新平台316个。

勇往直前、闯关夺隘，依托核心技术联合攻关的不
断突破，川渝打开科创新局面。目前，川渝实施科技创
新合作计划项目161个，集聚时速400公里高速列车
节能辅助驾驶系统等创新成果，医用回旋加速器正电
子药物制备中心等取得全国乃至全球性首创突破。

怀揣梦想、奋力前行，川渝科技成果转化能量
正充分爆发，汇聚科技型企业近 7 万家、高新技术
企业 2.1 万家，两地技术合同登记成交额突破 2800
亿元。

改革开放有深度
今年前两月成渝合开中欧班列超 650

列，居全国第一

车轮滚滚，汽笛长鸣。
3月29日，中欧班列（成渝）中国重庆—德国杜伊斯

堡发车，满载着电子产品、机械零件、日用百货等货物从
重庆团结村中心站发出，驶向1万余公里外的德国杜伊
斯堡。

这队驰骋欧亚大陆的“钢铁骆驼”，无疑成为成渝协
同开放的重要例证。

但在4年前，中欧班列能统一品牌对成渝而言着实
难以想象。

“彼时，全国各地为争夺中欧班列有限的客户资源，
难免无序竞争，浪费不少资源。”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2021年1月1日，重庆、成都同时发出首列中欧班
列（成渝）号列车，标志着首个由两个城市共同运营的中
欧班列品牌诞生，也是双城经济圈在“十四五”开局首日
迈出的重要一步。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事实证明，高效务实的合作
让川渝改革开放力量澎湃而来。

数据显示，2021年中欧班列（成渝）实现逆势大幅
度增长，开行量超4800列，占全国比例超30%。

2024年前2个月，中欧班列（成渝）开行班列超650
列，运输箱量超7万标箱，双双交出全国第一的成绩单。

事实上，地处西南内陆的川渝地区受制于不沿边、
不靠海的地理条件，对改革开放的渴望热烈而坚定。

借势双城经济圈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川渝如同触
发内陆开放的“总开关”，“开放因子”疯狂生长。

合力运营中欧班列（成渝），稳定运行49条线路；
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线路辐射全球120个国家；共
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推动长江水道进出口通关便利
化……

从蜀道之难到多式联运，从“不与秦塞通人烟”到构
建畅达全球的开放通道，川渝共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的梦想终于“轻舟已过万重山”。

同时，依托开放平台能级的不断跃升，川渝闯出了
一片开放新天地。

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加快建设，12
个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商事登记领域与香港信息贯通
在内陆城市中率先实现，内陆开放门户正变成现实。

此外，重点领域改革让内驱力与创造力得以相遇，
双城经济圈开启势不可挡的加速迭代。

眼下，两地联合推进成渝外债管理便利化试点、本
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支持企业参与一次性
外债登记试点总额达到21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到位
资金占西部地区的50%左右。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巴蜀一家亲，川渝“一盘棋”，
双城经济圈的美好明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让人充满
想象。

巴蜀大道如砥，川渝行者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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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调研时强调，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重庆、四川两地要紧密
合作，不断提升发展能级，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

从川渝“一盘棋”看成渝地区迈向第四极

阅读延伸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万州、达州、开州位于川渝东北中心，是双城经济圈
北翼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万州
着力下好合作“先手棋”，引领双城经济圈北翼新发展。

在共建全国综合交通物流枢纽方面，万州推动川渝
六方出资共建共营新田港二期工程，开行首列四川东出
铁水联运班列（达州—万州新田港），2023年万达开实现
货运总量2.5亿吨、同比增长9.8%。

在打造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方面，万州持续加强与
达州、开州创新协作，打造万达开协同创新示范区。
2023年，示范区聚集高新技术企业507家、市（省）级以
上创新平台185家、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15.84亿元。

在提升公共服务方面，万州联合达州开展全国首例
跨省公务员遴选，联合实施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交叉互
评、共建“大三峡·大巴山”生态修复司法实践基地，以住
房公积金资金融通使用推动万达开公积金一体化发展。

下好合作“先手棋”

万达开引领“双圈”北翼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