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松

“现在办事的确方便。”11月
21日下午，四川广安群众陈群来
到九龙坡区大公馆致奥车驾管社
会服务站，为新买的摩托车进行
注册登记。不一会，他就拿到了
摩托车临时牌照。

陈群告诉记者，此前在网上
看到相关报道，四川籍居民无需
再到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就能
为摩托车上牌。他非常开心：“省
去了去派出所，节约了至少一天
时间。”

据了解，摩托车注册登记“川
渝一证通办”是去年推出的交管
业务之一，从去年7月31日起在
重庆市和四川成都、泸州、遂宁、
资阳、内江、达州、广安 7 个市

（州）试点，申请人可凭身份证办
理两轮摩托车注册登记业务，无
需提交暂住地居住证明。

“以前，重庆籍申请人在四川
地区或四川籍申请人在重庆地区
办理两轮摩托车注册登记业务时，
需要先到派出所办理暂住、居住
证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车管
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措施
实施后，群众可以少跑一趟去派出
所出具证明，进一步简化群众办事
时间和环节，便利群众异地购车
登记，助力摩托车产业发展。

从去年底开始，该措施已经
在川渝两省市全域推广，目前已
被公安部在全国推行。截至11
月28日，重庆共为四川籍群众办
理摩托车注册登记13163起，给
群众带来极大方便。

13163起

重庆为川籍群众办理
摩托车注册登记

■从2020年11月至今，川渝两地先后推出

了四批“川渝通办”事项，涉及企业群众高频

事项355项。

■我市内地居民婚姻登记累计“川渝通办”

7027对，婚姻登记累计预约2133件，有

效满足了川渝群众异地办理婚姻登记需求。

■两地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川渝两地

全域全类别户口迁移跨省通办，户口迁移

累计超过17万笔。

■115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两地通

办，为川籍车主和驾驶人提供跨省交管服

务280余万次。

■川渝间已经建成铁路、高速公路、水运通道29个，

开通两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成渝间日均开行高

铁动车对数超100对，日均客流量18.9万人次，同

比增长3.3%。

■川渝两地累计开行22条跨省城际公交。

◀ 10 月 20 日，渝中区重
庆人民广场，首届川渝集体
婚礼现场。
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12 月 3 日，沙坪坝区
沙坪坝站，旅客踏上前往成
都的列车。
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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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周松 李珩 杨永芹

10月20日，重庆人民广场幸福爆

棚、甜蜜爆表——100对来自四川、重

庆各地的新人在亲朋好友和市民、游

客的见证下，参与首届川渝集体婚礼，

共筑双城浪漫。

历史同脉、文化同源、地理同域，自

古以来成渝“一家亲”，两地人民频繁往

来。如今，历史和现实的交融，让两地

人民融合相处更加顺理成章。

集体婚礼上，新人刘超、刘承琼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刘超是四川邻

水人，刘承琼是重庆渝中人，三年的“双

城恋”修成正果。让重庆妹子刘承琼特

别感动的是，丈夫为了支持她的社工工

作，将装修事业逐步转移到渝中区，小

两口就在重庆安家了。

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是改善民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将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高品质生活宜

居地。

民生需求，不再受限于距离；交通

先行，畅通经济血脉；就医结算，无需来

回奔波……双城共绘民生“幸福圈”，两

地人民共同感受着融合的活力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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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民生“幸福圈”
如何绘就

从跨省出行到“串门”
川渝间通勤越来越便捷

这个周末，家住重庆西站附近的李女士趁着天
气晴好，一家人到宜宾度了个周末。

“现在太方便了，周末就可以来一次宜宾游，以
前根本不可想象。”李女士告诉记者，在渝昆高铁
川渝段通车前，一家人就谋划到宜宾游玩，品尝一
下正宗的宜宾燃面等宜宾小吃，逛一逛蜀南竹海
等景点，可是路程“太远”，周末两天时间根本不够。

李女士说，重庆中心城区到宜宾约300公里，
自驾游开车往返要6个多小时，若遭遇堵车，就要花
约七八个小时，相当于大半天时间都在奔波。

“现在坐高铁出行，快捷又舒适。”李女士表
示。这得益于2024年9月29日渝昆高铁重庆西至
宜宾东段（简称渝昆高铁川渝段）通车，重庆中心城
区到泸州、宜宾最快只需26分钟和48分钟，重庆至
宜宾缩短了2小时35分钟。这结束了重庆到川南
地区没高铁直达的历史，川南沿线泸州、宜宾、自贡
等地均加入到成渝双核至周边1小时可达的城市。

近年来，双城共绘民生“幸福圈”，努力拉近“时
空距离”。

目前，川渝间已经开通两条时速350公里的高
铁，成渝间日均开行高铁动车对数超100对，日均
客流量18.9万人次。值得一提的是，重庆至成都最
快只需62分钟，实现一小时“飙拢”。

不只是高铁带来川渝两地居民便捷出行。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来，川渝两地加快推动交
通互联互通，居民从跨省出行到“串门”，交通越来
越便捷，幸福指数也快速攀升。

在轨道交通方面，成渝两地城市轨道交通二维
码过闸实现互通，成渝两地的乘客可使用当地地铁
App乘坐对方城市市内轨道交通，即可用“成都地
铁App”乘坐重庆轨道交通，也可通过“渝畅行
App”乘坐成都地铁、有轨电车。

城际公交方面，自2020年4月23日，川渝两地
首条跨省城际公交——重庆潼南城区至四川遂宁磨
溪公交线路开通以来，目前川渝两地累计开行22条
跨省城际公交，基本实现川渝间具备条件的毗邻市、
区、县跨省城际公交线路全覆盖。

来自市交通运输委的数据显示，川渝间已经建
成铁路、高速公路、水运通道29个。人畅其行，货
畅其流，成渝两座超大城市愈发紧密拥抱，百姓日
常生活更加便捷。

川渝已办成
这些民生实事

数 读

如今，川渝两地就医也越来越便捷。“我膝盖
疼了很多年了，最近越来越疼。”11月29日，65岁
的陈齐从四川达州来到重医附一院骨科就诊，接
诊的是主任医师胡宁。

在仔细询问病情后，胡宁又看了陈齐带来
的近日在达州市人民医院所做的核磁共振检查
结果。

“检查报告显示，您患的是膝关节骨性关节
炎，由于川渝两地已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所
以您不用再做核磁了。”胡宁说，综合考虑病情
后，他建议患者接受膝关节表面置换术。

“能互认检查结果真好，既省钱又省时！”陈
齐十分感慨地说。

据介绍，为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川渝
两地卫生健康部门联合起草印发了《关于全面

推进川渝两地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检查
检验结果互认工作的通知》，细化了互认规则、
互认标准、质控标准，全面推进川渝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工作。截至目前，互认机构已增至
935家，其中，重庆194家、四川741家，覆盖川
渝两地所有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互认项
目达 161 项，其中，医学检验 81 项、医学影像
检查80项。

此外，川渝两地共建形成《成渝地区短缺药
品监测信息共享规则》，交换监测信息10期，短缺
药品处置时间缩短至5天；深化川渝毗邻地区

“120”跨界协同，完成重庆市“120”调度指挥中心
与广安市“120”调度指挥中心、万州区“120”调度
指挥中心与达州市“120”调度指挥中心系统对
接，开展“120”跨界服务679次。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覆盖川渝两地公立医疗机构

此前，在重庆结婚生子的不少四川籍居民，
总为新生儿上户口这件事头疼。因为新生儿上
户口，必须回到户籍地的派出所办理。

不过从2022年开始，这件“麻烦事”就不再麻
烦了。

“回渠县需要2个半小时车程，来回怎么都要
一整天，现在跑一趟家门口的派出所就搞定了，真
方便！”11月23日，家住渝北区翠云街道的四川省
达州市人李超，拿到了为新生儿子办理的户口簿。

前些年，李超在沿海打工，后到重庆打拼，随
后一直在重庆生活。半个月前，李超的儿子出
生，他去为儿子办医保时得知，办理医保需要先
上户口。

“本来打算抽空回老家办理，突然想起以前补
办身份证时留了派出所电话，就打过去问问。”当
李超致电翠云派出所时，民警告诉他，现在已经不
需要回到户籍地派出所办理，在重庆办就行了。

原来，第三批落地施行的“川渝通办”事项
中，就有新生儿上户口一项。

据了解，目前我市已累计受理四川籍新生儿
落户348人次，户口迁移17万余人次。

川渝两地人文同根，历来交流不断，随着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向纵深推进，川渝两地的
经贸往来、人才流动、产业互动更加频繁。从
2020年11月至今，川渝两地先后推出了四批“川
渝通办”事项，涉及企业群众高频事项355项。随
着“川渝通办”不断推进，事项覆盖面越来越广，
开放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以前办一个业务往返跑几天，现在通过手机
点击几下就能完成，“川渝通办”正在为两地企业
和群众生产生活便利持续“加码”。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两地将围绕“高效办成
一件事”，持续聚焦企业跨区域经营和群众异地
办事需求，积极探索更多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川
渝通办”。同时，统筹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便民
服务，加强社保、就业、医疗等领域的政策协同，
共建共享文化旅游、科技创新、医疗卫生、养老助
残、知识产权等服务资源，进一步丰富全场景跨
域服务供给。

四批355项“川渝通办”事项持续便利两地企业群众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原本我以为异地看病可
能很麻烦，没想到一张电子健
康卡就解决了问题。”11月 29
日，四川成都市民张靖因胸痛
来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
医院就医，当她在手机上调出
电子健康卡后，很方便就挂了
号。

张靖出差来重庆工作3个月
了，最近半个月来，她觉得偶尔
有胸痛症状。

“担心有什么问题，又不想
等到回成都时再看，就想先在重
庆看看。”张靖说，通过电子健康

卡，她挂了号。胸外科主任谭群
友询问病情后，开具了心电图、
胸部CT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正
常。谭群友让张靖随访，平时注
意休息，并规律饮食，如有不适
及时到医院就诊。

据介绍，近年来，川渝两地
电子健康卡互认持续扩面。截
至今年11月，重庆市累计发放电
子健康卡3903万张，累计用卡
10.27亿次。川渝两地共有2154
家公立医疗机构实现电子健康卡

“扫码互认”，其中，重庆1294家
公立医疗机构累计互认 9.8 万
次；四川860家公立医疗机构累
计互认108.92万余次。

2154家
川渝两地公立医疗机构

实现电子健康卡“扫码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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