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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 加快建设成渝地区中部崛起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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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地处成渝腹心，40分钟到重庆主城、1小时到成都，“落一子而拥两城”的地理优势突出。
近年来，潼南区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十个先行”，加快建设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持续加强与周边四川各市区县合

作，互惠互利、携手共进，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
深度融入双核发展，聚力打造一批跨区域合作标志性成果；持续联动周边，全力推动遂潼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成势见效。当前，潼南正紧扣“一体

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进一步强化战略思维、扛牢战略担当、细化战略抓手，打造更多具有潼南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加快建设成渝地区中部崛起
增长极、成渝腹心高水平开放桥头堡，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潼南力量。

置身“双城经济圈”，潼南已经由“地理边
缘”变为“成渝腹心”。融入双核、联动周边、
做强自己，当前，潼南区正以现代化建设

“1132”体系架构，奋力推动潼南现代化建设
加速奔腾、赶超跨越。

其中，两个“1”即“一极一堡”，潼南将打
造成渝地区中部崛起增长极、成渝腹心高水
平开放桥头堡；“32”则指的是3个“2”，第1个

“2”即“两区”，第2个“2”即“两城”，第3个“2”
即“两地”。

在建成“两区”方面，潼南将实施“涪江奔
腾”计划，发展汽车再制造及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等3大支柱产业集群，壮大提升化
工新材料等3个特色产业集群，培育数智科
技、低空经济等N个产业集群，建设“制造强
区”。

同时，通过打造长江上游种业高地，全链
条发展柠檬、蔬菜、油菜3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加快建设重庆农科城、成渝中央厨房产业园、
全市“平急两用”保供基地、重庆现代种业创
新基地，擦亮国际柠檬之都、中国西部绿色菜
都、中国油菜之乡、生态小龙虾之乡4张名片，
建设“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在建设“两城”方面，潼南深化国家城乡
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打造“15分钟城市生活
圈”，加快与重庆中心城区同城化发展，争取
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建设宜居
智慧活力有尺度的“滨江新城”。

同时，潼南将发挥100万亩绿色蔬菜、32
万亩柠檬、涪江琼江横贯全境等生态优势，建
设1条最美滨江带、6条溪谷绿廊、3大生态屏
障，建设“世界宽谷·田园城市”绿色生态城。

在打造“两地”方面，潼南将加快建设遂
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携手建
设渝潼遂绵优质蔬菜生产带、涪江农文旅融
合发展示范带等，并在全市率先建成“数字农
业大脑”，首创性对全域260万个地块、27个
土地图层、35亿个地块属性数据进行无缝叠
加及智能分析，打造“数字经济新兴高地”。

近日召开的潼南区委经济工作会议更是
明确了2025年目标任务——立足潼南“后发
新锐、开放前沿、未来星辰”历史方位，紧紧抓
住宏观政策加力、承接产业转移、广阔市场需
求、扩大对外开放、发展积厚成势等机遇，扛
牢新使命、锚定新跨越、释放新预期，推动潼
南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蓝图绘就，创新奋进。成渝地区中部崛
起增长极的潼南正以遂潼一体化建设为抓

手，打造出更多跨区域合作标志
性成果，逐步勾勒出区域协同
发展的新画卷。凭借资源禀
赋与创新思维，潼南正全面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以更加开放、包容、
奋进的姿态书写区域
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篇
章。

融入双核 亮点纷呈 迭代升级目标体系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

近日，从潼南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首
批川渝合作重大项目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标杆示范项目——双江航电枢纽工程
首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

据悉，重庆双江航电枢纽是重庆境内涪江
段最后一道梯级，是一座以航运为主，兼顾发
电、河道生态修复等综合利用效益的航电枢纽
工程。双江航电枢纽工程首台机组成功并网发
电，将源源不断的电能输送至电网，不仅确保了
周边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与工业生产用电的稳定
可靠，也为区域新能源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双江航电枢纽实现从设想到落地的跨越
背后，源于潼南区大格局的系统性谋划。近
年来，潼南区每年组织召开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工作推进会，围绕“现代基础设施网

络先行互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先行跨越”
等“十个先行”，谋划重大项目40个、重大政策
14项、重大改革18项、重大平台11个。这些
务实的规划为潼南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中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项目建设层面，一系列重点工程的加速
推进令潼南的发展更具动能。重庆华电潼南
一期、重庆电力高专潼南校区二期、潼南火车
站货运站场、客运站房升级改造、重庆市“平急
两用”重点保供基地等项目加快推进，川电入
渝1000千伏特高压（潼南段）建成投运，获批
并启动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

与此同时，潼南区全力打造“中国柠檬第
一品牌”，落户农业农村部唯一柑橘类精深加
工重点实验室，正式运行马来西亚潼南柠檬

交易（体验）中心，获得“中国生态柠檬之都”
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荣誉；运营重庆市现
代种业创新基地、西南大学现代农业试验示
范基地，获评全市唯一国家现代设施农业创
新引领区。深化“一车九吃”，打造“中国第一
汽车后市场”，成功举办第九届“创客中国”汽
车再制造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积极融入
成渝“氢走廊”，投入运行成渝中部首款氢能
源商用车；加快建设西部绿色原料药基地、成
渝中部食品及农产品加工高地等，化工新材
料等3个产业获批全市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
群，可膨胀微球、氧化亚氮等化工细分领域产
能跻身全球前列。。

潼南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目
标，绿色低碳改造扎实推进，入选全国首批

“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高新区表面
处理集中加工区（重庆巨科电镀工业园）获全
国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这些努力不仅展
现了潼南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前瞻性，也为成
渝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范例。

数字化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效，“千兆城
市”入选工信部试点，“医养家·潼心护”服务
平台等创新应用，让居民切实感受到智慧生
活的便捷。

潼南以迭代升级的目标体系为引擎，以
标志性成果为动力，从双江航电枢纽的成功
实践到成渝中部能源、交通、物流等领域的大
布局，潼南的积极“融入双核”之路，既有高屋
建瓴的战略谋划，也有脚踏实地的务实推进，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驶入快车道。

联动周边 乘势而上 加速打造川渝毗邻地区高水平协作典范

一条涪江串起了遂宁和潼南，两地毗邻
而居，共饮一江水。

四川遂宁、重庆潼南共处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主轴，近年来，遂潼两地紧紧依托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契机，聚焦推动遂潼川
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建设，着眼基
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机制创新、公共
服务等五个一体化，双方牵手从“浅水滩”进
入“深水区”，从“重协同”转向“一体化”，从

“好邻居”变成“一家亲”。
尤其在生态保护和跨界合作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涪江跨界河流治理便是这一协
作模式的生动体现。

近年来，遂潼两地不断深化生态环保监
管联动，联合开展涪江、琼江巡查和环境联合
监测10余次，联合开展遂潼园区水环境污染
事件联合应急演练，2个跨界水质监测站完成

主体建设。两地还共建应急物资储备库，建
成川渝首个水上警务合作中心。琼江成为川
渝地区首条跨界“幸福河湖”。

同时，遂潼两地合力推行跨区域河长制、创
新开展多地域林长制。目前，涪江、琼江遂潼跨
界流域3个国省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达100%；
涪江流域（遂潼段）净增森林面积超17万亩。

不仅如此，两地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公共服务和机制创新方面同样取得了重
要进展。

在产业发展方面，遂潼两地通过深入对
接产业链，促进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化工
新材料、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合作。通过联合
编制《遂潼制造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规划》，明
确了产业错位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推动了两
地产业的高效融合。

在基础设施方面，遂潼两地着力打造“六

高三铁一航一港”立体交通网络，渝遂快铁、
渝遂高速、南泸高速、铜安高速、合潼安高速
公路和遂潼快捷通道穿境而过，进一步完善
交通网络。在交通执法方面，两地联合推动
政策执行和执法协作，确保跨区域交通执法
无缝对接，提升了工作效能，优化了区域合
作。跨省城际公交和农村客运线路的高效运
行，促进了两地人员、物流的高频流动。遂潼
两地在电力、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协
作，也逐步打破了区域间的隔阂，为人民生活
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服务。

公共服务领域，遂潼两地强化了跨省医
疗、教育资源的共享和流动。重庆电力高专
潼南校区和四川师范大学遂宁校区的顺利
启动，不仅为区域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也
提升了两地的教育协同水平。同时，区域职
业教育中心建设的加速推进，也为两地提供

了更多的人力资源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遂潼两地还积极推动跨

区域的社会服务创新。例如，全面落实355
项“川渝通办”事项“一网通办”、异地通办；率
先启用遂潼“一卡通一码通”平台，梳理“遂潼
通办”事项99项，实现两地25项功能互认互
通、协同共享，大幅提升了政务服务的便捷
性，挂牌运营遂潼涪江创新产业园税费征管
服务中心，逐步统一遂潼两地税费征管差异
事项，实现了两地人民的公共服务互通共
享。这一系列合作成果，正是遂潼两地在基
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多领域的深度
融合与协同推进的集中体现。

通过在多个领域的协同发展，遂潼一体
化发展正迈向更高层次，不仅为两地经济发
展注入了新动能，也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

千里涪江 奔腾向前 合力绘就潼南高质量发展壮美蓝图

双江航电枢纽双江航电枢纽

遂潼携手共建
巴蜀文旅走廊

交通网络四通八达，自然风光
旖旎，人文底蕴深厚，潼南被誉为
天然的“世界宽谷·田园城市”。

近年来，潼南区积极挖掘和
弘扬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致
力于将文化优势转化为旅游发
展的新动能。与遂宁一起同
题共答、同向发力，携手共建
巴蜀文旅走廊。

打造“郊游潼南 养心遂
宁”跨区域文旅品牌，串联
两地20余个景区景点，联合
推出涪江风情游等旅游线
路5条，获评重庆市体育旅
游精品线路，共育川渝汽
车越野赛等节会赛事品牌
16个，共同引流近4000万
人次、增长48%。

联合举办遂潼旅游
推介会，互邀参加菜花
节、观音湖荷花节等节
会 12 个，组队参加西旅
会等展会 5 场,共推文
创、非遗产品 500 余款，
带动两地旅游收入超
300亿元、增长56%。

开通潼南至遂宁跨
省城际旅游公交，渝遂
铁路公交化列车增至40
班次，实行A级景区门票
互免、住宿互惠，启用遂
潼“一卡通一码通”，实现
两地公交、景区社保卡

“一卡通行”，惠及两地群
众200万人次。

不仅如此，两地还协
同开展了2024年“川渝”两
地文化馆系统数字化专题
培训班等跨区域培训，共同
参与第二届川渝红色故事讲
解员风采展示大赛等活动，未
来还将携手推出《双城喜事》
影视剧项目。

今年春节期间，两地还策划
推出“遂潼邀您来过年”四天三夜

精品旅游线路，诚挚邀请市民群
众深度体验遂潼的文化与美食，让

春节之旅充满乐趣和活力。

潼南至遂宁跨省城际公交潼南至遂宁跨省城际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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