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读
5批

5 年时间，川渝两地

先后互派了 5 批共 500

名年轻干部挂职。

500名
500 名干部中，部门

选派 213 名、区县选派

287 名。其中，博士 30

名、硕士168名。

355项
截至2024年底，共推

动重大项目滚动实施 5

批次、400 余个，助力推

出 3 批次便捷生活行动

举措和 4 批次、355 项川

渝通办事项。

数据来源：重庆市委组织部

82025年3月 18日 星期二 主编 邹密 编辑 倪训强 美编 丁龙

CHONGQING DAILY
周刊双城双城

记者手记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颜安

“昨日稍晴，首踏以渝合十塘著称的重
庆府西北路，此路从浮图关与‘成渝古道’东
大路分路，可算是‘成渝古道小北路’中一条
支线的一段……”

3月9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
长沈祖全在朋友圈里写下一段话，记录着头
一天的行程和所见所感。

这是他作为第四批川渝互派挂职干部，
挂职到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后，给自己找的
一个“差事”——重走并记录成渝古道，以此
推动成渝古道文化生态旅游和沿线各区市
县区域协作。

眼下，虽然挂职已结束了3个多月，但每
逢周末，只要手头没有紧急事务，沈祖全就
会约上好友去拍摄成渝古道的视频，利用新
媒体渠道，扩大成渝古道文化旅游带的影响
力。

他重走并记录成渝古道的故事，要从一
年多前他接到了挂职通知时说起。

选人
让选派干部“即插即用”

2023年10月的一天，单位领导突然找
到沈祖全，“组织上考虑派你去四川挂职学
习和锻炼……”

“实话实说，我当时心里有一点疑问。”
沈祖全介绍，他毕业于南京农大，学的是金
融，从事的工作也大多和财务打交道，和川
渝协作的事并不沾边。“也许领导看中的点，
是我从小在梁平长大，母亲是四川大竹人，
本身就是川渝合作的‘产物’。”他打趣道。

“为什么是我”，这或许是很多挂职干部
接到通知后的真实想法。“虽然挂职的是与
自己业务板块相关联的单位或部门，但毕竟
离开了以前的‘舒适圈’，任谁都会有疑问。”
重庆市第五批挂职干部领队、市发改委总经
济师傅倩倩说。或许正因如此，组织上选派
挂职对象时，除优先考虑工作能力强的干部
外，有川渝背景或者有相关工作经历的人，
也会在酝酿人选时作为一个因素，主打“即
插即用”。

“当时派我去大足，我第一反应就是因
为我曾经在大足工作过。”3月9日，第五批
挂职干部，资阳市同城化发展局副局长邓钦
沂告诉记者。

2013年，拿到四川大学高分子专业的研
究生学位后，四川资阳市安岳人邓钦沂顺利考
上了选调生，并选择了在离家较近的大足区龙
水镇工作。在龙水镇短短几个月的工作，邓钦
沂先后在工业办、环保办、统计办待过。

学历高、笔头硬，他很快于2014年1月
就被借调到大足区委组织部研究室工作，专
门写材料，也因此认识了不少当地的干部，
对当地的工作也有一定了解，这也为他此次
挂职奠定了基础。

“虽然我在2014年底就调回了资阳，但
很多老关系一直维持着。”他笑道，和自己当
时一同考入大足的有8名选调生，其中还有
4人留在大足，且都成长为了领导干部，“而
我也通过这些‘老交情’迅速消除了和大足
的距离感，打开了工作局面。”

“当然，挂职也考虑到了锻炼年轻干部
的需要。”傅倩倩介绍，以重庆第五批挂职干
部为例，50名干部大多是“85后”的青年人，
其中最小的出生于1998年，“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是国家战略、长期战略，需要这
些年轻人挑大梁，既做客又做主，成为架在
川渝两地之间的桥梁。”

解题
站在更高视野下推动跨省协作

一年的挂职时间并不长，如何很好履
职，迅速找准突破口非常重要。

“刚去四川时，其实对接手的工作并不
太清楚。”沈祖全说，“于是我就去翻文件、翻
规划，想从中找到着力点。”

他发现，打造巴蜀文旅走廊是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规划
建设成渝古道文化旅游带、长江上游生态文
化旅游带和成绵乐世界遗产精品旅游带“三
带引领”在内的空间格局。

“长江上游生态文化旅游带以重庆为
主，成绵乐世界遗产精品旅游带以四川为
主，只有成渝古道文化旅游带涉及川渝两地
都比较多，并且还没落到具体业务处室承
担，于是我就决定以此为突破口。”他说，成
渝中部“塌陷”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文旅发
展上同样如此，而成渝古道正是一个推动成
渝地区文旅市场一体化、试点打造跨省域文
旅协同发展样板的好主题。

由于涉及川渝两地多个区县和地市，一
时间沈祖全毫无头绪。思来想去，受到重庆
日报“重走成渝古道”系列报道的启发，他决
定先把成渝古道的路线、资源等考证清楚。

“我没有拍摄和剪辑的能力，只能在网上找，
看有没有自媒体博主对这个主题感兴趣，搜
来搜去，发现有一个名叫‘山海渝州’的视频
号发布了一些成渝古道的零星内容，我立即
和他取得了联系。”沈祖全说。

去年4月的一天，“山海渝州”的主理人
宗培强从成渝古道的起点解放碑出发，开始
徒步之旅。沈祖全一直在线上为他鼓劲加
油，后来渐渐成为好友。从那之后，两人几
乎每周末都会徒步走几十里路，并拍摄视频
进行记录。截至目前，重走成渝古驿道的视
频已经更新了53期，累计播放量有200多
万，佛图关、来凤驿、云峰关、山泉铺等成渝
古道上的风貌得到了原汁原味地呈现。

第三批挂职干部、成都市污染源监测中
心党委副书记王以尧，2022年至2023年在
重庆市高新区生态环境局挂职。王以尧博
士专业方向是环境科学，工作后也依然保持
了开展课题调研的习惯。

挂职重庆后，王以尧计划做个专题调
研，立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放眼国内
三大经济圈，总结国外经济圈先发展后治理
的经验教训，思考坚持区域、流域高水平保
护，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
对策。

高新区的工作忙，他白天上班，晚上加
班，整理大量数据，进行分析计算，撰写调研
报告。报告从2023年3月开始起笔，直到当
年11月，王以尧挂职期即将结束时才最终
完成。在2.2万字的报告中，王以尧提出双
城经济圈打造美丽中国样板区三条路径建
议和三条保障措施建议，为川渝两地的高水
平环境保护提供了不少可行性的思路和对
策。

“双城干部需要双城视野，无论是站在
四川看重庆还是站在重庆看四川，都是不全
面的，挂职工作能让这些干部从原本的工作
环境、工作思维中跳出来，站在更高视野看

‘双圈’。”傅倩倩表示。

进阶
干部从“专才”成长为“通才”

对年轻干部而言，挂职也是一种挑战。
“‘双城圈’建设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

所以常常需要一个人承担几个人的事务，对
接好几个部门、地市的工作，对他们的综合
协调能力和统筹能力是个锻炼。同时，有些
原来在综合部门工作的同志，则需要去推进
具体事务工作。”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第五批挂职干部、重庆市社保局参保管
理处副处长韩炜是四川隆昌人，在参保处工
作多年，主要负责社保政策研究、业务办理
和服务等，有相对具体的职能职责，也有较
为明晰的目标任务，工作干起来驾轻就熟，
而挂职到四川省人社厅规划财务处后，处室
职能一下扩大为财务、规划、统计、合作四大
类，工作外延扩大了许多。

“仅是我负责的工作，就要和就业处、专
技处、社保局、流动处、养老处、宣传中心等
处室和单位打交道。”韩炜告诉记者，今年又
正好处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实
施五周年这个重要节点上，韩炜要做五周年
的宣传、“十五五”规划编制、其他方面工作
的延续、完善和优化等，“这些工作需要协调
各个层级、各个处室，无疑对我的综合协调
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和韩炜相反，邓钦沂原来一直在综合部
门工作，更确切地说一直与材料打交道，被
派到大足来后要分管产业发展、通信发展等
具体业务。从纷繁的材料到具体的事务性
工作，邓钦沂的事业新起点由此开始。

他通过调研发现，大足和资阳都有汽摩
产业，大足这边以中小企业为主，活力更足，
而资阳则有中车、现代商用车等“个头”较大
的企业，两地正好互补。就在上个月，他在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和大足企业、重庆凯
瑞特种车有限公司之间牵线成功，双方将在
车身、底盘等方面开展业务合作。

在最近火热的低空经济领域，双方同样有
合作空间。“资阳获批了300平方公里的低空
空域面积，但没有低空产业；大足有产业，但没
有低空空域面积。”他介绍，目前大足区雍溪镇
已组建了飞行俱乐部，龙水湖也开始发展低空
滑翔伞、直升机停机坪等业态，所以他正加紧
为两地合作牵线搭桥。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位于大足的
重庆市资源和环境保护职业学院，和资阳环
境科技职业学院在学科设置、专业方向上高
度相同。在邓钦沂的推动下，两所学校、一
些企业成立了产教联合体，将在专业设置、
学生实习等方面展开合作。

“‘双向奔赴’情谊深。我们发现，由于
建立了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许多人回去后
仍在推进着工作。”上述负责人表示，互派挂
职犹如耕耘在“第二故乡”，对于不少干部来
说是“一年挂职，终生难忘”。

回到成都后，王以尧继续着他的课题研
究，仅一年时间就发表了3篇和双城经济圈
生态保护有关的课题与论文。回到文物考
古研究院的沈祖全则多了一项分工：包括成
渝古道文物主题游径在内的大遗址考古与
保护利用规划的编制。他对此十分上心，已
打算继续用脚步丈量成渝古道：“3月23日，
我的拍摄下一站锁定四塘（土主场）到五塘
（青木关）。”

■颜安

从“氢走廊”“电走廊”“智行走廊”
建设逐渐走深走实，到川渝社保关系
转移接续“秒办”，再到建立全国首个
跨省市生态环境保护联动督察机制，
这些实践表明：区域协同的关键不在
物理距离，而在认知维度的突破。

互派挂职，正在重塑干部的思维
模式。挂职干部的价值，不仅在于完
成具体任务，更在于以“局外人”视角
发现系统性问题。王以尧的2.2万字
调研报告，直指区域生态保护难点、重
点；韩炜在四川省人社厅，经历了从聚
焦单一业务的“点”，到统筹政策、资
金、宣传的“面”。

这些故事背后，是川渝干部交流
机制的深层逻辑。五年间，两地组织
部门打破“舒适圈”，让年轻干部在关
键岗位历练。这种“双向奔赴”不仅催
生了文旅走廊、生态保护等一系列创
新课题，更悄然创造了“第三种视
角”——干部们跳出属地思维，以“局
内人”身份洞察对方的优势与痛点，将
换位思考转化为制度创新。

但挑战依然存在：如何避免挂
职“走过场”？怎样将个人经验转化为
制度成果？正如一位干部坦言：“挂职
是起点，不是终点。真正的考验，在于
如何把挂职所学转化为推动本地发展
的持续动力。”

5 年来，川渝互派干部机制已超
越简单的人才交流，成为区域协同
发展的“制度试验田”。当沈祖全的
脚步继续丈量成渝古道，当邓钦沂
的产业规划逐步落地，我们看到的
不仅是个体的成长，更是区域协调
发展的未来路径。这些干部就像双
城经济圈之间的“桥梁”，正在用自
己的努力和行动，激活区域一体化
进程中最鲜活的肌理。

让他们成为
双城协作的“桥梁”

核心提示

今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实施五周年，早在

2020年 4月，重庆市委组织

部、四川省委组织部就

联合签署《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人才协同发展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重

点任务之一，即是建立

川渝年轻干部互派挂职长效机

制。5年来，川渝两地共互派出

500名干部交叉挂职，在关键岗

位历练。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了

部分挂职干部，聆听他们的收获

和感悟，深入挖掘他们的“个人

经验”，并期待这些“个人经验”

能转化为制度成果，进一步助推

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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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川渝高竹新区，车辆行驶在
南北大道上。（资料图片）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图②：大足区龙水湖开展低空滑
翔伞飞行。（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瞿波/视觉重庆

图③：成渝古道中的重要驿站走
马古镇。（资料图片）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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