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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积极培育城市群，发
展壮大一批省域副中心城市，促进城市间基础设施联通、公共
服务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携手共进 握指成拳

双城经济圈城市群后劲无穷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实习生 李凌儿

3月31日10时许，随着启动键按下，草
街泵站机组迅速启动。180秒后，一股股清
澈的嘉陵江水流入草街高位水池，2小时后
汇入璧山区千秋堰水库，标志着渝西水资源
配置工程嘉陵江干线全线通水。

至此，璧山数十万群众吃水问题得以解
决，数千家企业生产用水瓶颈就此打破。

渝西地区位于成渝城市群主轴线，是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
来，受地理环境制约，区域内水资源短缺问
题突出。

重庆市水利局调水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已完成投资
127.1亿元，将于年内全面完工并通水，有效
改善渝西地区及北碚、九龙坡等部分中心城
区生产生活用水条件，为成渝城市群建设提
供水资源保障。

从2020年破土动工到2025年建成投
用，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建设史正是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从夯基垒台到整体成势的
缩影。

5年来，川渝两省市GDP由2019年的
6.9万亿增长至2024年的9.7万亿，连续跨
越3个万亿级关口，奋力打造全国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2025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第2个5年新征程的开局之年。“双圈”建设
如何开创新局面？成渝城市群的崛起就是
关键突破口。

数据显示，2024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GDP增长至8.7万亿元，其中成都市、重
庆 主 城 都 市 区 两 大 核 极 GDP 占 比 超
55.7%。这也意味着成渝城市群后劲无穷，
特别是成渝中部地区正厚积薄发，孕育着潜
力巨大的“中部机遇”，它将成为双城经济圈
新的增长点。

产业集群挺起“脊梁”

3月21日，长安汽车品牌欧洲发布会在
德国召开，长安汽车旗下三大品牌9款新车
正式亮相，吹响大规模进军欧洲市场的号
角。闯入欧洲，尤其是汽车工业腹地德国，
长安汽车最大的底气莫过于高性价比和技
术领先，其中自主可控的供应链是关键。

“目前，长安汽车三分之一的供应商来
自四川，未来，60%—70%的配套厂商将出
自川渝，两地产业链正实现深度融合。”长安
汽车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华荣表示。

比如，汽车变速箱电磁阀，就是重庆青
山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山工业）与富
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临精工）
携手攻关的重大成果。

“2015年，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升温，
作为核心零部件之一，汽车变速箱电磁阀却
长期被外企垄断。”青山工业副总经理王海
兵回忆，当时，企业所用电磁阀都是进口，每
件售价高达400元。

寻找国产替代，成为青山工业的“执
念”。

多番接洽，2017年，青山工业与位于绵
阳的富临精工达成合作，一起来啃这块硬骨
头。“从产品概念，到电磁阀压力振摆等技术
攻关，再到产品试制，我已经记不清搞了多
少次技术研讨，跑了多少次璧山工厂。”富临
精工项目管理高楚羽告诉记者，经过5年努
力，电磁阀终于在2022年实现量产，成功摆
脱进口依赖，实现产品技术自主化。

2024年，重庆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95.32
万辆、同比增长90.5%。“水涨船高，去年，公司
对青山工业的电磁阀销售收入达到1722万
元，较2023年增长153%。”高楚羽透露。

事实上，青山工业与富临精工的“牵
手”，只是川渝汽车携手共进的一个剪影；而
璧山与绵阳的双向奔赴，也只是成渝城市群

“握指成拳”的冰山一角。
以长安深蓝SL03为例，宁德时代四川

宜宾工厂为其提供动力电池，四川建安工业
雅安工厂为其配套悬架后轴，四川瑞可达绵
阳工厂配套连接系统。

数据显示，当前，川渝两地共集聚600
余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3大系统、12大总成、56个
部件实现全覆盖，成渝城市群正积极抢抓世
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风口，以
产业重构挺起“中部脊梁”。

除了新能源汽车产业渐成规模，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特色消费品四大万
亿级产业集群也成为成渝城市群经济增长
的“中流砥柱”。

拿先进材料产业来说，在涪陵，全球最
大己二酸生产企业华峰化工生产线上，白色
的己二酸产品从这里源源不断销往全球，

2024年涪陵区材料产业产值1388亿元、占
重庆市比重超1/4、保持全市第一；

在长寿，千亿级天然气化工新材料基地
正加快建设，开工国际复合40.8亿元高性能
玻纤、三美29亿元氟化工一体化等重点项
目51个，投产巴斯夫MDI一体化（扩能）等
项目58个，达产后可新增产能237.2亿元。

基础设施贯通“动脉”

机器轰鸣，车辆穿梭，人头攒动，3月10
日，荣昌互通主线桥桩基施工现场一片紧张
忙碌，成渝高速（重庆段）改扩建工程荣昌段
项目正“火力全开”。

事实上，成渝高速于1995年建成通车，
是中国西南地区首条高速公路，曾被称为

“西南第一路”。
“这条高速公路也成为连接重庆主城、

永川、荣昌、内江、资阳、成都等主要经济节
点的重要通道，是联通成渝城市群的交通大
动脉。”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过，随着时代发展、经济社会跃迁，成
渝高速沿线车流量日趋饱和，一些路段呈常
态化拥堵，改扩建工程势在必行。

2024年8月21日，成渝高速（重庆段）
改扩建项目正式开工，建成后将带动沿线高
新区、璧山区、永川区、大足区、荣昌区人畅
其行、货畅其流。

事实上，成渝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短
板，一直是制约成渝城市群崛起的一大掣
肘。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副会长钟华就曾提
出：“成渝地区互联互通仍有短板，毗邻地区路
网连通性不足，枢纽辐射带动力有待增强。”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
实，曾经的基建短板，正变成当下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瞄准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网络等
关键领域，川渝滚动实施共建重大项目，
2020 年至 2024 年共建项目从 31个增至
300个；项目总投资从5836亿元增至3.6万
亿元，推动我国西南地区首个特高压交流工
程——国家电网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
工程等一系列重大项目建成投运。

就在2月28日，合璧津高速实现全线
通车，与渝遂复线、江泸北线等在建或已建
的6条入川高速互联，构建起辐射四川的

“高速扇面”，助力江津、璧山、合川在新能源
产业、汽摩配集群形成“半小时配套圈”，助
推重庆火锅食材产业构建“1小时冷链网

络”，为沿线旅游产业带来新机遇。
当前，成渝城市群交通“大动脉”正加速

贯通，一张川渝共建水陆空“路网”全面铺陈
开来。

从“陆”上看，川渝间在建和已建成高速
公路通道达21条，远景规划至39条；已建
成铁路通道6条，正联合建设成渝中线、西
渝、成达万和渝昆高铁，“轨道上的双城经济
圈”蓄势扩能；25条跨省城际公交有序运
行，基本实现毗邻区县全覆盖，“断头路、瓶
颈路”加快消除，毗邻地区农村公路加速缝
合。

从“水”上看，位于忠县的长江上游首个
万吨级码头重庆新生港开港，嘉陵江利泽航
运枢纽通航，嘉陵江干流四川广元至重庆朝
天门段15个梯级全部联通，以长江、嘉陵
江、乌江“一干两支”国家高等级航道为骨架
的航道体系基本建成。

从“空”中看，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建成投
运，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及第四跑道
项目全面投用，重庆璧山机场预计“十五五”
初期开工、力争2030年建成，万州机场航空
口岸开放基础设施、黔江机场跑道延长等项
目前期工作正加快推进。

公共服务释放“引力”

“李院长，听说您回来了，我来看看您。”
3月初，重医附二院神经内科副主任李小凤
回广安邻水探亲，闻讯而来的邓丽萍（化名）
激动地握住她的手，“要不是您，我不知道会
变成什么样子。”

原来，36岁的邓丽萍，曾在2年前，遭遇
人生难关。

“那时候，我动不动就想哭，神志恍惚。”
邓丽萍回忆，大家都认为我得的是焦虑抑
郁症，在县里几个医院看过，吃了一个多月
药也不见好，严重时连孩子也没法照顾。

“听说邻水县人民医院来了个重庆专
家，你去试试。”一个亲戚给邓丽萍支招。

彼时，川渝正加速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共
享，重医附二院与邻水县人民医院建成全国
首个跨省域紧密型医联体，李小凤挂职副院
长，并开设名医工作室坐诊。

通过脑电波检查，李小凤很快发现问
题，“高度怀疑是脑炎”。为了确诊，李小凤
为邓丽萍安排了腰穿，将脑脊液标本送至重
医附二院检查。

但看似简单的标本送检，在以前却并非
易事。

原来，邻水县人民医院没有冷链物流系
统，标本无法转运，更没有固定的检验合作
机构，标本一度无处可送，“有时，病人就为
了做检查，不得不跑到重庆或者成都求医。”

随着医联体的建立，上述难题迎刃而
解。病情快速确诊，邓丽萍终于得到对症治
疗，很快得以恢复。

“既没到处奔波，又没花冤枉钱，我在家
门口就把病治好了，真幸运。”邓丽萍感叹。

事实上，邓丽萍的幸运并非个案。“虽
然，我回到了重庆，但第二批挂职队伍已进
驻邻水，远程会诊系统也已全面投用，邻水
的患者看病不出县正在实现。”李小凤介绍。

而邻水与重庆的这次“牵手”，正是川渝
公共服务一体化的生动实践。

“对成渝地区中小城市而言，年轻劳动
力流失是发展最大瓶颈。因此，加强优质教
育资源、医疗资源、养老资源等公共服务配
套，把年轻人留下来尤为重要。”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
员、研究室主任刘云中曾指出，如此，商贸消
费才有活力，产业落地才有支撑。

瞄准这个方向，近年来，川渝着力强化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孕育成渝城市群加速前
行的新机遇。

比如，在医疗资源共享方面，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宜宾院区建设项目加快
实施，该项目总建筑规模19.08万平方米，
总投资约22.06亿元，规划床位1000余张，
有效解决群众跨区域就诊难题，减轻群众就
医负担。

在文化教育协作方面，成渝城市群优质
教育资源均衡化持续提速，比如，广安与重
庆渝北区、合川区发起成立教育共同体，广
安市武胜县与西南大学基础教育集团签订
协议共建龙女湖中学。

在养老资源共享方面，川渝建立起养老
服务共建共享合作机制，仅2024年两地就
联合培训养老服务人才2000人，毗邻地区
养老服务机构正探索跨区域、连锁化布局，
规模化开展家庭养老床位、适老化改造等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

在促进就业方面，川渝促进联合开展创
业培训和网络招聘活动，比如，自2022年以
来“川渝送岗·双圈有我”系列活动累计提供就
业岗位37万余个，达成就业意向8.3万人次。

▶位于江津油溪刁家坪的金刚沱泵
站地面站，它是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核心
组成部分，也是长江上游最大泵站（摄于
2025年3月19日）。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数读

● 全球2/3的iPad、近8000万台笔记本

电脑、超1亿台智能手机、全国每1/7的
汽车、超1/5的动力电池实现“川渝造”

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127个国家和地

区的555个港口，中欧班列（成渝）累

计开行超过3.6万列

川渝197个联动改革事项实施见效，

推出四批次355项“川渝通办”事项、

日均办理和查询量达2万件次

川渝携手治理81条跨界河流，协同建

设“两岸青山·千里林带”超过1300万
亩，碳市场累计成交超过9000万吨

●

●

●

▲合璧津高速公路通车，车辆在璧山西收费站通过
（摄于2025年2月28日）。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川渝高竹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市民正在“川渝通办”窗
口办理相关事宜（摄于2024年12月25日）。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202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