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合作平台，还
得有广阔的信息渠道，“毕竟在这个时
代，信息就是生产力。”驻川办副主任张
正华说，但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驻川
办很难通过常规方式去收集信息。

2021年，随着重庆市第一批赴四川
挂职干部工作队的到来，驻川办的信息
网有了新突破口。“50名活跃在一线的
队员，就相当于50名信息员。”带着这样
的想法，李历给第一批挂职干部工作队
领队去了电话，听筒里传来对方的笑
声：“我们也正想找‘娘家’呢！”——

“驻+挂”常态化合作机制就此诞生，挂
职干部的工作日志成了驻川办的“活信
息库”。

但信息筛选、研判、挖掘远比收集更
难。在驻川办信息调研处处长周文彬的
提议下，“驻+智库”的想法逐渐成形，即
要把四川、重庆的智库机构拉进来，一起
共建共享共用宝贵的信息资源库，为工
作和项目研判装上“智慧引擎”。

更精密的协同在后方展开——驻川
办还与重庆市级部门、区县、重点企业建
立了广泛的“驻+渝”协同机制，以此及时
掌握区县、行业需求。

随着“朋友圈”越来越广、“资源库”
越来越大，招商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
风。

2021年6月的一个下午，时任驻川
办经济合作处处长王强正准备下班，桌
上的手机突然响起。电话那头的“情报”
让他感到兴奋：西安奇芯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程东博士要来四川，为公司
的硅基光晶圆项目找寻落地方。

挂断电话后，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
主任办公室：“他们掌握的技术，是我市

‘芯屏器核网’产业集群的关键拼图
……”李历话不多说，拿起电话就打给了
市经信委的负责人，两人很快达成一致，
第二天便动身前往西安。

“这一趟收获非常大。”王强说，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曾视察西安光机所，而
西安奇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科学
院西安光机所光子集成项目的产业化公
司，光电子集成是光通信产业未来发展
方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来得太值
了！”

项目洽谈过程中，当程东提到“希望
落地配套完善的产业集群”时，李历翻开
笔记本，逐项列出重庆的晶圆制造基础、
政策扶持清单，“我们不仅是招商，更是
搭建产业生态。”这句话，让程东放下了
最后一丝顾虑。

2022年7月26日，市经信委、巴南
区政府、西安奇芯公司三方签订光电子
集成高端硅基晶圆项目投资协议，项目

总投资不低于11亿元，生产的光子集成
晶圆将广泛应用于光传输、光传感、光计
算等领域，为我国光通信产业突破国外
垄断提供“重庆力量”。

招贤纳士，为我所用。这样的案例，
不胜枚举：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教授李
国菠来了，他及团队研发的“克服超级细
菌耐药”，有望填补重庆创新药空白；专
注于工业互联网及工业软件的高新技术
企业、成都软易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
长安汽车携手了；从事科技推广和应用
服务业为主的不二初心（成都）科技服务
公司也来了……如今，这些项目，正像
小楼外的梧桐树，在双城沃土上扎
根抽枝。

“我们的驻地虽在成都，
但联系云贵川陕藏五省（自
治区），工作半径较广。”李
历说，近几年驻川办直接
为重庆引来20多个高精
尖项目，总投资额超过
380亿元。他的笔记本标
注着密密麻麻的行程：成
都高新区的芯片论坛、贵阳
的大数据对接会……而扉
页上的文字更加醒目：“不是
站在双城之外，而是长在融合
之中。”

小楼里的“招商战队”

“双圈”号角中的驻川办：

破浪疾行的“前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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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双城双城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颜安

成都市青羊区八宝街130号，是一栋外墙有些老旧、斑驳的小楼。这里地处蓉城最繁华之地，距
离大名鼎鼎的天府广场只有两公里之遥，在周遭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映衬下，并不起眼。

这里是重庆市人民政府驻四川办事处（以下简称驻川办）所在地，早在上世纪70年代，她就已经
设立并在此扎下了根。此后近半个世纪，驻川办的机构和职能历经数次调整，业务联系范围从四川一
地扩大到云贵川陕藏五省（自治区），直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落子。

从岁月深处走来的驻川办，如何在“双圈”号角中奏响奋进乐章？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走
进驻川办，一探究竟。

站在八宝街130号的门廊下，指尖触碰
到外墙上斑驳的水痕，我忽然读懂了这栋小
楼的隐喻——它不是被时代遗忘的旧物，而
是一枚刻满年轮的活化石，每一道褶皱里都
藏着川渝两地相向而行的密码。

三十年光阴在李铮鬓角染霜的同时，也
在驻川办的职能簿上写下巨变。当她笑说

“现在连喝杯茶都要盯着手机看工作群”时，
我忽然意识到，所谓国家战略的落地，从来
不是宏观叙事的单向灌输，而是无数个“李
铮们”放下手中的报纸，抓起招商资料奔向
高铁站台的真实蜕变。

在驻川办的会议室，我见过那面贴满地
图的墙，便笺纸上潦草的项目备注与精密的
数据库系统并存。这些细节告诉我，所谓

“桥头堡”的搭建，从来不是政策文件的生硬
转化，而是像织网一般，用“同炒一盘菜”的
智慧、用数十个扎实的调研报告，慢慢编织
出的协同网络。

离开时暮色已深，小楼外的八宝街车水
马龙。玻璃幕墙上的倒影里，老旧的砖墙与
崭新的LED广告交相辉映，恰似驻川办此刻
的角色：带着近半个世纪的联结基因，在新
时代的浪潮中重新锚定坐标。它让我想起
李历说的那句话：“我们不是双城之间的传
声筒，而是生长在融合地带的共生体。”

或许，这正是所有区域协同发展最动人
的注脚：当政策红利化作具体的人、具体的
事、具体的奋斗，当“前哨站”里的每一盏灯
都为双城的未来而亮，那些曾经被认为“岁
月静好”的存在，终将在时代的呼唤中绽放
出超乎想象的能量。就像这栋外墙斑驳的
小楼，当你走进它，触摸那些忙碌的身影与
滚烫的故事，便会听见成渝大地共同跳动的
强劲脉搏——那是比任何宏观数据都更鲜
活的发展之声。 （文/颜安）

1993年的一天，18岁的川妹子李铮
经过招聘，成为了重庆市人民政府驻成
都办事处（驻川办前身）的一名打字员。
第一天上班时，她围着这栋小楼转了又
转，发现浅灰色外墙的侧面呈“山”字
形，四根圆柱撑起挑高的门廊，她指尖
抚过砖缝间的青苔，忽然觉得这建筑像
极了川渝两地的关系——根脉相连，静
默守望。

那时的驻川办，打字室的油墨香混
着茉莉花茶的热气在走廊飘散。李铮坐
在老式打字机前，听着回车键“咔嗒”作
响，偶尔抬头望向窗外，八宝街的梧桐叶
正懒洋洋地打着旋。

这栋小楼的前身，是1977年设立的
“江津地区驻蓉办事处”。彼时江津地区
下辖八县，与重庆同属四川盆地腹心，成
渝铁路尽管已经通车20多年，但蜀道之

难仍横亘在双城之间。驻川办的工作人
员们带着江津的广柑、重庆的火锅底料，
在成都搭建起两地沟通的桥梁。说是办
事处，更像个温情的中转站：替老乡捎带
家书，为赴蓉就医的山城百姓安排住宿，
帮企业牵线搭桥——那些年的公文包
里，装着的不只是政策文件，还有两地百
姓剪不断的烟火羁绊。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千禧年之
后。彼时的成渝交通线像根绷紧的麻
绳，限速 80公里/小时的K字头列车，
需要在丘陵间晃荡6个多小时；硬座底
下永远堆着晕车的旅客留下的塑料袋；
从菜园坝长途汽车站到成都五桂桥的

“凯斯鲍尔”大巴，车窗永远开着半截，
柴油味混着叫卖声灌进车厢，盘山公路
上的急弯能让最壮实的汉子脸色发
白。“那时我们去重庆开会，得提前一天

出 发 ，晕 车 药 是 必 备
品。”驻川办副主任龚平
指着办公室墙上的双城
地图，指尖划过如今密如
蛛网的高铁线，“现在 300
公里的距离，在当年却是实实
在在的‘蜀道’。”

岁月轮转，李铮的宁静生活在临
近退休时被打破。2020年1月3日的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央首次
对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给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的提法，像一声春雷，惊醒
了小楼的时光。

川渝两地的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
略，曾经的“联络站”变成“桥头堡”，驻
川办必须在双城协同中挑起“前哨站”
的重担。

李铮明白，她要忙起来了。

成渝双向奔赴，驻川办走向前台

新的形势赋予驻川办新的工作内
涵。2021年5月，时年42岁的李历，成
为了驻川办的新任“掌门人”。“我当时
的想法是，怎样才能建设符合‘双圈’定
位的驻外办事处。”他思索后，决定从最
大限度提升为“双圈”建设的服务效能
入手，构建适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需要的驻川办，“毕竟这本就是‘双
圈’的题中之义，而我们作为‘前哨
站’，也有着熟悉两地情况、联系广泛的
优势，这也是我们体现办事处辨识度的
地方。”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这
需要协同川渝两地数以百计的党政部
门、商会协会、企业团体，其涵盖面之广、
工作量之大，都对仅有十几个人的驻川
办提出了挑战。

2023年初，成都寒意正浓，易光伟
的笔记本在台灯下泛着光。奉节县政
府的“结亲”请求刚落地，他的笔尖已划
过“柑橘产业”四个字。这位驻川办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络服务
处处长的笔记本里，记满了川渝两地的
资源图谱，此刻正成为破局的“密码
本”。

两地政府的初次对接并不顺利：“虽
然我们的柑橘深加工技术成熟，但奉节
脐橙的种植规模更大。”蒲江县有关负责
人的顾虑写在脸上。易光伟没有急着递
方案，而是带着双方走进成都农产品批
发市场——货架上，外地脐橙与本地柑
橘分区而置，价格区间泾渭分明。“我们
是为了产业融合而来，而且成渝紧密合
作更有利于向上争取政策和资源，大家

‘同炒一盘菜，各上各的桌’……”他的话
让两地企业代表眼里有了光。

2023年2月25日，奉节县与四川省
蒲江县签订合作协议，成立柑橘产业联
盟。有了这个平台，奉节脐橙的出渝入
川便显得更加顺理成章。去年3月20
日，奉节怀揣“奉上好品”一众宝贝，走进
四川成都举行推介活动。当天就有5家

奉节脐橙企业与5个新客户签订了采购
协议，订单数量6800吨，达成金额2500
万元。

在驻川办公室，整面墙的川渝地图
上——九龙坡与新都、南川与都江堰、奉
节与蒲江……每个联动合作的背后都是
一场“破冰之旅”。近年来，驻川办促成
川渝两地26个区（市、县)、省级渝籍商
（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还与49个市
级部门、区县建立了常态化沟通协调机
制，协同开展政务交往、经贸交流活动
1200余次。

“驻外办事处不仅仅是‘接待站’，更
是‘战略连接器’。”李历指着地图上的结
对城市，“当每个‘接点’都能激活两地资
源，‘双圈’的协同效应就会像滚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在他看来，新时代的驻外
机构，正从“上传下达、迎来送往”的传统
角色，向“精准匹配供需、催化创新合作”
的枢纽型平台转型——而这，正是应对

“形势之变”的破题之道。

当好川渝协同发展“战略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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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区、都江堰两地人力社保局、文
旅委、融媒体中心联合举行活动，开展直播
带岗和文旅推介。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4月27日，由
驻川办牵线落地的光
电子集成高端硅基晶
圆制造中心项目，在
巴南区正式封顶。

▼驻川办工作
人员到川渝合作企
业了解情况。

▼为推动成渝古
道文化旅游带建设，
驻川办组成调研组
调研广东南粤古道。

◀在川渝之
间牵线搭桥，是驻
川办的重要职能
职责，图为成都市
都江堰市与重庆
市南川区结成友
好城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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