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建设
● 共同争取更大的改革自主权；
● 积极参与并办好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发展论坛及“魅力自贸链动全
球”系列活动；
● 推进改革创新试点，复制推广先进改革成果。

资料整理：记者 杨骏

川渝商务系统协同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2、“一带一路”进口商品集散中心建设
协同打造“一带一路”进口商品集散中心重点项目和平台载体；联合

组织开展境内外招商推介活动。

3、争创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打造国家创新示范区重大项目和平台载体；组织开展示范园区共建、

产业对接等活动。

4、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建设
加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案例的分享，互相复制推广创新举措；联

动组织开展国际市场拓展活动、国际交流合作。

5、打造“走出去”合作平台
搭建“成渝-欧盟”合作平台、“成渝—东盟”合作平台，深化两地与欧

洲、东盟的交流合作；依托“渝企走出去”服务港，为两地“走出去”企业搭
建国别指南、预警信息等公共服务平台；鼓励两地企业探索结成投资联
盟，报团出海。

6、推进国家“二手车”出口试点
争取将成都的“二手车”出口试点范围覆盖重庆；联合组织两市“二手车”企

业联合开展经贸活动，抱团拓展海外市场；发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优
势，支持成渝两地“二手车”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二手车”。

7、推进成渝都市圈商贸领域交流合作
争取在两市轮流举办中国西部国际消费博览会；争取144小时过境免

签政策在两市互认；联动举办消费促进、餐饮美食文化活动；发挥两地火锅、
川菜等品牌优势，统一包装、统一推广、统一营销，抱团开拓国内外市场。

8、协同打造品牌展会（节会）
建立完善成渝展会（节会）合作机制，共同探索品牌节会（展会）“一会

两地”“共同举办”“轮流举办”等新模式；协同办好智博会、西洽会、西博
会、家博会等活动。

9、深化农产品流通区域合作
争取政策支持，布局建设区域农产品交易中心和配送枢纽；推动两地

农产品批发市场和供应链企业开展跨区域合作；
探索建立两地农产品保供联动机制；共同打造区域农特产品品牌，提

升市场竞争力。

10、联动建设商务领域一流营商环境
推动商务审批事项信息共享，推进跨区域的“一网通办、异地可办、就

近办理”；争取推行“从事拍卖业务许可”资质互认、“商业特许经营备案”
中的“两店一年”条件互认；推动并支持川渝两地行业商（协）会加强交流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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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0〕7号

经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批准，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挂牌出让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2分区04/01（C）地块、
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1分区03/01（C）地块、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2分区04/01（D）等3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区规划自
然资源局委托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挂牌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可以独立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但
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以及凡在我区欠缴土地
出让价款、造成土地闲置等违约行为的除外）。

三、公告时间
2020年6月4日9时00分至2020年6月23日

17时00分，相关资料由竞买人在南川区公共资源
交 易 网（http://113.207.111.135/html/9/Index.
shtml）自行下载获取。

竞买保证金到帐截止时间:2020年6月23日
16时00分。

保证金账号：详情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
交易网

（http://113.207.111.135/html/9/Index.sht-
ml）。

递交竞买文件时间：2020年6月24日8时30
分至15时00分（工作时间）。地点为南川区公共资
源综合交易中心。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将在2020

年6月24日15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出让方式及相关要求
出让方式：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以挂

牌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时间：2020年 6月 24日 15时 30分

（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6月24日18时00分

挂牌出让地点：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受让人的确定：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五、联系方式
（一）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地址:南川区商务中心右副楼二楼

联系电话：（023）71610555
（二）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23）71421580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6月2日

编号
NC2020让
6-3-1

NC2020让
6-3-2

NC2020让
6-3-3

地块名称
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2
分区04/01（C）地块

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1
分区03/01（C）地块

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2
分区04/01（D）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64724

（约97.09亩）

6445
（约9.67亩）

16323
（约24.48亩）

规划指标要求
产业准入类别：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固定投资强度及标准以相关部门核定的为准），固定产出强度≥667万元/亩,土地出让年限为50年。普通工业项目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按1.5控
制。建筑密度≥30%。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不得大于项目总建筑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其他规划条件按南规资条件〔2019〕0553号执行。
产业准入类别：金属制品业（固定投资强度及标准以相关部门核定的为准），固定产出强度≥667万元/亩,土地出让年限为50年。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按1.5控制；建筑密度≥30%。工
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不得大于项目总建筑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海绵城市规划条件：地块的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规划配建通信基站
应该接合该地块建筑布局方案统一考虑。其他规划条件按南规资条件〔2020〕0006号执行。
产业准入类别：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固定投资强度及标准以相关部门核定的为准），固定产出强度≥667万元/亩,土地出让年限为50年。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
按1.5控制；建筑密度≥30%。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不得大于项目总建筑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海绵城市规划条件：地块的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
不低于50%。规划配建通信基站应该接合该地块建筑布局方案统一考虑。其他规划条件按南规资条件〔2020〕0006号执行。

用地性质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年）

50

50

50

竞买保证金（万元）

1340

68

157

起始价（万元）

1340

68

157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0〕8号

经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批准，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水江镇城镇组团A02分区03/01地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委托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公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可以独立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但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以及凡在我区欠缴
土地出让价款、造成土地闲置等违约行为的除外）。

三、公告时间
2020年6月4日9时00分至2020年6月23日

17时00分，相关资料由竞买人在南川区公共资源
交 易 网（http://113.207.111.135/html/9/Index.
shtml）自行下载获取。

竞买保证金到帐截止时间:2020年6月23日

16时00分。
保证金账号：详情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

交易网
（http://113.207.111.135/html/9/Index.

shtml）。
递交竞买文件时间：2020年6月24日8时30

分至15时00分（工作时间）。地点为南川区公共资
源综合交易中心。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
申请条件的，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将在
2020年6月24日15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出让方式及相关要求
出让方式：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以拍

卖或挂牌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人在
2人以上（含2人）实行拍卖出让，2人以下实行挂牌
出让。

公开出让时间：2020年6月24日15时30分
（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公开出让地点：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
心。

受让人的确定：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五、联系方式
（一）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地址:南川区商务中心右副楼二楼
联系电话：（023）71610555
（二）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23）71421580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6月2日

编号

NC2020
让6-2-

2

地块名称

水江镇城镇组
团A02分区
03/01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

6481
（约9.72亩）

规划指标要求

具体规划指标在方案中论
证。具体规划条件按南规
资条件〔2019〕0554 号文
件执行。

用地性质

加油加气站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4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70

起始价
（万元）

1070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本报讯 （记者 杨骏）6 月 3
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
川重庆商务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
重庆召开。会上，重庆市商务委与四
川省商务厅签署协议，将在商务领域
全面合作，共建内陆改革开放高地。

协议明确，双方要推动商务领域
改革协同、开放协同、产业协同、市场
协同、民生协同，全面提升要素和市
场活力，共同创建具有时代特征、区
域特色的内陆改革开放高地。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共建一批
重大平台、共同发展开放型经济、深
化合作促进消费、协同推动市场一体
化、谋划布局一批先行先试实施载
体、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等六个方
面，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比如，双方将共同建设“一带一路”
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协同打造国际消
费目的地，共同打造西洽会、西博会、智
博会、科博会等重点展会品牌等。

此外，双方还将打造川渝统一品
牌和产地标识、共建川渝电商联盟、
共建“川菜渝味”区域公共品牌出海
平台、举办“川渝好物进双城”活动
等。

四川省商务厅厅长刘欣表示，川
渝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应率先在推
动高水平开放、打造国际消费目的
地、营造国际一流环境、推动顶层设
计终端上实现突破。重庆市商务委
主任张智奎表示，本次双方签约，标
志着川渝商务深度合作迈入了新阶
段，双方要在健全机制上“同心同
力”、共谋发展上“同图同步”、政策支
撑上“同标同权”、项目落地上“同为
同效”。

当天，重庆市商务委和四川省商
务厅还签署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商务工作机制》、《共建川渝
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工作方
案》。

川渝商务合作共建内陆改革开放高地
共同打造西博会、智博会等展会品牌，举办“川渝好物进双城”活动等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最近，重庆和四川文旅部门签订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物保护利
用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巴蜀考古、石窟文物保护展
示等11个方面联动协作，一起奏好“文
物曲”，共同唱好“双城记”。

“巴蜀山水相连，地理坚实；巴蜀文
化源深流长，学理扎实；巴蜀人民亲如
一家，情理厚实。”6月2日，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以下简称三峡博物馆）名誉
馆长王川平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一朵源远
流长而又瑰丽多彩的奇葩，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中，两地应携手挖掘巴
蜀人文资源，助力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
地。

“研究巴文化一定要走出重庆”

“潼南位于巴蜀交界的地方，它就
是一座‘巴蜀之桥’啊！”

“潼南受到巴、蜀两种文化的深刻
影响，也可以说它是一只‘巴蜀之舟’。”

4月17日，潼南一座闲置粮库内，
王川平和重庆巴文化研究会会长刘豫
川热烈讨论着潼南的文化源流。两位
文博专家分别用“舟”和“桥”评价潼南
在巴蜀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建议潼南利
用闲置粮库建设博物馆，展示巴蜀交流
历史。

“历史上，巴、蜀两国大部分时间都
友好相处，两国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国
界线。”王川平说。从考古成果中，也能
看到巴蜀之间的紧密联系。

如，1954年，考古工作者在昭化
（今属广元市）宝轮院和重庆巴县冬笋
坝（今属九龙坡区）巴文化遗址中发现
大批船棺葬，其时代为秦灭巴、蜀前后
到汉初。王川平称，船棺葬最初被认为
是巴文化的丧葬习俗，后来，川西平原
也发现了大量船棺葬，这让学界认识到
蜀文化也有同样传统。

“除了丧葬习俗外，在语言、风俗习
惯、巴蜀墓葬出土器物的形制与纹饰等
方面，我们都能看到‘巴中有蜀，蜀中有

巴’的现象。”王川平说，这提醒重庆学
者，研究巴文化一定要走出重庆，这样
才能把巴文化的源流与发展研究透彻。

王川平表示，如今，包含巴文化在
内的重庆文化，可以用“巴渝文化”来统
称。巴渝文化西连巴蜀文化，东接巴楚
文化，这体现出重庆的区位优势，说明
重庆自古以来就是坚韧顽强、开放包容
之地。

共同讲好巴蜀文物故事

6月2日，三峡博物馆“汉代雕塑艺
术”展厅，暖黄色的灯光下，出土于成都
的“羊子山汉墓车骑出行·宴乐杂技画
像石”十分精美，雕刻的出行场景声势
浩大，引人入胜。

这让不少观众感到好奇：重庆为何
会收藏成都等地出土的文物呢？

这要从上世纪 50 年代说起。
1950 年 6月 15 日，成渝铁路正式开
工。工程开工后，专门成立了文物调查
征集小组，在资阳发现了轰动世界的

“资阳人头骨”化石。
后来，中共中央西南局为推动西南

地区文物保护和文博事业发展，于
1951年3月8日在重庆成立西南博物
院（三峡博物馆等博物馆前身）。

西南博物院成立后，组织实施了成
渝铁路、宝成铁路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
作，主持成都羊子山汉墓等重要墓葬的
发掘工作，同时搜集和抢救了大量流散
于西南地区的珍贵文物。1951年国
庆，西南博物院首个展览“西南区文物
展览”开展，成渝铁路出土文物亮相展
览。

“西南博物院的收藏古今并举，而
且没有局限于川渝地区。”王川平告诉
记者，上世纪50年代，老一辈文物工作
者将修筑成渝铁路时使用的钢轨、泸定
桥上的铁索、1952年上甘岭战役后遗
留的树桩，以及一大批西南民族民俗藏
品收藏入馆。这些藏品成为三峡博物
馆等博物馆的藏品基础。

同样，一些成都的文博单位，也收藏
了出土自重庆的文物。例如，巫山大溪
遗址出土的“大溪文化玉人面纹佩”、涪
陵小田溪遗址出土的“战国填漆云纹铜
方壶”等珍宝就被收藏在四川博物院。

“近年来，川渝文博单位之间的交
流合作愈加频繁，共同讲好了巴蜀文物
故事。”王川平说。

建议制定川渝文旅发展规划

川渝如何让“文物曲”更加动听呢？
王川平说，川渝同奏“文物曲”，必

须规划先行，共同制定具有科学性、前
瞻性和可行性的文旅发展规划，共同推
动重要硬件设施建设和重点项目进展，
让巴蜀文物活在当下服务当代，助推川
渝成为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具体来看，川渝地区是全国石窟分
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地区，是全国石窟
造像艺术晚期发展的典范。但是，川渝
石窟保护研究工作与北方几大石窟相
比相对滞后。王川平表示，作为国家文
物局选定的首批川渝石窟保护示范项
目之一，大足石刻卧佛、小佛湾造像已
于去年启动修缮，示范项目成果可以引
领川渝石窟的保护与利用。

在学术研究等方面，川渝文博单位
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如，“大足学”研
究涵盖巴蜀石窟，需要更多学者参与其
中，为巴蜀石窟的保护、研究与利用出
谋划策。

“自古以来，川渝历史同脉、文化同
源、地理同域、经济同体、人缘相亲，这
在其他城市群是少有的。”王川平说，川
渝有着美好的发展前途和充足的发展
动力，期待巴蜀儿女续写巴蜀共生共荣
的新篇章。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王川平：

川渝同奏“文物曲”
让巴蜀文物活在当下

>>>人物名片：王川平
王川平，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名誉馆长，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
馆员，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出
版研究文集《在历史与文化之间》、
诗集《王川平诗选》，主编《中国地域
文化通览·重庆卷》《重庆库区考古
报告集》等。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杨骏）6月3日，

重庆市商务委和四川省商务厅签署工
作方案，启动共建自贸试验区协同开
放示范区。

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是
川渝合作的重要内容。2019 年 7
月，四川省商务厅、重庆市商务委共
同制订《推进成渝城市群开放平台
共建共享 2019 年重点工作方案》，
明确将探索建设川渝自贸试验区协
同开放示范区，逐步形成“制度创
新、信息共享、经验共创、模式共建”
新格局。

本次双方签署《共建川渝自贸试
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工作方案》，对共
建内容和机制进行了细化，明确表示
将围绕“制度创新、平台共建、通道共
享、产业协作、环境打造”五大重点领
域，积极开展差别化政策先行先试，促
进改革成果共享应用。

制度创新上，两地将持续深化“铁
路运单物权凭证属性”“铁路+”多式
联运“一单制”等改革创新，探索一批
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制度创新成
果。同时，双方会建立定期交流和创
新成果现场观摩机制，联动推广应用
重大制度创新成果。

平台共建上，争取国家支持依托
重庆主城都市区和成德眉资同城化都
市圈拓展自贸试验区发展空间。同
时，增设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国家级经

开区、进口商品指定监管场所等开放
平台，进一步提升多维度国际供应链
配置能力。

打造内陆国际物流枢纽上，双
方将建立川渝口岸物流合作发展机
制，搭建口岸物流综合运营平台，共
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打造内陆国
际物流分拨中心和亚欧铁路货物运
转中心。

提升产业开放合作水平方面，双
方将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推动数字贸易创新发展；推动贸易转
型升级，探索建立跨境服务贸易负面
清单，建设一批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
地；强化金融开放创新合作，开展跨境
投融资便利化政策试点等。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上，双方
会深化自贸试验区“证照分离”改革全
覆盖试点；支持重庆建设世界银行全
球营商环境评价样本城市，共建内陆
地区国际化营商环境示范区；加强自
贸试验区法院、商事仲裁、调解中心合
作等。

“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
区，就是希望通过在政策等方面的一
体化，实现协同发展。”市商务委副主
任付嘉康表示，通过该示范区，川渝
两地可以去探索创新更多可复制推
广的经验制度，打造一个服务陆海内
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的重
要载体和平台。

围绕五大重点领域

川渝启动共建自贸试验区
协同开放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 罗芸 通讯
员 吴长飞）6月1日，重庆綦江与四
川自贡“云签署”《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市区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在产业互补互融、文旅合作、公共服
务、基础设施等方面深化战略合作，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战略部署
落实落细。

“綦江与自贡都同为战略性中心
城市、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高度契
合，资源禀赋高度相似，经济关联度

高、互补性强，这为两地推动战略合作
提供了现实基础。”綦江区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

根据协议，在产业互补互融方面，
两地依托已具规模的装备制造、新材
料、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主导产业集
群，推动两地现代制造业集聚发展，同
时探索制定互惠互促的产业扶持政
策，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打造国家
级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示范区。其中，
两地将依托西南（自贡）食品工业园、

重庆（綦江）食品工业园区，加强两地
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品牌培育、市场拓
展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航空食品、休
闲食品等生产基地；依托两地富集的
页岩气资源储量，协同建立页岩气勘
探及综合开发利用共享机制，促进页
岩气就地高效转化利用和产业化项目
储备，协作打造钻探、输配、储运、装备
制造产业集群。

在文旅合作方面，协同开发江姐故
居、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綦江段等红

色基地，共同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党
员干部教育基地；依托綦江老瀛山国家
地质公园和自贡世界地质公园，打造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恐龙科普研学、探索体
验等旅游品牌；依托自贡“三线”建设
工业文明遗址和綦江“三线”建设时期
老工业基地遗址，协同打造西南地区
知名的工业旅游新名片；此外，两地还
将在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招商引
资、体制机制创新等领域深度合作，推
动两地信用信息共享和“红黑名单”互
查互认，探索建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市场准入异地同标”化准入机制，创新
构建跨省跨区域“同一标准办一件事”
的市场准入服务系统等。

綦江自贡打造国家级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