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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川渝两地都表示，要强化‘一家亲’意识，
树牢‘一盘棋’思想，贯彻‘一体化’理念，这让我心潮
澎湃。”视频会后，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市政
府口岸物流办主任巴川江这样说道。

今年11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际协商合作联席
会议第一次会在重庆举行，川渝两地在深化协商共
建、做强运营平台、完善规则体系、推动重大项目等多
个方面达成共识。巴川江说，这次联席会议进一步指
出，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是川渝两地共同打造
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的重点任务。下一步，双方将共同
推动通道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探索创新陆上贸易规
则，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和铁路运单物权化试点等
方面先行先试、大胆创新，定规则、定标准，共同推动
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和创新发展。

市商务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王珏表示，会议对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了深入系统的谋划和部署，

为下一步工作定下任务书、绘制路线图，极大地提振
了我们的信心和决心。

今年6月，川渝两地商务部门签署了《共建内陆
改革开放高地战略合作协议》和《共建川渝自贸试验
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工作方案》，明确双方主要聚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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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川渝两地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王
珏表示，下一步，川渝两省市将以共建川渝自贸试验
区协同开放示范区为重点，聚焦制度创新、复制推广、
联动试验等共同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以建设

“一带一路”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为抓手，全面深化川
渝开放型经济发展协作，推动形成成渝一体化的区域
大市场，积极融入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以打造富有
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为目标，积极与国际规则
接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增强城市吸引力和营
商环境，推动城市开放型经济发展。

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

快马加鞭共建大市场大平台

川渝两省市产业方面的合作正如火如荼。例
如，按照两地经信部门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
省市将共同打造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消费品三个世
界级产业集群和生物医药、先进材料两个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目前已在汽车、电子信息
等领域率先启动合作。同时，双方将携手共建成渝
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联合争取国
家相关部委支持。此外，两省市正加快推进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园区建设，已推动成立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协同发展区。

四川省经信厅副厅长顾红松表示，以此次会议为契
机，四川将以重点项目落地落实为牵引，推进制造业协

同发展。下一步，四川将加快推动成渝地区产业合作
示范园区建设，以首批10个产业合作园区为抓手，共
同承接产业转移，建设川渝制造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载
体；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为产业发展数字化赋能，塑造产业发展新动能；要争取
成渝地区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打造成渝氢走廊。

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表示，这次会议强调了基
础设施、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公共服务、生态环保、
改革开放等多个方面的规划对接。开创双城经济圈
建设新局面，对荣昌而言，当前的重点任务，是加快
推进和内江、自贡、资阳等毗邻地区几十个合作项
目，抓紧抓落实。

做大产业
以重点项目落地落实为牵引推进产业协同发展

商 量“ 大事情” 敲定“ 施工图”
——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参会人士热议加快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

12月14日，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
第二次会议，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举行。这是今年以来两省市党政领导
的第二次“会面”。如此高规格的频繁交流，在川渝发展史上前所未有。

此次会议，大家怎么看？更重要的是，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川渝两
地如何进一步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为此，重庆日报联合四川
日报，采访了川渝两地参会的部分人士，听听他们怎么说。

重庆三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物
流集团）日前揭牌成立。三峡物流集团由重庆万运
集团、万商集团和四川港投新通道公司共同出资组
建，将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新机遇，合力转
化万州东向开放门户等区域优势，深度发掘商贸物
流产业蕴藏的巨大市场。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唐英瑜表示，推动双城经济
圈建设本质要求是高质量发展，这有赖于一个高标
准的市场体系。我们希望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川渝
两省市加快共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打击传销规
范直销等工作协作机制，建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专家咨询制度及第三方评估互评
机制。全面清理和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
各种规定和做法。

四川港投集团董事长贺晓春称，四川港投集团
将大力发展铁公水空多式联运，推动川渝现代物流体
系建设，搭建全球物贸服务平台，促进川渝至东盟、欧
盟等地区现代物流贸易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枢纽经
济、通道经济，推进成渝地区及“一带一路”沿线港产
园城一体化发展，为川渝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门户
枢纽，构建国内大循环的经济腹地优势贡献四川国企
力量。 （四川人士采访内容由《四川日报》提供）

做大市场
完善内部市场体系打通外部市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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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刚 申晓佳 杨骏 向菊梅

“川渝两地会迎来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会
后，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董建国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四川两省市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联合实施方案、
重点规划编制方案、便捷生活行动方案、两省市领导
联系重点项目工作机制等文件，切实将“任务书”变成
川渝两地推进工作的“施工图”。

“特别是重庆四川两省市共同制定贯彻落实的联合
实施方案，体现了川渝一家亲意识，一盘棋思想，一体化
理念。”董建国说，下一步，市发展改革委将结合本次会
议精神，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承接好、落实好中央规划纲要，持续在重大
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平台等方面发力。

如何才能抓住这一重大机遇，乘势而上？重庆市
经信委党组书记、主任陈金山表示，产业发展方面，一
是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共同打造汽车、电子信息等
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二是要统筹推动
协同发展，聚焦大数据、智能化，共同培育一批赋能制
造业的公共服务平台。三是要凝心聚力携手同进，共
同建设一批产业合作示范园区。通过双方的共同努
力，力争成渝地区能够在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

“任务书”细化成“施工图”

“本次会议形成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规
划编制工作方案》，提出了打造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
策源地、产业创新应用场和开放创新示范区，必将有
力推动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庆
市科技局党委书记、局长许洪斌表示。

为推动成渝两地双城经济圈建设科技创新中心，
重庆市大力实施引进科技创新资源行动计划，已先后
引进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电科等
85家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企业。许洪斌表示，接
下来，重庆将聚焦建设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高标准
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两江协同创新区，在重大科
技创新平台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研究
能力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人
才集聚等方面协同发力、相向发展。

重庆两江新区和重庆高新区是我市推动创新的
两大“引擎”。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
主任王志杰表示，今年以来，两江新区全面加强与四
川天府新区以及多个地市的深度交流合作，先后召开
两次联席会议，推动落实2020年十项重点任务。其
中在科技创新方面，两江新区的中国汽研、药友制药、
伟岸测器等企业、研究机构与成都相关单位和机构已
开展项目联合研发。

王志杰表示，下一步，两江新区将按照此次联席
会议部署，紧扣打造内陆开放门户和重庆智慧之城定

位，围绕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高品
质生活示范区目标，充分发挥对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联动作用，携手天府新区等
地，共推科技创新协同协作，共同打造协同
创新平台、集聚高端创新要素，助力建设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努力做到

“四个突出四个协同发力”。
重庆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商奎介绍，重庆高新区全力以赴融入“双循
环”、建好“经济圈”，已开工科学大道、科学
谷等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超瞬态物质科学
实验装置、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等一
批大装置、大平台，集中签约高校、科研院所
重点创新平台项目24个、总投资超210亿元；
全力以赴画好“同心圆”、唱好“双城记”，已与四
川联合设立总规模300亿元的双城经济圈发展
基金，与成都高新区建立“双区联动”合作机制，在全
市率先互发川渝地区第一张异地营业执照。

商奎表示，下一步，重庆高新区将认真贯彻本次
会议精神，聚焦科学主题“铸魂”、面向未来发展“筑
城”、联动全域创新“赋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深化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增强协同创新发展能力，加
快把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成为“科学家的家、创业
者的城”，合作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再添新“筹码”

“川渝人力社保服务信息化，让我最期待。”会后，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元春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通过信息化，可以实现“就近办”

“异地办”等，提升为两地老百姓办事效率，引领人力
社保服务规范化发展。

陈元春介绍，自3月17日川渝召开党政联席会
议以来，川渝两地人社部门一直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相
关合作事宜。截至目前，川渝已实现人社信息化“两
地通”，包括养老、工伤待遇资格认证等7项业务可以
互办；实现求职招聘“一点通”，川渝两地公共招聘网
能同步收集发布两地用工求职信息；实现社保卡服务

“就近办”，两地持卡人前往当地的川渝社保卡通办服
务网点或两地人社官方App服务专区，可方便快捷
办理激活、挂失等服务。

但是，社保关系转移接续以及社保基金等更高层次
的统筹，需要区域协同。陈元春说，下一步，川渝两地人
社部门将在信息化上下功夫，通过信息化实现社保服
务一体化。同时，两地人社部门将协调两地图书馆，

利用信息化手段，开通社保卡的借还书等更多功能。
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除了社保互认等“软件”

上更加便利，交通基础设施的“硬件”上，也将有“大动
作”。

重庆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许仁安表示，目前
川渝两地正加强规划衔接，配合国家部委编制出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2021—
2035年）》，争取有更多的交通重大项目纳入国家“十
四五”规划。

具体而言，双方将加快项目建设，铁路按照“五年
全开工、十年全开通”目标，尽快启动成渝中线等高铁
建设。高速公路会加快打通断头路，实现互联互通。
比如尽快开工建设万州至达州等高速公路项目，推动
形成“三环十八射多联线”高速公路网。水运方面，深
化长江上游地区航运合作，协同建设长江上游航运枢
纽。航空方面，重庆将规划建设第二机场，提升航空
枢纽能级。“川渝两地会加强协同，加快建成西部国际
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门户枢纽。”许仁安表示。

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软硬件上加快“互联互通”

中央部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把构建一
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放在重要位置。“过去一年，
我们能够感受到两地群众对交通互联互通的盼望。”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罗佳明说，两地交通部门建
立起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今年已召开7次联席会
议，共同编制发展规划，签订三年行动计划和6个合
作备忘录。就在几天前，四川与重庆首次联合开工
开江至梁平高速公路。今年全年，已开工省际高速
公路4条，建成成资渝和渝广支线等2条川渝高速
通道，川渝间已建和在建高速公路达到17条，同时
开通遂宁至潼南等多条省际公交，并实现川渝毗邻
地区交通联合执法。

此次会议，对交通建设的目标提出了更加清晰

的要求。“成渝‘双圈’的交通建设，不仅是要解决两
地之间的通道问题。”罗佳明说，当前，国家综合立体
交通网布局由“弓字型”向“钻石型”转变，川渝的战
略位势和分量显著提升，两地作为连接中原与西南
西北的中心枢纽，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
际竞争的新基地，通道建设将服务于国家通道建设
的大战略，拓展南向西向开放的新格局，实现陆路交
通由“扇形开放”向“360度全方位开放”转变。

罗佳明介绍，下一步，两地将提速扩能成渝双核
主轴，推进成渝、成遂渝高速公路按八车道标准扩容
改造，充分发挥好长江黄金水道作用。目前，两地交
通部门已达成共识，将以协作促协同，打通大动脉，畅
通微循环，当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先行官”。

做大交通
陆路交通由“扇形开放”变为“360度全方位开放”

《关于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联合实施方案》

提出了两省市将共同构建双城经济圈发展新格局，共同完成基础设施、现代产业体系、科技创新等8大领域37项重

点任务，两地将共同抓好《规划纲要》落实，共同推进政策协同，共同实施重大项目，共同建设重大平台，体现了川渝“一家

亲”意识，“一盘棋”思想，“一体化”理念。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规划编制工作方案》

主要对《规划纲要》中的重大规划和重大事项进行细化和具象化，通过编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综合交通

发展、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等规划，制定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国际消费目的地等方案，促进两地挂

图作战、压茬推进、限时完成。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便捷生活行动方案》

主要从打造区域协作高水平样板，推进两地公共服务政策协同的目的出发，推动实施交通通信、户口迁移、就业社

保、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6方面16项重点任务，提高两地群众便捷生活水平，促进两地人口流动、生产要素自

由流动，不断增强两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两省市领导联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点项目工作机制》

以“联系省市领导+工作专班”的方式，在项目确定、项目服务、总结评估等方面构建工作机制，配套制定《两省市领导

联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工作方案》，明确了成渝中线高铁、成达万高铁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

联系省市领导、工作专班组长、副组长及成员单位和联系事项，做到高位推动、多方参与、共抓落实，更好发挥重点项目的

支撑引领作用。

3

4

成

渝
地
区
双
城经济圈建设“施工图”

兄弟齐心做大事

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了两省市共同研究起草形成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联合实施方案、重点规划编制方案、便捷生活行动方案、两省市领导联

系重点项目工作机制等文件，对《规划纲要》进行了全面贯彻和细化落实，明确了贯

彻落实的实施路径，切实将《规划纲要》“任务书”变成川渝两地推进工作的“施工图”。

资料来源：重庆市发展改革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