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建科创中心
一年多来，川渝两地加强资源共享，努力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共建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研究谋划200个重大支撑项目、15个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

同时，川渝高校已共建3个协同创新中心和1个重点实验室，围绕人工智
能、大健康等联合实施重点技术研发项目15个，共同推动科技专家库交换共
享第一批8000余名专家信息。

此外，两地共同发起设立总规模50亿元（首期10亿元）的双城经济圈科
创母基金。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集中开工总投资1300亿元的79个项目，
与中科院、北京大学、重庆大学共建重庆科学中心，建成6个环大学创新生态圈、
24家市级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设立20亿元西南首支成果转化股权投资基金。

推动毗邻合作
川渝毗邻地区合作，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头戏”。为此，2020

年7月，川渝两地提出共建万达开统筹发展示范区、川渝高竹新区、遂潼川渝毗
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等功能平台，加上规划纲要
提出的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两省市共建10个区域合作功能平台。

目前10个平台全部启动方案编制，其中川渝高竹新区和遂潼一体化发展
先行区已获两省市政府批复设立，总体方案已由两省市发展改革委印发实施。

各平台也结合自身实际，在基础设施、产业、环保、公共服务、管理运营等
方面共同发力，通过打通“断头路”“瓶颈路”，加快建设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
基础设施，深化发展平台协同联动，实现异地入学、就医、就业等方面积极探
索，推动了川渝毗邻地区的融合发展。

共建文旅走廊
2020年以来，川渝两地文旅行业围绕“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签订文

化旅游战略合作协议49份，发起成立文化旅游合作联盟10个，共同推动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建设重点工作65项，其中圆满完成35项，3个文化旅游项目入
选2020年川渝共同实施的31个重大项目。

同时，为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两地培育“文旅+大熊猫”等特色优
势产业集群，推动成都宽窄巷子、重庆洪崖洞等景区合作共建，开发跨省市旅
游线路70余条。

接下来，两地将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合作，重点推进30余项工作，并从深
化品牌打造、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艺术交流、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等方面，
努力将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成具有巴蜀味、中国韵、世界范的文旅走廊。

医保直接结算
截至目前，川渝两地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5182家，其中重庆

接入1887家，全市符合条件的住院医疗机构全部接入国家平台。截至2020
年12月末，重庆参保人在四川就医累计备案11.54万人，住院结算9.42万人
次；四川参保人在重庆就医累计备案23.88万人，住院结算16.3万人次；川渝
两地门诊费用结算91879人次。

从今年1月起，川渝两地门诊慢特病费用也可以跨省直接结算。范围包
括重庆市全域，四川省省本级、成都、攀枝花、泸州、资阳、乐山、达州7个统筹
区。试点门诊慢特病病种为高血压和糖尿病，重庆首批定点医疗机构有93
家。此外，重医附属儿童医院、重医附二院等医院与四川部分医院开展了远
程诊疗。

开通省际公交
2020年7月2日，川渝两地交通主管部门签订合作方案，提出到2022年，

两地将开通13条以上川渝毗邻地区跨省际公交线路。
2020年，川渝两地已开通潼南桂林至遂宁安居磨溪、永川朱沱镇到泸州

泸县、梁平区新盛镇至开江县任市镇、江津塘河至合江白鹿、泸县喻寺镇至荣
昌区清江镇、达州开江八庙镇至开州铁桥镇、达州市开江县至开州区义和镇，
总共7条线路。

今年1月20日，合川区七间站到广安市武胜县万善火车站，川渝第8条省
际公交线路开通。4月20日，城口双河至达州万源堰塘省际公交线路正式开
通，这是川渝两地间开通的第9条省际公交线路。此外，重庆中心城区、成都
主城公共交通实现了“一卡通”和“一码通乘”。

人才互推共享
线上，依托“重庆就业网”和“四川公共招聘网”，开设“川渝合作‘职’等您

来”求职招聘专区，发布招聘岗位约60万个；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线上
招聘、“川渝一家亲，携手促就业”网络专场招聘，联合发布岗位约188万个，达
成就业意向成交数近40万人次；创新开展“重庆英才·职等您来”公共就业人
才网络直播招聘川渝合作专场3期，20家川渝用人单位做客直播间，吸引99.3
万人观看，收到简历24万余份。

线下，重庆联合四川开展金秋招聘进校园专场招聘会，300余家川渝企业
提供就业岗位近1.5万个；举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就业创业活动周，吸引近
10万人次参与；两地各对口市区县联合举办现场招聘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10万余个。

携手保护生态
2020年以来，川渝两地在生态环境领域签订合作协议50余项，其中重庆市

生态环境局与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签订协议10项，重庆区县与四川省相关市区
县签订合作协议30余项，两省市水利、林业、公安等部门签订合作协议11项。

在大气联动帮扶方面，2020年川渝毗邻地区已开展5轮打赢蓝天保卫战
联动帮扶，检查企业242家，移交问题线索159条；在危废转移方面，两地按照

“白名单”制度直接审批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申请190件次9.89万吨；在联动
执法方面，对两省市24家涉VOCs企业开展了现场执法检查，发现并移交处
理环境问题27个；在协同督察方面，共同印发《新盛河、任市河流域水环境问
题整改督察联动工作方案》，34个问题已整改完成30个，流域水质稳定在Ⅲ
类及以上，达到国家水质考核要求。

通办便民事项
截至目前，川渝两地已联合发布两批次210项“川渝通办”事项，涉及民

政、税务等23个行业领域，包括申办营业执照、身份证换领、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互转等。除132项为国家要求在2021年底前实现跨省通办外，增加川
渝地方特色事项78项。

第一批95项事项已于2020年底前全部实现，累计减少办理环节327
个、办理时间569个工作日、申请材料232份。其中，在营业执照互办互发方
面，有24户重庆企业就近在四川省内领取重庆营业执照，15户四川企业就
近在重庆市内领取四川营业执照。第二批115项事项已于今年3月8日发
布，计划在10月底前全部实现。今年1至4月，“川渝通办”事项总量已超过
76万件。

合开中欧班列
今年1月1日，同一时间、不同地点，重庆与成都开出两趟中欧班列。从

这一刻起，川渝两地的中欧班列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中欧班列(成渝)
号。

这是一个由重庆和四川共同创立的全新中欧班列品牌，也是全国首个两
地合作开行的中欧班列品牌。它翻开了中欧班列发展新篇章，也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新动力。

今年1—4月，中欧班列（成渝）号开行折算列1936列，占全国班列开
行总量的37%，继续位居全国第一。同时，成渝两地口岸物流部门及中
铁成都局集团共同形成了《中欧班列（成渝）运输协调联席机制方案（初
稿）》。

民企相互投资
在投资合作上，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在四川投资的民营企业5万余家，

四川在重庆投资的民营企业10万余家。两地民营企业相互投资领域涵盖
汽摩配件、电子信息、智能制造、医药产业、农业产业、房地产开发等几十个
行业。

以汽摩产业的合作为例。目前，小康集团在四川有40多家配套企业，宗
申、隆鑫等重庆摩托车企业都在四川有零部件配套企业；重庆双马汽车零部
件、凯仁机械等也为四川资阳、宜宾等地汽车企业提供配套，互相形成整车产
业配套供应链。

同时，川渝毗邻地区产业配套合作基础较好，如邻水县80%以上的产品
配套重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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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

1月6日
重庆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精神，研究重庆市贯彻落实
意见。

四川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精神，研究四川省贯彻落实意
见。

1月10日
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会议强调，抓住用好重大战略机遇，高质量
谋划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1月17日
深化川渝合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两

省市发展改革委主任2020年第一次调度会在重庆召
开。

2月21日
深化川渝合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两

省市发展改革委主任2020年第二次调度会在成都召
开。

2月28日
四川省委编委批复设立四川省推进成德眉资同城

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3月12日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川重庆常务副省

市长协调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成都召开。

3月17日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川重庆党政联席

会议第一次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审议两省市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方案及2020年重点
任务等文件。

3月23日
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动员大会召

开。

4月7日
重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暨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市领导集中调研成果交流
会召开。

4月15日
中共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召开。

审议通过《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立足“四个优势”发挥“三
个作用”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决定》。

4月28日
深化川渝合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两省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2020年第三次调度会在重庆召开。

6月12日
重庆市委编办批复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增设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中心。

7月10日
中共四川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成

都举行。审议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决定》。

7月13日
四川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暨推进区域

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成都召开。

7月18日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合办公室2020

年第四次主任调度会在成都召开。

7月27日
两省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川渝毗邻地区合作

共建区域发展功能平台推进方案》。

9月8日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合办公室2020

年第五次主任调度会在重庆召开。

9月16日
川渝两地各选派51名、50名优秀年轻干部互派

挂职（顶岗）工作。

9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绵

阳科技城建设部际协调小组会议。

10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10月18日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政

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

10月19日
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

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工作。

10月30日
两省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川渝通办事项清单

（第一批），要求95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年底前实现线
上“全网通办”、线下“异地可办”。

11月4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成达万高铁可研报告。

11月14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联合办公室2020年第六次

主任调度会在成都召开。

11月25日
四川重庆常务副省市长协调会议第二次会议在重

庆召开。

12月14日
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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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形式召开。

12月31日
川渝高竹新区、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

行区获批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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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召开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暨推进
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

1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

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2月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明确将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四“极”列为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

3月5日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合办公室在永川

召开2021年第一次主任调度会。

3月8日
两省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放管服”改革2021年重点任务清单》《川渝通办事项
清单（第二批）》。

3月30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

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2021年工作要点。

3月31日
川渝两地首个协同立法项目《重庆市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经重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将于7月1日实施。

4月15日
中国贸促会与四川、重庆政府签署三方合作协议。

4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批复支持重庆市和四川省建

设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4月25日
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2021年川渝合作

共建重大项目名单》。

4月29日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合办公室

2021年第二次主任调度会在成都召开。

5月15日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川重庆

常务副省市长协调会议第三次会议在成都召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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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西部（重庆）科学城科学谷一期工程，目前已进入内部装修阶
段。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2020年12月5日，重庆永川和四川泸州开展交通违法行为“大查缉、大执
法”联合执法行动。 特约摄影 陈仕川 通讯员 梁猛/视觉重庆

2020年11月5日，荣昌区妇幼保健院医生正在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医生进行新生儿肺炎远程诊疗。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2020年12月5日，潼南区双江镇界桥公交站，市民正乘坐重庆潼南城区-
四川遂宁磨溪的跨省城际公交车。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2020年12月30日，重庆永川至四川泸州高速重庆段正式通车。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2020年12月4日，琼江潼南区崇龛镇境内，遂潼两地镇级河长正在共同
巡河。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1月4日，在两江新区（自贸试验区）政务大厅“川渝通办综窗”，工作人员
正在为市民办理业务。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1 月 1 日，重庆团结村中心站，2021 年中欧班列（成渝）号第一趟列车发
车。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位于广安市邻水县高滩园区的四川瑞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汽车设计
研发机构，主要为重庆车企服务。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4月15日，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紧缺人才招聘会上，求职人员正在寻觅
合适的岗位。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本版文字由记者吴刚、韩毅、周松、李珩、崔曜、王翔、杨永芹、陈维灯、何春阳、杨骏、陈国栋采写）

两地联合执法
截至目前，重庆同四川毗邻的13个区县公安局已初步建立了110报警服

务一体化处置机制。依托川渝毗邻地区成立的联合警务室、治安联调中心
等，两地协同加强交界区域因项目开发、征地拆迁、工程建设等引发的矛盾纠
纷调解，已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90余起。

同时，两地推动毗邻地区突出违法犯罪协同打击。以环保案件执法协作
为例，两地协同侦破川渝首例跨区域钻井行业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8名，查扣危险废物100余吨。

此外，两地公安机关打破服务壁垒，推动公安政务服务互通互认。截至5
月19日，重庆各区县为两地群众办理跨省市户口迁移40054人次，其中，迁入
重庆28261人次，迁入四川11793人次。

连接高速通道
2020年，川渝签署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0-2022年）》等“1+6”框架合作协议，全面启动交通强国成渝试点建设。
高速公路方面：2020年以来，重庆开工渝武高速扩能北碚至合川段、铜

（梁）安（岳）高速重庆段、江（津）泸（州）北线高速、梁（平）开（江）高速等4条高速
公路，相继开通了渝广高速支线、永（川）泸（州）高速重庆段、合安高速双江枢纽
互通至崇龛川渝界段等3条高速公路。至此，川渝间已通车和在建高速省际通
道达19条。铁路方面：加快推进渝昆高铁、成达万高铁等项目建设，全力推进
成渝中线、渝西高铁前期工作；试点开行重庆中心城区-成都货运专线。水运方
面：川渝共6方签署万州新田港二期工程投资协议，稳步推进嘉陵江利泽航运
枢纽、涪江双江枢纽、渠江等航道建设，加快推进果园港、宜宾港智慧港口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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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共同参与主办的第六届中国诗歌节，在成都开幕，在重庆闭幕。图
为闭幕式文艺演出。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川渝高竹新区渝北片区。
通讯员 许可 摄/视觉重庆

资源来源：市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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