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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十四五”
同城化发展将提速

目标：三峡城市核心区重要支撑。“万开
云”同城化发展格局全面形成，三峡城市核心
区、现代绿色产业集聚区、三峡综合交通枢
纽、三峡对外开放门户的“两区一枢纽一门
户”功能更加凸显，成为三峡库区核心增长
极，云阳在“万开云”同城化的极核功能更加
明显、支撑作用更加重要。到2025年，云阳常
住人口达到110万人，在“万开云”同城化发展
中常住人口、市场主体和经济总量的占比分
别提升3个百分点左右。

措施：发挥“两区一枢纽一门户”作用，构
建同城化发展机制，推动“万开云”同城化规
划、组团式发展、协同性建设，共推“万开云”
同城化发展，共建三峡城市核心区。

打造立体交通 拉近城市距离 加速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近日，云阳县发
布《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暨渝东北三
峡库区城镇群建设
2021 年重点工作任
务》，总计32项年度
具体任务，从重大项
目、重大事项、重大合
作方面，为该县全域
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刻下了
鲜明的注脚，掀起了
融“圈”入“群”新一轮
高潮。

发展活力竞相迸
发，合作格局不断拓
展，得益于云阳自身
的精准定位。该县对
标《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规划纲要》中明
确的节点作用，将“万
开云”同城化发展作
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抓
手，提出发挥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的
节点作用、坚持“四化
路径”、实施“双100
双 1000”战略、实现
“五地一支撑”目标的
思路，勾画融“圈”入
“群”蓝图。

近日，起自云阳铁峰山隧道，止于杨柳隧
道出口的江龙高速一期工程现场一片繁忙。
作为云阳第一条地方自主建设的高速公路工
程，江龙高速进入全面建设状态，49处重要工
点全部开工，预计今年将完成30%的工程量，
有望于2024年9月顺利通车，将和G42沪蓉
高速、巫云开高速、万巫南线高速互联互通，构
建渝东北地区纵向骨干交通。

郑万高铁云阳段近日取得突破：站前广场
已完成50%工程量，为后续施工快速推进打下
基础。随着郑万高铁云阳段明年全线建成通
车，云阳将全面对接“一区两群”、“万开云核心
区”和“万达开川渝统筹示范区”，深度融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长
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高质量建设小江科
创城，着力创建市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
力构建“万开云”科创走廊，成为连接川渝的

“黄金通道”。
云阳毗邻“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

处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辐射带动的第二层，
是渝东北近距离接受“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
示范区3个城市辐射带动的地区，在对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利用渝东北城市群优质
资源等方面具有天然区位优势。

为此，云阳在落实同城化发展中将交通作
为“先行官”，尤其注重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同城
化的骨骼系统，加快构建区域快速、便捷、高

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
网络。

在铁路方面，加速建成郑万高铁云阳段，
积极对接沿江高铁重庆至宜昌段、沿江货运铁
路、渝东北川东北旅游环线、万达开云城际铁
路等重大铁路项目，构建“一高两普一货四环”
铁路路网；在高速公路方面，加快建设江龙高
速，加速推进云阳龙缸至利川段、万巫南线等
高速公路项目，畅通加密区域内国省道交通循

环网，进一步消除区域间“断头路”“瓶颈路”，
构建“三横一纵两循环”高速路网；同时用好用
足长江黄金水道，打造“一港五区一平台”水运
体系，高标准规划建设云阳复兴港和黄岭水运
产业物流园。

云阳正用“公铁水”立体式的交通格局，逐
步拉近与万州、开州的距离，“万开云”同城化
更加紧密，高质量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
在成为现实。

今年6月，在重庆雾都宾馆举办的“万开
云”产业协同发展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上，市经
济信息委、重庆现代产业发展研究院分别与万
州区、开州区、云阳县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备忘
录和战略合作协议。总投资37.3亿元的12个
工业投资项目的落户，是云阳推动“万开云”产
业协同发展的一个缩影。

产业是云阳发展的硬支撑。云阳聚焦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不断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生态工业不断壮大，绿色消费
品、装备制造、能源电子三大产业集群基本
形成，“千亿工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启动；生

态农业提质增效，农业总产值突破百亿元，
着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三次产业结构优
化为14.2:39:46.8。

立足优势，推动发展。在同城化进程中，
云阳正进一步强化与万州、开州的产业协作，
加强发展规划对接，合力构建“万开云”科创走
廊、生态产业走廊和航空经济走廊，共建现代
产业体系。

其中，制造业方面，将联合两地共同培育
以汽车、材料、消费品为核心，医药、电子、装备
为重点的六大百亿级绿色制造产业集群，推动
云阳工业园区按“一区多园”模式建设万州国
家级经开区的飞地园区，共建优势领域产业创

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组建产业生态圈建
设联盟。

现代服务业方面，建立“万开云”旅游一体
化发展平台，推进标准化旅游集散中心建设，
提升商贸服务业品质，统筹布局商贸市场，打
造云阳彩云梯等商业地标，共同推进区域电子
商务发展及会展中心建设，共同培育“三峡金
融”品牌，以万州机场为依托，培育航空服务、
航空物流等临空产业。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方面，联动培育壮
大百万吨级优质粮油、百万亩级柑橘、百万亩
级经果林、百万亩级中药材、百万头级生态猪
五大百万级特色产业集群。

集中要素资源 培育优势产业 持续加快特色产业体系建设

发挥节点作用 融“圈”入“群”加速提质增效云阳

云阳陈大毛面业生产车间工人正在抽检 崔力 摄/视觉重庆

滚滚长江，自西而东，滋润着川渝大地。
长江、澎溪河、磨刀溪等河流犹如玉带一样将
万州、开州、云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得天独
厚的水域条件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提供了水
要素、水景观，也对水生态治理提出了挑战。

去年8月，一场别开生面的盛会拉开了生
态共建共享的序幕。云阳县会同万州区、开州
区生态环境局召开了“万开云”同城化发展生
态共建环境共保联席会，推动“万开云”生态文
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云阳积极践行新发展
理念，始终坚守生态环保“红线”，围
绕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牢固
树立“同城化发展”意识，强化“一盘
棋”思想、“同城化”理念，与“万开
云”同城化协同推进长江流域生态
保护与生态修复，云阳正成为绿色

“经济圈”、美丽“经济圈”重要组成
部分。

在加强生态同保方面，先后签订
出台《万开云同城化发展生态共建环
境共保联席会备忘录》《区域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协议》，建立区域联席会、跨
界流域联防联治、联合监管执法、区域
监测数据共享、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固
危废管理信息互通、生态环保督察反

馈问题跨界联动整改和生态环境安全及污染事
故处置联动等一批联防联控机制，确保形成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工作格局。

在加强生态空间管控方面，大力实施“两岸
青山·千里林带”国土绿化工程，共同推进三峡
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区域森林覆盖率58%
以上；深入落实“河长制”“林长制”，协同开展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施案件联查、执法
联动，确保辖区主要流域水质总体达到或优于
Ⅲ类，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达到93%以上。

大力推进生态价值转换，落实自然资源有
偿使用制度，建立健全环境产权交易体系，完
善市场化、多元化有偿使用与生态补偿机制。

从基础设施持续融通到产业协作逐步加
强，再到统筹推进生态环境联防联控，“万开
云”同城化越来越多的成果显现，进入合作新
常态，开辟同城新天地，云阳高质量发展的路
径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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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 推动“万开云”同城化发展

厚植生态底色 守护碧水清流 统筹推动生态环境联防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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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00双1000”战略

“双100”，即在2025年建成“双50”中等城
市基础上，积极谋划、推进“100平方公里、100
万人口”大城市建设。“双1000”，即加快推进

“千亿工业”高质量发展，2027 年工业经济总
量达到1000亿元；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现
代产业体系构建，10年累计完成投资3000亿
元，2030年二三产业占比超过90%，经济总量
超过1000亿元。

“五地一支撑”目标

“五地”即“千亿工业”引领的现代产业集
聚地、科技创新承接地、公园城市标杆地、城
乡融合发展先行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
地；“一支撑”则是三峡城市核心区重要支撑。

云阳高铁站集散中心效果图

云阳县诚信杭萧钢结构项目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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