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来源：重
庆市经信委，四川
省经信厅）

制图/郑典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重
庆
市
党
政
代
表

团
在
宜
宾
市
东
部
产
业
园
考
察
。

记
者

苏
思

摄\

视
觉
重
庆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重
庆
市
党
政
代
表
团
在

宜
宾
市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欧
阳
明
高
院
士
工

作
站
考
察
。

记
者

苏
思

摄\

视
觉
重
庆

552021年 12月 15日 星期三
编辑 倪训强
美编 郑 典

川渝携手打造第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合作文件解读

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共建
装备制造产业
集群实施方案

到2025年，川渝装备制
造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万
亿元，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集
群初步形成

9项建设任务

1

2
01

共建“两核一带”装备制造产业
生态圈

02
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清洁能源装备产业

03
共同打造世界级航空航天
产业发展高地

04
共同培育轨道交通装备协
同发展体系

06
共同突破具有地域特色的
专用装备

07
共同夯实装备制造产业创
新发展基础

08
共同提升装备制造产业智能
制造水平

09
共同构建多层次开放式产业协同
体系

共同推动智能制造装备突破发展
05

□本报记者 杨骏 夏元

12月14日，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第四次
会议在宜宾举行，三江口长江生态公园是两地
参会代表相聚的首站，重庆党政代表团还考察
了宁德时代项目三江新区东部产业园、科技创
新中心院士工作站、宜宾大学城等。

党政代表团成员一边参观三江新区建设，
一边交流两地的发展经验。在他们心中，如何
更好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也有了更
清晰的思路。

做好顶层设计与基础设施建设

会议当天的重点内容之一，是要审议8个
文件。

这8个文件分为两类，一是对双城经济圈
的年度重点任务和年度重大项目建设两个方
面进行年终总结和部署明年计划；二是聚焦4
个方面起草了6个政策文件，涉及建设装备制
造产业集群、“双碳”目标等内容。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董建国表示，此次
这一批合作文件的出台，将为川渝两地在产
业、开放、改革、生态等重点领域的深入合作提
供指引，为推动成渝地区形成有实力、有特色
的双城经济圈，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贡献力量。董建国说，
上述8个文件，不仅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顶层设计，也是后续川渝合作协同发展布
置的“任务书”。

董建国谈到，能源合作将是川渝两地未来
聚焦的重点，将加快推进已纳入国家规划的川
渝特高压交流工程，推动川渝电网一体化发
展。进一步落实配套的电源点和电量，形成清
洁电力分享。

重庆市政府口岸物流办主任巴川江说，
目前果园港、万州港、泸州港、宜宾港正加强
合作，联合打造东向出海大通道，此次会议更
坚定了深化合作的信心。巴川江谈到，未来
将联合俄罗斯、波兰等线路进行谈判，合力打
造全国中欧班列第一品牌。西部陆海新通道
方面，双方将共同做优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
公司，组建四川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与重庆
一起共同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定价协商合作
机制，推动实现运作、规则、品牌“三统一”，力
争成渝地区通道运量年均增幅在15%以上。

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两手抓

宁德时代是新能源电池龙头产业，宜宾三
江新区将其招揽入驻后，发挥其集聚效应，带
动全市动力电池产业集群呈现出蓬勃发展势
头。重庆市经济信息委主任蓝庆华表示，重庆
和宜宾，乃至整个四川在产业上都有很强的互
补性，后续，川渝两地将在继续深化川渝两地
产业链、供应链融合互动基础上，推动创新链、
价值链耦合提升。

比如在新能源产业领域，重庆长安、小康
等企业可以进一步与宜宾合作，实现供应链的
稳定。“两地经信部门还将聚焦制约产业发展
技术瓶颈和薄弱环节，协同推动工业大数据、
工业云制造等领域产业创新平台共建共享。”
蓝庆华说。

重庆市文旅委主任刘旗表示，下一步，川
渝两地将围绕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
目的地和建设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实施精准

营销、精准施策、精准对接，推动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居民生活环境和文化旅游环境整体提升。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唐幸群表示，川
渝两地将在“碳中和、碳达峰”方面展开一系列
合作计划。比如，川渝两地生态环境部门将签
署《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框架协议》，深化应对气
候变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在发展气候投融资方
面，两地将组建全国首个区域性气候投融资产
业促进中心，还将建成完善全国首个覆盖“碳
履约、碳中和、碳普惠”的“碳惠通”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平台，通过高位谋划推动碳中和示范创
建，系统指导川渝两地的碳中和区域、机关、校
园、社区、企业创建。

作为本次会议的“东道主”，宜宾市的发展
路径，为川渝两地如何推动产业与生态协同发
展提供了借鉴。“宜宾会继续发力低碳、环保产
业。”宜宾市委副书记、市长方存好表示，宜宾
未来将加强低碳科技的研发，打造动力电池和
新能源汽车创新创业高地。同时，宜宾将坚持
生态有限、绿色发展，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持续推动川渝毗邻城市协同发展

永川和宜宾是友好城市，永川区委书记张
智奎表示，下一步永川会围绕共建川南渝西融
合发展试验区、泸永江融合发展示范区，与泸
州、内江等毗邻市县共同完成优质粮油及稻田
综合种养产业带建设、组建川南渝西大数据产
业联盟等93项合作任务，持续深化与川渝毗邻
市县合作。

江津区委书记李应兰说，目前泸永江融合
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获四川、重庆两省市政府
批复，江津区将以此为基础，推动三地协同发
展。当前，江津区正推进跨区域交通一体发展，
比如推进渝昆高铁江津段、江泸北线高速、渝赤
叙高速公路等川渝共建项目。江津也将加大与
川南黔北地区的合作，共同举办中国（泸州）西
南商品博览会等会展活动，协同建设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西南地区特色消费品聚集区。

荣昌区长高洪波表示，荣昌将加快融入川
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推动内江荣昌现
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高标准打造
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合作园区、川渝合作示范
园区。荣昌区还将强化自身特色产业，形成带
动引领效应，重点围绕现代基础设施、现代产业
体系、科技创新中心、生态屏障、公共服务等领
域谋划实施一批新的重大区域支撑性项目。

百尺竿头再出发 谋划发展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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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本报记者 夏元 杨骏

自2020年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一次
会议以来，双方的每一次党政联席会议，都会
推出“重磅”措施，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这一次也不例外。
在12月14日举行的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
上，两地党政部门审议通过了《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共建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实施方
案》《共建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实施方案》《关于支持川渝高竹新区改革
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碳达峰碳中和联合行动方案》《共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口岸物流体系实施方案》《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便捷生活行动第二批事项》
等文件。

这些文件传递出了哪些发展信号？重庆
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川渝两地相关部门和地
区负责人。

共同谋划第三个万亿级产业

会上审议通过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共
建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实施方案》提出，
将依托川渝装备制造产业基础，加快建设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装备制造产业协同发展新格
局，计划到2025年，川渝装备制造产业主营业
务收入将超过1万亿元，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
集群初步形成。

也就是说，川渝将携手把装备制造产业，
打造成世界级、万亿产业集群。而在这之前，
川渝两地正共同打造世界级万亿汽车产业集
群、世界级万亿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第三个万亿级产业如何打造？《方案》提出
包括川渝共同构建装备制造产业生态圈等9大
任务（如图）。

“《方案》首次提出了‘两核一带’概念。”四
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朱家德介绍，“两核
一带”是围绕成都德阳地区、重庆中心城区这
两个核心区，和G93成渝环线高速产业协作发
展示范带“做文章”，发展能源装备、航空航天
装备、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制造装备等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

另外，在清洁能源装备产业方面，川渝两
地将围绕风电、太阳能、水电、地热等能源装备
制造产业开展合作；在航空航天产业方面，将
通过强化主机引领、推动双向配套、促进集群
发展，形成一体化工业基础和产业体系；在轨
道交通装备产业方面，将共建协同发展体系，
增强两地装备在重大铁路工程建设、城际高速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供给能力；在智能制造
装备产业方面，将围绕川渝两地智能制造装备
产业链缺失、薄弱环节，锻长板、补短板，共建
西部领先的智能制造装备基地；在专用装备产
业方面，将结合川渝产业结构和地域特色，加
快发展现代农业装备和自然灾害防治装备；在
装备制造产业创新发展基础上，两地将汇聚创
新资源，持续推动创新载体共建共享，强化产
业深层次协同；在提升装备制造产业智能制造
水平上，将立足川渝两地装备制造集群优势，
加强智能制造基础共性技术创新；在共同构建
多层次开放式产业协同体系上，将协同开展通
用航空、工业机器人等产业互补招商，引进一
批创新能力强、发展后劲足、带动效应明显的
优势项目，提升产业竞争力。

建成国家工业互联网创新发
展新高地

会上审议通过的《共建成渝地区工业互联
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提出，计划到
2025年，川渝两地将基本建成特色鲜明、体系
完备的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成国

内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新高地。

届时，川渝两地将培育20个“龙头级”工
业互联网平台，建设40个二级节点，推动建设
1000个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数字化管理
等示范项目，两地工业互联网相关服务企业达
到1000家，持续推动“5G+工业互联网”让“上
云”企业达到50万户。

为实现上述目标，《方案》提出，川渝两地
将统筹推进一揽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
括共同推进网络升级改造、构建标识解析体
系、强化网络基础设施支撑作用、推进工业大
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协同推动产融对接等。

重庆市经济信息委主任蓝庆华表示，在引
导企业“上云上平台”方面，《方案》提出，将建
立川渝平台一体化发展机制，聚焦重点行业和
领域，支持建设一批布局合理、差异发展、优势
互补、开放共享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引导打破
平台区域壁垒。通过加快“云+智能”融合，有
效降低两地企业“上云”成本，推动企业工业设

备联网“上云”、业务系统云化部署，推动工业
App向平台汇聚，同时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展

“上云”成效评估，引导企业深度“上云”。

要把高竹新区打造成川渝合
作的高水平样板

作为川渝两地率先启动建设的跨省级新区，
规划范围涉及四川广安市和重庆渝北区的高竹
新区自2020年底设立以来，积极探索经济区与
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产城景融合发展等新路
径，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焦点之一。

为加快形成“1+1＞2”政策叠加效应，让
更多项目、资金、政策向高竹新区汇聚，推动其
成为川渝合作的高水平样板，《关于支持川渝
高竹新区改革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适时
出台。

《措施》内容包含7个方面、共28条政策
“干货”，包括发展主导产业方面，支持重点发

展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业，允许产业项目自
主选择申报两省市产业扶持政策、奖补资金；
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支持创建省（市）级重点
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开放
平台建设方面，支持创建中国（四川）自由贸易
试验区协同改革先行区和中国（重庆）自由贸
易试验区联动创新区，与重庆果园港等合作共
建“无水港”；强化用地用能保障，支持编制高
竹新区国土空间规划，试行建设用地指标、收
储和出让统一管理机制，统一水、电、气等管
（线）网及供应设施规划建设、服务标准和供应
机制等；在财税金融方面，对涉企的地方税费
按照两地最低税率或收费标准进行调整；在创
新人才机制方面，支持新区开展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先行先试、实行聘任制公务员等；在
赋予管理权限方面，依法下放省（市）级有关项
目管理权限，支持开展集成改革试点等。

“川渝高竹新区作为全国唯一跨省域共建
新区、川渝合作前沿，此次《措施》出台将进一步
带动新区跨越式发展。”广安市委书记张彤说。

协同共建成渝地区“双碳”示范区

共建“双碳”示范区，也是此次会上传出的
强烈信号。

据悉，此次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碳达峰碳中和联合行动方案》，是国内首个区
域碳达峰碳中和联合行动方案。

《方案》提出了“10项联合行动”协同推进
区域碳达峰、碳中和，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协同“双碳”示范区。

这10项联合行动包括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行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行动、交通运输绿色
低碳行动、空间布局绿色低碳行动、绿色低碳
财税金融一体化行动、绿色低碳标准体系保障
行动、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绿色市场共建
行动、绿色低碳生活行动、绿色低碳试点示范
行动，涉及生产生活方方面面。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唐幸群表示，
随着《方案》推动实施，川渝两地协同共建“双
碳”示范区，将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新方式、新
典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向绿色低碳高
质量转型。

建设“两极核、四通道、五区、
三带”物流体系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如何实现“货畅其
流，人畅其行”？

《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口岸物流体系
实施方案》给出了解决办法。《方案》提出，将统
筹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口岸物流系统总
体布局，营造良好口岸物流发展环境。

具体而言，双方将以成渝双城为极核，畅
通西部陆海、亚欧、沿江、航空等国际物流大通
道，共建重庆主城都市区、成都都市圈、万达
开、成渝中部、川南渝西这个5个枢纽经济发展
区，培育成渝、沿江、成绵乐这3个口岸物流发
展带，建设“两极核、四通道、五区、三带”物流
体系，到2025年，川渝两地社会物流总额达到
14万亿元。

为此，《方案》提出4个方面、共14项工作
任务，通过统筹推进区域口岸物流联网运行、
培育提升区域口岸物流经济发展动能、合作开
展口岸物流设施建设运营、优化区域口岸物流
协同发展环境，引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全面
融入构建“大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四川省口岸物流办主任吴舸表示，随着
《方案》实施，川渝两地将进一步完善形成“货
畅其流，人畅其行”的物流配送格局。

27项便捷生活措施将在1-2
年内实现

今年初，川渝两地联合印发《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便捷生活行动方案》，提出在交通通
信、户口迁移、就业社保、教育文化、医疗卫生、
住房保障等6个方面、16项公共服务和民生事
项，让两地群众切身感受到公共服务普惠共享
协同的政策红利。此次出台《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便捷生活行动第二批事项》，是对第一批
行动方案的补充更新，将进一步完善川渝基本
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政策体系。

此次《行动》提出聚焦8类行动、实施27项
便捷生活措施，将在1-2年内实施到位，包括
交通通信便捷行动事项，身份认证便捷行动事
项，就业社保便捷行动事项，教育文化便捷行
动事项，医疗健康便捷行动事项，住房保障便
捷行动事项，“一卡通”便捷行动事项，应急救
援便捷行动事项等。

“目前成都市和重庆两江新区已入选全国
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随着《行动》
的实施，将为川渝两地居民创造更便捷的‘双
城生活’。”四川省发改委副主任邓长金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