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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聚焦突破 面上持续发力

黔江 加快建设“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
黔江，不仅拥有“一江穿城、一峡连城，江峡相拥、城景一体”的独特景致，素有“峡谷之城”美誉，同时拥有成渝地区“两地两中心”的区位优势。5年来，黔江经济

社会发展总体保持渝东南领先地位，为渝东南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黔江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四城建设’将成为黔江今后5年发展的‘战略主攻点、发展突破点’。”黔江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黔江将着力在“点上聚焦突破、面上持续发力”上下功夫，推动文旅美城、集散兴城、工业强城、开放活城“四城”建设迈上更高台阶。同时，围绕“四城建
设”，全面、系统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实现“面上持续发力”，加快建设“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努力成为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高质量发展牵引城市和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节点城市。

“一座城市的发展终究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为根本目的。”黔江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黔江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价值追求，提升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打
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切实保障基本权益。突出抓
好重点群众就业创业，健全覆盖
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
保险法定人员全覆盖。健全老年
人、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关爱服
务体系和设施，保障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认真落实全民放开“三
孩”政策及配套措施。发展普惠
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构建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提高教育医疗水平。统筹办
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
育、职业教育，有序推动城区教育
资源向新城片区转移，实现更加
均衡发展。实施“名师名校”工
程，加强与市内外名校交流合
作。全力推动本科院校落地，大
力支持中高职院校发展，筹建中
医康养职业学院、大数据职业学
院。深入实施健康中国黔江行
动，深化与市属医院结对帮扶，完
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优质医疗
资源供给能力。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
设，全面提升市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实施
文化惠民工程，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提档
升级“五馆一院”，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丰富、
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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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濯水5A级景区

深化文旅融合
从“旅游大区”迈进“文旅美城”

“城在峡谷中，峡谷在城中”已成
为黔江响亮的城市品牌。据介绍，今
后5年，黔江将以“一城主导、两区示
范、三核驱动、全域融合”为重点，坚持
走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路子，推动“旅
游大区”向“文旅美城”阔步迈进，确保
2026 年文化旅游业增加值占全区
GDP15%以上。

加快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坚持以“拳头产品、龙头景区”引爆“全
域旅游·全景黔江”，接续提升濯水5A
级景区，加快创建城市大峡谷5A级景
区，精心打造金山盖国际旅游康养度
假区，持续建设阿蓬江“一江两岸”生
态文化旅游带，着力构建精品旅游景
区方阵，持续扩大A级景区品牌拉动
效应。

提速打造渝东南文旅融合发展先
行区。将武陵山国际民俗文化旅游
节、中国“黔江鸡杂”美食文化节、中国
山地马拉松系列赛、中国第一鹊桥会
婚恋交友活动、原创大型民族歌舞诗
剧《濯水谣》、中国土家族文学奖评选
活动等“两节一赛一会一剧一活动”打
造成为全国知名的文旅节会品牌。打
造“中国土家第一寨”，升级民族博物
馆，用好用活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

联手共建国家级文化产业和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依托渝东南文
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开发建设平台公
司、武陵山区文旅融合发展联盟，协同
打造乌江画廊文旅示范带、武陵山区
民俗风情生态旅游示范区。

拓展立体枢纽
提升互联互通放大集聚辐射力

为了进一步放大教育、医疗、旅游
“三大集散”中心功能，黔江将发挥交
通“先行官”作用，建设交通枢纽、物流
中心、要素通道，让更多人流、物流、信
息流汇聚黔江、汇通天下，增强金融、
商贸等公共服务集聚辐射力，打造渝
东南乃至武陵山区公共服务高地。

建设武陵山区综合交通枢纽。建
成投用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开工
建设渝湘高铁黔江至吉首段，加快黔
万高铁、黔务高速公路、黔利高速公路
前期工作，力争“十四五”期间开工建
设。同时加快广垫忠黔铁路、黔永高
速公路的方案研究。打通黔江东进、
北上、南下、西连快速通道。加快武陵
山机场跑道延伸项目建设，培育航线
20条以上，旅客吞吐量达到100万人
次，打造武陵山区重要航空门户和旅
游中转港。

深化内部交通循环快联。全面提
升干线公路等级，优化布局形成“一环
六射多联线”域内干线公路网。实施桐
坪隧道项目，加快构建“两环四纵五横”
城市路网、“快进慢游”旅游交通网。提
档升级“四好农村路”，试点推进重要乡
镇农村客运线路公交化改造，提升境内
乡乡通畅、村村通达水平。

打造区域物流集散中心。高标准
建设渝东南铁路、航空、公路物流中
心，高水平打造正阳现代物流园区，实
施武陵山空港物流项目，打通黔江至
涪陵货运铁路，开通甩挂运输业务，实
现空铁“联运”、甩挂“智运”、高速“畅
运”，建设渝东南空铁联运物流中心。

拓宽资源要素平台通道。依托华
录黔江数据湖产业园，建设一批云数
据中心、云技术平台。争取重庆数据
中心渝东南存储分中心、重庆水土数
据中心异地备灾中心落地。加快推进
油气长输管道、重大电力设施、新兴能
源、区域性能源调控基础设施等建设，
打造渝东南能源供应保障中心。加快
建设重庆市综合应急救援黔江中心、
应急物资黔江储备库和区域应急气象
保障中心。

集聚特色产业
深化三产融合突出“工业强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后5
年，黔江将坚持学好用好“两山论”、走
深走实“两化路”，通过培育特色工业
产业集群、壮大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提档升级现代服务业，着力特色产
业集聚，突出“工业强城”，深化“三产
融合”，加快构建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特
色产业集聚区。

培育特色工业产业集群。强化工

业园区“主战场”“主任务”，聚焦三大
百亿级产业集群，抓实节能环保、大健
康、数字经济产业，培育“链主”企业，
实行“链长制”，着力延链、补链、强链、
固链，打造优势产业集群，确保工业增
加值年均增长8%左右。布局大数据
产业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协同发展。

壮大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调
整优化农业产业空间布局，适度规模
推进宜机化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推进种业振兴，保障粮食安全，构建以

“粮油桑猪”为主导、“烟果鱼菌”为特
色的产业体系，打造百亿级农产品加
工园区，确保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
以上。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大力发展
农产品加工和农村电商，加强农业品
牌建设。强化农业科技、装备和人才
支撑，推进智慧农业建设。

提档升级现代服务业。以仓储物
流、金融、会展、人力资源等为重点，增
强区域服务功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
满足产业转型需求升级。加快发展健
康、养老、育幼、家政等服务业，推动生
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
中心城区升级打造核心商圈，积极发展
消费新业态，以高水平供给带动高质量
消费，建成区域消费中心，确保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7%以上。

创新驱动发展
建设武陵山区对外开放高地

作为渝东南唯一纳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的区县，黔江将全面融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
两群”协调发展，打好改革开放创新

“组合拳”，培育发展持久动能。
全面夯实高新区平台。深度对接

西部（重庆）科学城，高标准建设“重庆
高新区·黔江产业合作示范园”，加快
创建国家级高新区，确保高新技术企
业达到100家，第二、三产业产值达到
1000亿元以上，科技研发服务机构达
到120家，研发投入强度达到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谋划设立
航空口岸、铁路口岸，打造渝东南武陵
山区城镇群口岸发展中心。依托中国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创新区，
大力培育进出口企业，建设农产品出
口示范基地，突破性发展跨境电商。
创新招商激励机制，完善招商项目生
成、调查、跟进、退出管理制度，确保招
商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深化国资国
企改革，促进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加快投融资创新改
革，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
据信息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企业

“上云、上规、上市”。推进教育、医疗、
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领
域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全渝
通办”，深入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
对标世行标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
化“三帮一”联系服务，以“有呼必应、
有事必办、有难必解”促进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

提升区域协作水平。深化区域内
部、市域之间、武陵山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的联动发展，加大在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文化旅游、商贸物流、公共服
务等领域合作，拓展发展空间，增强集
散功能，推动跨区域优势互补、协调共
促、差异发展，打造中央国家机关定点
帮扶、东西部协作、市内对口协同、乡村
振兴帮扶4个区域协作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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