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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20202020年年11月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亲自作出推动亲自作出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年当年1010
月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审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使成渝提出使成渝
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科技创
新中心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打造打造
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川渝两地发展的是川渝两地发展的
重大机遇重大机遇，，是必须担起的重大责任是必须担起的重大责任。。重庆紧扣重庆紧扣““两中两中
心两地心两地””战略定位战略定位，，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同心同心
协力办好合作的事情协力办好合作的事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起
步扎实步扎实、、开局良好开局良好，，唱好唱好““双城记双城记””、、共建经济圈成为共建经济圈成为
巴蜀大地的主旋律和最强音巴蜀大地的主旋律和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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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年年1212月月2424日日，，重庆大足至四川内江高速公路重庆段通车重庆大足至四川内江高速公路重庆段通车。。自成渝地区自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启动建设以来双城经济圈启动建设以来，，川渝两地高速公路建设按下川渝两地高速公路建设按下““快进键快进键””，，目前川渝之间在目前川渝之间在
建高速公路有建高速公路有55条条，，规划待建高速达规划待建高速达77条条。（。（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记者记者 齐岚森齐岚森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1717日日，，两江新区两江新区（（自贸试验区自贸试验区））政务大厅政务大厅，，
工作人员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连线工作人员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连线，，
协助重庆市民协助重庆市民（（左一左一））咨询在武侯区开办企业相关事宜咨询在武侯区开办企业相关事宜。（。（资资
料图片料图片）） 记者记者 张锦辉张锦辉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张珺 颜若雯 王亚同 戴娟 周尤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局和长远发展作出的战略
部署。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使成渝地区
战略地位凸显、战略空间拓展、战略潜能释放，为成
渝地区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

两年多来，全市上下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对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着
力在深化、细化、转化上下功夫，找准工作结合点和
切入点，注重机制化、政策化、项目化、事项化推进，
实现良好开局。

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如何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代表
委员纷纷建言献策。

推动产业融合
加快实施“链长制”，创建“国家双创示范

基地”，壮大临空经济

全国人大代表、渝北区委常委、副区长杨帆注意
到，在规划纲要中，多个重大项目“点名”渝北，多处
重点工作与渝北密切相关。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2022年重大项目名单中，渝北区的项目涵盖现
代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这些
重大政策利好，都为渝北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

杨帆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渝北推动产业
融合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下一步，渝北将围绕现
代产业体系建设目标，加快实施“链长制”，面向“芯
屏器核网”全产业链、“云联数算用”全要素群，加快
推进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聚焦软件和信息服务产
业链，推进仙桃数据谷打造国内一流的汽车智能化
国际产业园，积极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
纽节点建设，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创新
体系。

在科技创新方面，渝北将抢抓国家推进“实施科
技体制改革三年行动方案”、重组国家实验室体系的
机遇，狠抓科创企业上市、延链补链强链以及培育创
新主体等，积极创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临空经济是渝北的产业特色。杨帆说，将以壮
大航空产业及关联配套产业为核心，积极培育打造
主基地航空公司。进一步聚焦中新合作，积极创建
中新（重庆）数据谷，切实将中新数据通道用起来，新
方优质企业引进来，智慧应用场景亮出来，数据有序
利用跑起来，持续深化中新信息通信领域合作。

提升科学素养
加大对成渝集聚数字科创人才的支持力

度，促进科技人才政策有机衔接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彭静认为，数字经济是川渝两地产业发展的名片。
今年全国两会上，她呼吁支持成渝共同打造数字科
创生态，推动数字产业集聚融合发展。

彭静说，成渝地区在新发展格局中地位凸显，肩
负着中西部地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使命。近
年来，川渝在数字产业发展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重庆、四川同时被确定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
验区、共建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在彭
静看来，成渝地区肩负着打造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
科创中心使命，但也面临科技人才缺乏，科技社团、
科技文化等软环境缺失等问题。

彭静认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需要国家支持、成渝联动，推动两地数字科创元
素竞相涌流。她建议加大对成渝地区集聚数字科创
人才的支持力度，促进两地科技人才政策有机衔接，
推动成渝地区相关科技社团对外交流合作，在国家
支持下共建国际技术转移合作平台。同时，充分发
挥数字科创溢出效应，专项支持成渝地区数字科普
工作，培育打造“家门口”的科学社、科学咖啡馆、科
普农家会等载体，提升成渝地区科学素养和数字化
应用能力。

促进文化相通
积极推进文化传承一盘棋，把双城经济

圈建设成为高品质生活的文化走廊

全国人大代表、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曹清尧
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
协调性，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研究部署推动的国家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
两年多来，成渝两地真正实现了发展一条心、规划一
张图、科技一座城、产业一体化、基础设施一张网，有
力地带动了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推进新时
代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中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活
力和巨大潜力。

曹清尧表示，文化相通相融是成渝两地最大的
特点和优势。自古以来，成渝山水相连、人文相亲，
两地人员交往就如同走亲戚，十分密切。在科技、教
育、人文等领域的联系不可分割。尤其是在文化领
域，许多历史文化优质资源是成渝两地交往融合的

见证，多集中在成都和重庆的主城。而成渝之间星
罗棋布的中小城市、乡镇甚至村落，还散落着许多各
具特色的优秀文化资源，应该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中进一步统筹规划、一体开发。

他建议，要高度重视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产，积
极推进文化传承一盘棋，不但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带，也要把它建设成
为高品质生活的文化走廊，让巴蜀文化更加璀璨夺
目，推动沿线农文旅深度融合，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交相辉映。

打造研究集群
加快建设国家医学中心，提升重庆在生

命健康领域的源头创新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重庆市委会副主委、重
庆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中明确，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依托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优质医疗
资源，加快建设国家医学中心，支持共建区域医疗中
心和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群。为此，重庆医科大学将
勇担使命任务，抓住这一难得契机，实现科技创新的
能级跃升，助推重庆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赋能添彩。

黄爱龙说，目前重医正全力投入金凤实验室建
设，把最具竞争力的科技团队和最具创造力的科技
人才投入其中，为共同打造重庆实验室“新样板”产
出更多“金凤凰”贡献重医力量。同时，学校拟打造
智慧病理、脑科学与脑疾病、医学检验三大研究集
群，着力提升重庆在生命健康领域的源头创新能力，
并与海外引进的优秀人才形成合力，达到“1+1＞2”
的效果。

全国人大代表、市中医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李
延萍表示，川渝两地将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在中医药
一体化发展上力求取得突破。

李延萍介绍，两地为加强中医药产业合作，成
立了川渝两地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联盟，两地

政府部门、中医药医疗机构、科研机构、中药企业等
合作开展中医药产业规划以及成果应用转化，完善
了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医药产业合作迈向新
高度。

未来，两地将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
大机遇，加快建设国家重要中医药产业基地，培育壮
大现代中药产业，积极创建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
心，高水平建成重庆中医药学院。此外，还将共创国
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国家中医疫病防治重大基地
等，推动中医药参与养老服务体系。

形成监督合力
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落实情

况作为计划规划执行情况监督的重点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黄
玉林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推进有力，规划纲要出台公布，川渝双方议定
事项扎实推进，规划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完善，重点任
务、重点项目也在不断落地，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
进，为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人大将积极参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黄玉林说，市人大财经委将进一步加强与四川省人
大经济委沟通协同，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
划落实情况作为计划规划执行情况监督的重点。同
时，还将对部分重点产业开展专题调研，及时向政府
有关部门反馈情况以便于研究处理。另外，还要开
展重大项目实施情况调研，持续跟踪监督川渝共建
的重大项目实施情况。

川渝双方的合作平台建设也是监督重点。黄玉
林透露，将积极推动川渝毗邻地区共建功能平台建
设，推动产业共建、基础设施互联、生态共治等。针
对营商环境改善，将持续跟踪川渝人大协同出台的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督促有关部门优化完
善支持市场主体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深化拓展川
渝通办事项，不断增强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和川渝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同心协力办好合作的事情

唱好成渝高质量发展“双城记”

2021年10月20日，正在建设中的川渝高竹新区平安寨社区。（资料图片）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2020年12月24日，成渝高铁提速，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投入运营，成渝两
地实现1小时直达。（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