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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踔厉奋发
潼南

潼南 推动遂潼一体化发展先行区建设落地见效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指出，推动重庆、成都都市圈相向发展，支持遂宁与潼南等地探索一体规划、

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建设模式。
潼南与遂宁同处成渝腹地，山水相依，历史人文相近。作为成渝双城相向发展中的桥头堡城市，近年来，潼南区抢

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战略机遇，积极携手遂宁，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探索一体化发展，
倾力打造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促进两地全面实现深度融合、组团发展，有效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做强
成渝地区中部极点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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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潼南就能申领到遂宁的营业执
照，不用单独跑回遂宁，实在太方便
了！”日前，身在潼南区的四川遂宁市民
何苗，在潼南政务服务中心市场主体注
册和许可服务厅，拿到了登记机关为

“四川省遂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营
业执照。

何苗的亲身经历，是潼南区着力推动
遂潼地区公共服务一体化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潼南区按照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总体要求，聚焦遂宁、
潼南两地企业群众高频办事需求和“急
难愁盼”问题，建立两地政务服务机构
联动机制，以流程化、专区化、便民化为
着力点，解决两地企业群众异地办事

“多地跑”“折返跑”问题，真正实现了让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2022年，新增第三批川渝通办事
项101项，事项清单累计达到311项。
我们逐项对通办事项细化梳理，研究出

台《潼南区“川渝通办”实施细则》，发布
川渝电子证照互认共享清单（第一批）
34项。制定一次性告知书、收件通知
书、业务登记台账‘两书一账’。发布

‘川渝通办’流程图，推行‘绿-黄-红’
工作预警提醒、督促机制，提高通办事
项办理质效。实行线下流转寄递费用

‘政府买单’，实现一地受理、内部协同、
一地办成，真正做到‘最多只跑一次’。”
潼南区行政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

潼南区还在政务服务中心创设综
合性“川渝通办”工作场景，设置1个

“通办专区”、9个（公安、社保、医保、民
政、企业开办、税务、交通、不动产、社会
事务）分领域“通办窗口”、1个自助服
务区共3类11个办理地点供群众自愿
选择，依托“渝快办”中“川渝通办”服务
专区，提供线上线下多渠道服务，做到
线上“全网通办”、线下“异地可办”。

据统计，“川渝通办”施行以来，潼南区
线上办理“川渝通办”政务服务事项1.78万
余件，归集政务数据27万余条，调用开放
数据5000余次，现场服务1万余件次。

工地塔吊林立，挖掘机、起重机不
停挥舞“铁臂”，施工机械轰鸣，运输车
辆有序穿梭……5月12日，潼南区双江
镇仙鹅村，潼南双江航电枢纽的施工现
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作为国家交通运输部“十四五”重
点项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批16
个重大项目之一、涪江复航重庆境内最
后一个梯级开发项目和重庆市级重点
项目，潼南涪江双江航电枢纽工程一直
备受关注。

双江航电枢纽工程项目上接遂宁
市三星航电枢纽，下连潼南航电枢纽，

项目建设以航运为主，兼有生态修复、
水资源开发、防洪灌溉、发电等综合功
能。建成后，500—1000吨级船舶可从
四川绵阳直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将进一
步畅通涪江“黄金水道”，有利于推动川
渝地区互联互通。

5月已经进入一年一度的汛期。
为确保项目安全度汛，根据要求，工人
们采取两班倒的模式，加快工程建设进
度，完成冲沙闸、消力池、上下引航道、6
孔冲沙闸、鱼道进出口段的施工任务，
全力确保工程下一阶段的正常施工。

“上阶段我们既定的‘430’度汛目

标已经圆满完成，下一步将实施厂房及
安装间、尾水渠挡墙混凝土施工和全面
围堰保护下的船闸闸室发电厂房施工
阶段。”重庆高速航运建设发展集团双
江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白昭鹏表
示，将始终以安全度汛为基础，抓好工
程进度、质量、安全、环保工作，顺利推
进工程建设。

“实现一体化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
互联互通是基础，为此，我们聚力项目建
设，不断加快相关项目的建设和推进步
伐。”潼南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两年来，围绕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发展，遂潼两地共同推动重庆至遂宁城
际铁路等重大项目纳入规划，遂宁三星
船闸等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推进；合潼安
高速建成通车，渝遂高速扩能潼遂段通
过行业审查加紧准备前期工作，遂潼快
捷通道潼南双江至米心段建成通车，加
快构建成渝双核1小时交通圈、遂潼半
小时通勤圈。

“潼南将紧紧围绕成渝中部综合交
通枢纽和主城都市区西北门户枢纽发
展定位，充分发挥交通先行作用，全力
补短板、锻长板、优结构，加快构建‘公
铁水空’立体交通格局，持续提升运输
服务水平。”该负责人表示。

自2020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重大决策后，潼南区就积极
行动起来，加强与遂宁的沟通协调，双
方逐步形成“立足成渝、联动双城、先行
先试、形成典范”的一致努力方向。

2020年1月17日，遂潼两地共同
起草，并向川渝两省市发展改革委上报
《关于推动遂潼一体化发展有关情况的
报告》。12月29日，遂潼川渝毗邻地区

一体化发展先行区正式获批。12月31
日，四川发展改革委、重庆市发展改革
委联合印发《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
发展先行区总体方案》。2021年9月
21日，《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
先行区发展规划》出台。2022年3月4
日，潼南区召开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审议《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遂潼实
施方案》《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

展先行区建设2022年度工作计划》等
5个文件……

同时，遂潼两地还建立了重大政策
沟通协调机制，注重各项政策之间的配
套组合，强化政策内容同国家重大战
略、重大规划、重大政策有机衔接，最大
限度发挥政策联动效应、叠加效应、集
成效应。

两年来，遂潼两地编制报批了先行
区国土空间、交通、产业等专项规划，印

发了《遂潼涪江创新产业园区建设实施
方案》，揭牌设立遂潼园区临时党委和
筹委会；建立了联合招商机制，在上海
联合举办先行区全球投资推介会；建立
了税收征管一体化机制，统一两地新办
纳税人发票核定标准、个体工商户定额
程序和标准，推动涉税业务跨省通办、
一网通办……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切入点，遂潼
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的构
想，正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潼南区
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服务共享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机制创新 共推政策协同联动双城

交通互联 构建“公铁水空”立体交通格局

■链接》》

遂潼川渝毗邻地区
一体化发展先行区简介

●规划范围。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
规划范围为遂宁市和潼南区全域，总面积6905平方公里。

●发展定位。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目标定位，
结合遂宁潼南两地的区位特征和发展特色，全力打造“三
地一枢纽”。其中，“三地”即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制度创
新试验地、成渝中部地区现代产业聚集地、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一枢纽”即联动成渝的重要
门户枢纽。

●空间布局。立足地形地貌特点、国土空间规划布
局、产业发展基础、交通基础条件、土地利用现状，按照全
域一体、毗邻突破、平台共建、产业协同的发展路径，构建

“双中心、三走廊、一园区”空间结构，逐步形成集约高效、
疏密有度、生态宜居的空间格局。其中，“双中心”即遂宁
中心城区、潼南中心城区；“三走廊”即现代产业创新走
廊、涪江生态绿色走廊、琼江乡村振兴走廊；“一园区”即
遂潼涪江创新产业园区。

●发展目标。到2025年，功能平台基本建成，基础设
施联通畅达，特色产业集群成链，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水平
显著提升，生活宜居环境显著改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基本建立，服务成渝“双核”的配套功能明显增强，力争常
住人口达到43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700亿元。

到 2030 年，遂宁潼南城市组团发展能级大幅提升，
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主导产业集群优势突出，基础设施
通勤能力显著增强，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基本实现，生活
宜居品质更加显现，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一
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为遂宁潼南同城化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力争常住人口达到 460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突破3800亿元。

到2035年，遂宁潼南一体化发展格局更加成熟完善，
参与区域内外分工、集聚高端要素资源的整体竞争力大
幅增强，基本实现遂宁潼南同城化发展，力争常住人口达
到50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

产业共建 推进特色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

2021年5月14日，遂潼涪江创新
产业园正式授牌，并举行招商入驻项目
签约仪式。

据介绍，该园区规划面积约450平
方公里，将着力构建“一心两带五组团”
一体化空间发展格局。其中，“一心”即

“遂潼之心”，重点布局天然气综合利用
功能区、文化旅游功能区、综合服务功
能区；“两带”即共建涪江农文旅融合发
展示范带、琼江现代农业示范带；“五组
团”即遂宁、潼南两地5个特色产业组

团，重点布局绿色化工、新材料新能源、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特色消费品、节能
环保和绿色建材等产业。

“可以说，遂潼产业一体化发展已
经呈现出多点开花的良好局面。”潼南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制造业方面，随着遂潼涪江创新
产业园区正式挂牌，在两地毗邻地区的
10平方公里面积，将通过成立投资集
团公司，推进园区开发和运营管理。

同时，两地编制了工业一体化协同

发展方案，推动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
特色产业协作发展，遂潼天然气综合利
用产业园储气调峰等项目开工建设，两
地高新区获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
业合作示范园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地协同建设
科技创新走廊。加快升级建设国家高
新区，规划建设5个重点平台建设，中
防德邦获批国家“小巨人”企业，潼南高
新区被认定为国家智能终端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推进大型科学仪器等科

技资源和平台共享，新增仪器5880台
套 ，总 量 达 到 6980 台 套 ，增 幅 为
534.55%，为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遂潼涪江创新产业园的建设将为
遂宁和潼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增
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潼南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遂潼两地将强化“一盘棋”思
维，树牢“一体化”理念，齐心协力办好
合作的事情，共同整合资源、发挥优势，
积极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
革，全力推进特色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
展，在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中
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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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通办”让遂潼两地市民办事更方便 摄/夏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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