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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发展面面观④

省界“断头路”全部打通

喜看“双城”变“同城”

伴 随 阵 阵 欢 呼 声 ，一 辆 辆“ 川 X”

“渝 A”牌照的汽车从川渝高竹新区南

北大道联合通车仪式出发线，向重庆方

向驶去。

4 月 8 日，四川、重庆两地相关负责

人共同按下通车按钮，连接四川省邻水

县高滩镇与重庆市渝北区的川渝南北

大道全线通车。

虽然只隔着一汪水田、一片竹林，

但重庆渝北、四川邻水交界处的“断头

路”让周边居民出行非常不便。两地相

距不到 50 公里，大货车绕行盘山路全程

需要 2 个多小时。

南北大道贯通后，车程从曾经的 2

个多小时缩短至 30 分钟。这标志着高

滩镇到渝北城区的“断头路”全部打通，

也是全国首条跨省域新区的高等级物

流通道全线通车。

位于川渝高竹新区的四川一家新

材料科技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全部发往

重庆。“此前，从川渝高竹新区到重庆，

路窄弯多，大件货物运输极为不便。”企

业生产主管王海成说，南北大道全线贯

通后，每年可节约物流成本近百万元。

互联互通，基建先行。一条条“断

头路”被打通，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

时，体制机制的“软联通”配套升级，进

一步带来“双城”变“同城”的无限想象。

就在南北大道贯通的第二天，4 月 9

日，川渝高竹新区城市配送货车入渝路

线“同标互认”发牌仪式举行。3 家企业

获颁跨省运输货车临时通行证，设备运

输货车在有效期内可凭证按规定时间、

路线通行重庆。

此前，川渝高竹新区企业物流车辆

长期往返于川渝两地间。然而，当地货

车均为四川牌照，无法办理重庆中心城

区货车临时通行证。这导致部分新区

企业曾采取租用重庆牌照货车通行、半

夜运输等形式，带来较大运输成本及诸

多不便。

据初步测算，川渝高竹新区企业货

车纳入重庆中心城区“同标互认”范围，

允许办理重庆中心城区货车临时通行

证，每年将为每家企业节省 30 余万元的

物流成本。

“ 断 头 路 ”的 贯 通 、物 流 牌 照 的 互

认 ，背 后 是 川 渝 两 地 敢 为 人 先 的 改 革

勇气。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共建的省级新

区，川渝高竹新区成为两地共耕探索经

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试验田 ”。

不仅如此，全国首个跨省设立的联合河

长办——川渝河长制联合办公室、全国

首次实现跨省市合作的中欧班列——

中 欧 班 列（成 渝）…… 一 项 项“ 全 国 首

创”改革成果的落地，标志着成渝地区

在 区 域 合 作 方 面 探 索 出 一 条 新 路 径 。

跨区域合作模式弥合了地区间的行政

边界，打破地域限制。这不仅有助于优

化资源配置，还能够推动地区内外的交

流与合作，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提供了

新的机遇。

从 31 个 到 300 个 、从 5836 亿 元 到

3.6 万亿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启动 5 年间，川渝共建重大项目数量、总

投资额呈现逐年高速增长态势。

川渝高竹新区南北大道（三期）正

式通车，川渝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

重庆段线路工程全线贯通，超瞬态实验

装置预研项目 1 号科学研究楼主体结构

封顶……透过重大项目不断刷新的“进

度条”，双城经济圈加速崛起的步伐正

变得清晰而具象。

高端制造企业落户“成渝之心”

制造强圈挺脊梁

春节假期刚过，重庆和四川分别召

开“新春第一会”。

重庆围绕双城经济圈建设，召开建

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作推进大会。

四川聚焦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全

面加快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

进程。

方向不同，目标一致。两省市都发

挥自家优势，补链强链促发展，全力打

造川渝世界级产业集群。

“支柱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

阵地。”成都向东、重庆向西，两地合作

之路越走越宽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共建全国重要

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两地将电子信息、

汽车、装备制造、消费品产业等 4 个“当

家”产业列为共建方向。

四川省内江市位于成都、重庆两地

的几何中点，是川渝首个同时进入这两

个超大城市“半小时通勤圈”的城市，素

来有着“成渝之心”的美称。

一家半导体科技企业从江苏落地

内江投资建厂，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半导

体陶瓷基板生产基地。透过企业核心

车间的玻璃窗，超长的机床上，陶瓷基

板正被“精雕细琢”，工人穿梭在各个工

序设备之间。“出货量位居全球首位，满

产运行还是供不应求！”企业负责人杨

世兵介绍。

陶瓷基板是芯片的“家”，广泛应用

于汽车、高铁、新能源产业等领域。展

示厅里，整齐摆放着企业的明星产品。

这家企业的一系列创新成果突破，解决

了半导体行业基础材料的“卡脖子”难

题。2023 年，半导体陶瓷基板项目落户

内江经开区，推动内江电子信息产业向

中高端发展。

项目为何落地内江？“我们看好成

渝新能源汽车产业一路高歌猛进的发

展势头，带动上游基础部件高端陶瓷基

板的巨大需求。”杨世兵介绍道。

走出生产车间，沿汉阳路前行，集

成电路板、半导体芯片、触控显示屏、笔

记本电脑外壳等生产基地集聚，勾勒出

一条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条。此次

半导体陶瓷基板项目投产，无疑是在产

业链上再次落下一枚“重磅棋子”。

筑牢“主阵地”，焕新生产力。电子

信息产业是川渝两地创新实力最强、产

业基础最好、渗透范围最广、经济增长贡

献最多的支柱产业。2022 年，川渝两地

电子信息产业规模突破 2 万亿元，约占

全国的 14%，正在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新高地。一项项大国重器中，“成渝制

造”频频亮相，展示“硬核”实力。

先进制造业高地崛起的背后，不仅

有强大的科技创新实力、庞大的特色优

势产业集群，还离不开一流的营商环境。

2023 年 5 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增

一件藏品——重庆高新区首张成渝两

地互办互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实物。

执照持有人李女士，是重庆一家科

技企业负责人。她所在企业的首家异

地分公司，在 2020 年 6 月 10 日落户成都

市高新区。回想起当年从提交材料到

领取执照的时长，她比出两根手指：“只

要 2 个小时。”

同一天，身在成都的创业者谭殿杨

也领到了来自重庆市高新区审批的营

业执照。

入 藏 国 家 博 物 馆 ，这 份 执 照 的 标

志性意义更加值得关注。它代表着成

渝两地高新区市场监管一体化正式开

启，在推动市场监管一体化、共优一流

营商环境、共建市场准入“同一标准办

一件事”等方面，成都与重庆均迈出重

要一步。

步入第 5 个年头，川渝一体化的进

程已是“张弓满弦”。两地正紧抓全球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

顺应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发

展趋势，挺起西部内陆打造制造强圈的

“硬脊梁”。

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双向奔赴闯新路

车轮滚滚，汽笛长鸣。

中欧班列（成渝）从重庆团结村中

心站发车，满载着电子产品、机械零件、

日用百货等货物，驶向 1 万余公里外的

终点。

2021 年 1 月 1 日，重庆、成都同时发

出首列中欧班列（成渝）列车。这是我

国首次批准两地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并

使用统一名称开展品牌宣传推广，也是

双城经济圈在“十四五”开局首日迈出

的重要一步。

川渝两地能在诸多竞争对手中脱

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地齐头并

进的开放步伐。这支驰骋亚欧大陆的

“钢铁驼队”，成为成渝协同开放的重要

例证。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高效务实的

合作，让川渝对外开放力量澎湃而来。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4 月 1 日，中欧

班列（成渝）累计开行超 1.5 万列，已成

为全国开行量最多、开行最均衡、运输

货值最高、货源结构最优、区域合作最

广泛、运输最稳定的中欧班列。

从地图上俯视，成渝地区与沿海三

大增长极连点成线，组成一个占全国经

济总量 7 成以上的巨大菱形空间，形成

“北有京津冀 ，东有长三角 ，南有粤港

澳，西有成渝”的区域经济格局。

如今，依托四通八达的国际物流大

通道，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

汇点的成渝地区，已从内陆腹地变身为

开放前沿。

合 力 运 营 中 欧 班 列（成 渝），稳 定

运行 49 条线路；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辐射全球 120 个国家；共建长江上游航

运 中 心 ，推 动 长 江 水 道 进 出 口 通 关 便

利化……川渝共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

纽的梦想日益成为现实。

与此同时，依托开放平台能级的不

断跃升，川渝闯出一片开放新天地。

2023 年 10 月 ，在 重 庆 市 果 园 港 鱼

嘴 站 ，一 家 企 业 负 责 人 张 熙 为 进 口 矿

产 申 报 税 务 时 惊 喜 发 现 ，经 西 部 陆 海

新 通 道 运 输 ，重 庆 港 海 关 在 核 算 货 物

完 税 价 格 时 ，将 这 段 线 路 的 运 费 进 行

了剔除。

“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多式

联运境内铁路运费扣减’首次在全国落

地。”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深化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改革、

协同开放，川渝两省市联动推进贸易投

资、物流枢纽、产业发展、开放平台、营

商环境 5 大领域协同改革开放。诸如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多式联运境内铁

路运费扣减”这样的新举措，在川渝自

贸试验区不断涌现。

全国首个电子口岸业务跨关区通

办 ，异 地 办 理 相 关 业 务 时 间 压 缩 三 分

之二以上 ，“一带一路 ”进出口商品集

散 中 心 和 对 外 交 往 中 心 加 快 建 设 ，智

博会、西洽会、西博会、科博会等国际

大 型 会 展 成 功 举 办 …… 川 渝 两 地 的

“双向奔赴”，迎来新的对外开放“高光

时刻”。

上图：重庆梁平至四川开江高速公

路（梁开高速）重庆段于 4 月 30 日正式

通车。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重点项目之一，梁开高速建成后，辐射

川渝两地 20个乡镇，将有利于改善沿线

地区交通环境，带动相关产业尤其是旅

游业发展。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
—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看区域一体化发展新貌

■本报记者 佟欣雨 于心月

同住长江头，共饮一江水。

地处西南腹地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承东启西，连接南

北，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024年 4月，习主席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

发座谈会时指出：“大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积极培

育城市群，发展壮大一批省域副中心城市，促进城市间基础设

施联通、公共服务共享。”

巴蜀一家亲，川渝“一盘棋”。今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第 5个年头。5年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巴蜀

大地开启一段从开局起步到全面提速的奋斗历程，共同唱好新

时代的西部“双城记”。

乘着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双城经济圈的美好明天，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让人充满想象与希望。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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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5 月 23 日，第六届中国西部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西洽会）在重庆开

幕，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

题，聚焦“新”字，服务西部地区融入新

发展格局、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新动

能新优势。

这是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

会后，首场以西部为主题的国际展

会。西洽会上，196 个重大项目集中

签约，勾勒出西部发展的新愿景。

“合”：开放合作

西洽会是西部省区市联通世界、

发掘机遇的窗口。来自 40 个国家和

地区以及国内 27 个省区市的 1700 余

家企业参展参会，与会者还包括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国内外商协会负责

人和专家。签约项目涉及外资项目

12 个，涵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

能装备及智能制造、现代金融等领域，

涉及 12个国家和地区。

本届西洽会也是西部省区市合作

发展的大平台，西部 12 省区市均派出

代表参与各项活动。四川连续 5 年担

任西洽会主宾省，不仅搭建主题展台，

展示先进的技术、产品，还举办一系列

经贸交流活动，并在重庆进行实地考

察洽谈。

“新”：创新发展

“新制造”是本届西洽会主题之

一，目的在于以会为媒，助推西部地区

产业转型升级。

走进展区，创新元素扑面而来。

各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机器

人、基因检测仪器、盲文电子阅读器等

创新产品令人目不暇接。

签约项目充分体现“新质生产力”

特点：风光发电与新型充电桩便携式

储能电池项目、新型合金材料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纳米新材料西南智造基

地项目……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电

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西部地区

加快布局。

“通”：高效流通

从能源、交通到科技领域，基础设

施项目是本届西洽会签约项目的重点

之一，将有利于西部地区补齐基础设

施短板。一批基础设施项目瞄准阻碍

要素畅通的堵点，在重庆、四川、贵州

等西部省区市密集落子。

本届西洽会专门设置西部陆海新

通道展区，将“13+2”省区市高水平共

建这条新通道取得的成果，呈现在观

众面前。

如今，西部陆海新通道已实现从

“ 一 条 线 ”到“ 一 张 网 ”的 蝶 变 。 从

2017 年开行之初仅一条物流线路，到

拓 展 至 全 球 123 个 国 家 的 514 个 港

口，西部地区要素流通正变得越来越

畅通。

开放、创新、畅通，一个个项目折

射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新潮涌

动，彰显出中国经济的韧劲与活力。

（新华社记者 赵宇飞、李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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