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唱好双城记 建好经济圈

文旅合作

关 键 词

为响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动员令”，今年，成渝两地在各个领域都
积极组“CP”，谋求深度融合发展。尤其在
文旅方面，从网红景点“携手”，到巴蜀文
旅自由行开通，再到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打
造等，两地频频展开合作。

重庆市沙坪坝区物流办党组书记、重
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
副秘书长李波表示，成渝两地文化同根同
源，在文旅方面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未
来，还需更积极打通两地文化交流、文旅
融合的“任督二脉”，合作的内容、形式上
都要突破和创新，并引导更多的年轻人参
与进来，成为延续两地合作的主力军。

文旅品牌升华
创新包装传统文化产品

“成渝两地地域相接、血脉相连、文
脉相通，有巴文化、蜀文化、长江文化、
革命文化、抗战文化、三线文化、移民文
化等深厚的历史渊源，可挖掘并合作的
文旅资源有很多。”李波认为，未来还需
深耕这些传统文化，做出更多创新。

如今，成渝两地常常被冠以“网红”
的头衔，李波认为，“‘网红’并不长久，
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将一个品牌长久
延续下去，并能够不断打造出新的IP。”
随着5G时代到来，会催生更多新的媒

介，成渝两地也需要及时掌握并运用新
方式新技术，在演绎和推广文化方面推
陈出新，让文旅品牌得到升华。

同时，既打造巴蜀文化旅游线路服
务等软产品，又打造景区设施、研发旅
游产品等硬产品。“我们要运用 5G、物
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与文化
旅游相结合，满足消费市场需求，扩大
成渝两地文旅消费市场。”李波提出，要
主动打造“云上旅游”、智慧景区、“云博
物馆”“智能+文化旅游”等项目，让广

大游客享受高品质、个性化、新体验、科
技感强的巴蜀文化旅游新体验，这既能
为人民享受高品质生活，又能助推文化
旅游科技全产业链发展。

“探索通过 5G 和区块链技术开展
线上艺术品交易、云展览，研发艺术交
流平台，在新媒体中广泛宣介艺术品
和艺术品资产配置知识，提升两地消
费人群对文化艺术的兴趣，营造热衷
了解艺术品及艺术品投资的良好社会
氛围。”李波说。

引导“后浪”
促进两地人才与演艺合作

两地文旅发展，不能忽视“后浪”的
力量。李波认为，引导年轻人加入到两
地文旅发展中，可以使合作得以更好延
续。“既然要做好形式的创新，掌握和用

好新的媒介，也要依靠这些生力军。”这

样才能更好地包装和宣传两地传统文

化，使其更具吸引力和生命力。

引入“后浪”，需要加强人才培养。

李波指出，两地需以文化产业发展需求

为导向，培养和扶持内容创作生产高端

人才及相关技术人才。“比如依托四川

大学、四川外国语学院‘订单式’培养精

通文化艺术、外语和文化贸易的专业人

才；以四川大学、重庆大学为重点促进

成渝两地高校国际人才交流。”

同时，让更多的年轻人才拥有创作

高质量艺术作品的机会。李波认为，一

方面，可以立足四川美术学院、四川大

学美术学院、西南大学美术学院等艺术

院校的人才优势，创作优秀静态艺术作

品，并广泛收集成渝地区画家的优秀作

品在国内外巡展或通过“互联网+大数
据技术”在云美术馆上展示；另一方面，
可以依托四川音乐学院、重庆大学电影
学院等艺术院校的人才与成都演艺集
团、重庆演艺集团等企业开展合作打造
歌剧、音乐剧、交响乐等动态艺术作品，
在国内外巡回演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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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文旅融合“后浪”将成主力军

专家：川渝高校可进行多种人才交流

有成为“第四极”的天然禀赋
2017年7月，姚树洁在上海参加了

一场研讨会，当时，他所作的演讲题目
为《打造中国第四增长极》，成为国内最
早提出打造第四极的经济学家之一。
姚树洁认为，中国已有的三个经济增长
极都位于沿海地区，而在土地面积更
大、人口总量更大的中西部地区，缺乏
一个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并驾齐
驱的经济增长极。

姚树洁表示，目前提出建设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其应有之义就是打造中
国“第四极”。事实上，四川、重庆过去
在一个行政区划框架内，有 50 多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近1.2亿人口，以及完全
相融的共性文化。再加上重庆直辖后
的快速发展，已经有效地引领着渝东
北、渝东南地区摆脱了相对落后的状
态，进入与川南、川北城市群比肩发展
的阶段。可以说，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打造中国“第四极”，正当时。

川渝相向而行已全面启动
今年4月中旬，中共重庆市委五届

八次全会召开，作出《中共重庆市委关
于立足“四个优势”发挥“三个作用”加
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决
定》，相隔三个月，川渝高层均完成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顶层设计，这也意味着各
区县、各部门有了如何建设、如何加快
建设的根本遵循。

姚树洁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虽然字面提的是重庆、成都两个大都市
圈，但从根本上说，是四川、重庆两个省
市的工作和任务。因此，从四川省委十
一届七次全会通过决议看，四川方面的
措施“思路很清晰、也很有操作性”。他
认为，四川提出“统筹规划布局一批省
级新区”“支持打造一批合作先行区、示
范区和协同区”“成渝都市圈内要建 3
个‘1 小时交通圈’”“抓好国家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携手建设川渝自
贸区协同开放示范区”等多个层面，都

有效地“把脉”住了当前双城经济圈在
推进建设中的关键点。

“还可以提升与其他三个经济圈的
联系水平，以交通为例，成渝携手建设
6 小时通达通道。”姚树洁表示，目前，
双方各层级、各部门、各对口单位积极
联系对接，已经签署了逾百份合作协
议，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颁发了4份
异地营业执照等。双方推进合作的势
头很好，但仍然要进一步破除障碍和壁
垒，理顺关系，夯实合作发展的基础。
以完备的顶层设计为蓝本，不断创新出
适合双城经济圈发展的新思路，并加以
推广。

“拥有完善的交通网络，以现代科
技做支撑，内部产业协同发展，成为高
度发达的经济增长极，对国家经济地理
结构产生根本性变化。这些应当是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愿景。”姚树
洁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惟巍

川渝相向而行 加快顶层设计
姚树洁教授建议：进一步理顺关系夯实合作发展的基础

7 月 10 日，成都双流，作为四川
新 基 建 领 域 的 网 红 项 目 、被 纳 入
2020 年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列为
构建全省现代产业体系的重大项目
之一的中国电科成都产业基地一期
配套道路工程正在加速建设中，建成
后将为成都市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打下坚实基
础，同时将助力成渝经济圈打造出万
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据悉，一期配套道路工程主要包
括4条道路、5条河道、4座桥梁及配
套的排水、电力、给水、照明、交安等
附属设施，其中道路工程总长约 12
公里，河道总长约7.2公里。

“截至目前，纵一路、纵三路、纵
六路 3 条道路已完成 25 万方土方开
挖，预计纵一路在明年6月底全部完
工，纵三路和纵六路在明年3月底完
工。”中建三局中电科项目指挥部指
挥长宣兆云介绍，一期配套道路工程
是中电科成都产业基地的骨干道路，
对后期的交通运输和基础保障有着
主导和关键性作用。为加快推动项
目建设，相关各方按照“兵团式作战”
要求，项目各方通过分区作战、集中
作战、连续作战，项目建设周期预计
将从630天缩短至360天。
方炜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力

7月10日，中共四川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决定》。消息传到重庆，令重庆大学社
会科学部副主任、长江学者、重庆市首席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姚树洁教授十分振奋。他表示，这是川渝
相向而行，加快顶层设计，建设中国“第四极”的具体体现。

“网红”新基建
助力打造成渝双城经济圈
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