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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成眉同城首位责任
实现“东坡就在成都”

眉山市东坡区：

东坡区是眉山主城区，也
是眉山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更是成渝双城经济圈和成
都都市圈中的一员。2021
年，东坡区区委通过了“十四
五”规划的建议意见，提到东
坡区要奋力建成现代化成德
眉资同城化发展先行区、成都
都市圈副中心示范区。这表
明，在成眉同城化发展和融入
成都都市圈的进程中，东坡区
肩负着首位责任。

一个现象三项工作
肩负成眉同城首位责任

“从我们推进的工作中的一个
现象和三项工作，可以体现出我们
的首位责任。”论坛上，眉山市东坡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廖锦表示。

体现东坡区的一个现象是什
么？是东坡水街的人流量构成。
论坛上，廖锦分享到，作为网红打
卡地，如今到东坡水街游玩的游客
车辆中，川 A 牌照约占 90%以上。

“这说明我们东坡区在承接的客流
量和外地游客这方面，已经是站在
成都这么一个概念上。”

廖锦接着向与会嘉宾介绍“三
项工作”：“一是我们的交通先行，
实现成眉或者是东坡与成都同网；
二是我们的服务共享，实现与成都
同频；三是我们的城市建设，与成
都同向。”

坚持交通先行
形成无缝衔接成都大格局

区位是东坡区的最大优势之
一。廖锦说，在融入成渝的过程
中，东坡区坚持交通先行。廖锦认
为，东坡区的区位相当于昆山之于
上海，佛山之于广州。“虽然我们到
成都就是 60 多公里，到双流机场
大概 50 公里，但如果交通条件不
好，这个区位优势是无法凸显的。”

近年来，随着成眉同城化的加
快突破，成眉动车公交化持续推
进，开行列车数量从 57 列次/日增
加到 80 列次/日，半个小时便能往
返两地，极大方便了通勤一族。成
德眉资四市城区也已全面实现天
府通“一卡通刷”及优惠互享。

目前，东坡区正在着力打造新
的“两高三铁四快”交通骨架，以对
接成都。今年，世界最长城市中轴
线天府大道将走进东坡城区，建成
后将实现东坡区城市干道与成都
主城区中轴线的无缝连接，与连接
成新蒲的工业大道，连接剑南大道
南延线的岷东大道，连接成都市新
津区邓双的滨江大道一起，形成

“四箭齐发”无缝衔接成都的交通
大格局。

同时，东坡区正在加快市域铁
路S5号线、成都外环铁路、天眉乐高
速等重大交通项目，建成后东坡区将
无缝对接成都，区位优势再次跃升。

公共服务共享
市民尽享“东坡生活，成都品质”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共享，服
务共享。”廖锦说，在推进成眉同城
化过程中，东坡区聚焦群众迫切需
求，在教育、医疗、政务办理等公共服
务方面率先突破，让东坡老百姓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与成都同水平的教育、
医疗等，实现与成都同频共振。

“一座城市要留住、聚集人口，
主要因素除了就业就是医疗和教
育。”廖锦表示，在就业方面，东坡
区主动承接成都的产业转移，突出
自身产业发展。目前，东坡区的食
品产业、医药产业、新材料产业以
及智能制造，都在承接成都的一些
产业转移。而这些产业的到来，也
增加了东坡区的外来人口，为东坡
区聚集了人气。

2021 年，对大部分眉山人来
说，四川大学第四校区落户眉山，
可谓是成眉同城化进程中最具影
响力的事件之一。3月4日，四川大

学、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政府共同发
布《四川大学眉山校区概念规划方
案征集公告》，面向国内外公开征集
川大第四校区的概念规划方案。

除了川大眉山校区，在教育方
面，东坡区之前已引进四川工商学
院、冠城七中等成都知名学府10余
所，推动苏辙小学、眉山中学等6所
学校与川大附小、成都四中等学校
结对，实现教育平台共建、管培共

商、资源共享。“同时我们也是千载诗
书城，从去年的排名来看，义务阶段
的基础教育质量也排在全省前列。”

而在医疗板块，去年1月，川大
华西医院眉山医院便已经揭牌，而
华西医院眉山妇女儿童医院即将
开诊，华西医院的医疗团队也将全
面进入。此外，眉山市中医医院

（东坡区人民医院）与成都中医药
大学的合作不断加深，成眉同质的
区域医疗中心正在加快形成。“从
医疗教育和就业来讲，基本上已经
和成都同频共振。”廖锦说。

同时，去年年底，东坡区还与
成都市双流区、武侯区建立“线上
一网通办、线下异地可办”机制，实
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62项政务
事项异地通办，解决了群众办事

“多跑腿、多折返”的困扰。

城市建设同向
“东彭仁新”打组合拳对接成都

“第三个方面，我们的城市建
设要同向，要打造现代化成德眉资
同城化发展先行区、成都都市圈副中
心示范区，我们就是拥江发展，向着
成都，这是我们一个大的发展方向。”
廖锦说，按照成渝地区双城城市群
的建设需要，中间会有过渡带，而东
坡区要做的便是积极配合这个过渡
带的建设。也就是我们承接100万
到300万这样的中型人口城市。”

廖锦认为，从东坡区体量来
看，光靠自己单打独斗，成不了
势。因此东坡区主动和眉山的彭
山区、仁寿县、眉山天府新区组团成
为过渡地带的城市。“‘东彭仁新’一
体相融，共同发展建设城市规模，从
我们现有的50万人口向100万再到
300万发展，为成都以及成渝城市经
济圈城市群的建设做好承接工作。”

廖锦说，要做好承接，东坡区
要做的首先就是融入成都，成为成
都的一个板块。坚持“融成入圈”，
除了坚持交通先行之外，还需持续
深化与成渝地区的产业融合、技术
互补、人才共育、资源共享，走出一
条“研发在成都、制造在东坡”的产
业承接之路。

尤其是近年来，东坡区坚持
“项目为王”“项目支撑”的发展理
念，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将区位优
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吸引了一大批
优质项目落户东坡。数据显示，
2020年，在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东
坡区新引进项目 37 个，协议资金
821亿元，到位资金260亿元，超额
完成市定目标。“2020 年的招商引
资，东坡区实现引进项目最多、协议
资金历史最高、招商体量历年最大。”
东坡区经济合作局局长徐泽贵说。

“相信在不远的未来，通过我
们所有的建设和项目落地，产业发
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能
够实现和成都同频共振。”廖锦表
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眉同城化
发展两个重大机遇，将给东坡区开
放发展打开新的大门，东坡区将抢
抓机遇，对标成都，高位推动成德
眉资同城发展先行区、成都都市圈
副中心示范区建设。

第十一届C21论坛
特别报道

新中心
新高地
新生活

眉山东坡区中国泡菜城万亩蔬菜基地。

3月18日，在眉山东坡区举行的
第十一届C21论坛上，围绕成德眉资
同城化主题展开圆桌对话。

东坡区是眉山主城区，也是
眉山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
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成都都
市圈中的一员。2021年，东坡区
区委通过了“十四五”规划的建议
意见，当中提到，东坡区要奋力建
成现代化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先
行区、成都都市圈副中心示范
区。这表明，在成眉同城化发展
和融入成都都市圈的进程中，东
坡区肩负着首位责任。

那么东坡区的优势在哪里？
又如何突出首位责任，实现“东坡
就在成都”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庆王越欣

眉山市东坡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廖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