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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区域协作的高水平样板，建设联动成渝的重要门户枢纽

“遂潼”五个一体化 助力成渝中部崛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庆刘虎 王越欣

“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
行区，于去年 12 月正式获批，发展规划
编制完成，50 多个重大项目有序推进，
正加快构建‘双中心’、‘三走廊’、‘一园
区’的空间格局。下一步，两地即将开始
园区建设。”5月19日，遂宁市发改委副
主任袁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01个两
地互派干部之一，袁敏还有另外一个身
份：重庆市潼南区发改委副主任。

遂宁、潼南，川渝两地紧邻的两个市
区。遂宁有8个乡镇与潼南的5个乡镇
接壤，遂宁主城区到潼南主城区直线距
离仅 30 余公里。两地均位于成渝发展
主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中部重
要支撑。

承载着推动成渝中部崛起的历史使
命，遂潼两地如何一体前行？5月14日，
在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
建设推进会暨遂潼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
会上，遂宁市委书记李江给出答案：携手

“顺大势”、携手“谋大局”、携手“成大
事”，努力让遂潼一体化发展成为川渝毗
邻地区合作的样本、标本、范本。

大局之下，遂潼一体化发展大幕正
加速拉开。

观天时
一体化发展创造“遂潼速度”

中国向西，已逐渐成为资金、人才、
技术等要素资源集聚的“宝地”。在广袤
无垠的中国西部，遂宁和潼南，因为一个
批复，成为焦点。

2020 年最后一天，《遂潼川渝毗邻
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总体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经川渝两地政府同意，由两
地发改委联合印发，创造了当年启动、当
年规划、当年批复、当年建设的“遂潼速
度”。在川渝共建的 9 个毗邻地区合作
平台中，率先获批。

《方案》指出，推动遂潼一体化发展
有利于加快成渝地区中部崛起，有利于
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新机制和
整体提升城市品质和人居环境。遂潼一
体化发展，重点要聚焦五个一体化、双中
心、三走廊、一园区建设。

五个一体化，即基础设施一体化、产
业发展一体化、生态环保一体化、机制创
新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方案》指
出，遂宁市和潼南区将按照“统一谋划、
一体部署、相互协作、共同实施”的总体
要求，立足成渝、联动双城、先行先试、形
成典范，推进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
环保、机制创新、公共服务“五个一体
化”，助力打造区域协作的高水平样板，
建设联动成渝的重要门户枢纽，带动成
渝地区中部崛起形成重要支撑。

“双中心”即遂宁中心城区、潼南中
心城区。《方案》提出，依托两地经济技术
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合力打造智
能制造、电子信息和先进装备制造、环保
表面处理、绿色建筑建材等产业集群，推
动两地中心城区相向发展，强化提升遂
宁和潼南中心城区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
动能力，做大做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重要桥头堡和节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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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渝遂高速、遂潼大道、遂潼快

捷通道构建“现代产业创新走廊”，发展
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和文化创意产业。

——沿涪江流域打造“涪江生态绿
色走廊”，发展现代物流、医疗康养、文体
旅游和新兴服务业，大力培育服务业新
业态、新模式、新载体。

——沿琼江流域培育“琼江乡村振
兴走廊”，发展现代农业和休闲农业。

一园区，即遂潼涪江创新产业园
区。规划范围包括遂宁市老池镇、荷叶
乡、西眉镇、磨溪镇、三家镇和潼南区米
心镇、玉溪镇、双江镇、花岩镇、崇龛镇等
部分区域。统筹布局智能制造、新材料
等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培育壮大
现代农业、现代物流、文化旅游康养等优
势产业。积极探索以特色产业为主导的

“一园多区”发展模式，实现跨区域协调
联动发展。

察地利
公铁机水全面实现互联互通

“一脚踏两省，鸡鸣闻两镇”，国道
G246串起遂宁市安居区磨溪镇和潼南
区花岩镇。

磨溪镇有条小河沟，中间段属于丁
坪村，两头属于潼南区花岩镇龙槐村。
丁坪村的刘家院子，一半属于花岩镇，一
半属于磨溪镇。

翻开地图，遂潼共饮涪江水，同位于
成渝地区中部。“遂潼一体化”之下，两位

“好邻居”如何把关系拉得更近？遂宁市
市长邓正权表示，要强化交通互联互通
先行，合力推动基础设施一体化。

记者注意到，5月14日的会上，专门
审议了《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
先行区建设2021—2023年重点任务清
单》，其中就基础设施一体化，专门明确
了机场建设、公路建设、铁路建设和水运
建设等11项交通项目。

其中，绵遂潼渝高铁（重庆至潼南至
遂宁段）尤其受到关注。资料显示，渝遂
段高铁线路，全长 171.64 公里（重庆境
内130.2公里，四川境内约41.44公里），
项目规划为客运专线（双线），设计时速
350公里。

根据任务时间推进表，2021 年，遂
潼两地将共同加快推进立项工作，共同
争取纳入国家高铁网规划。2022年，将
根据规划开展可研编制。2023年，力争
完成立项前期工作。

此外，重点任务清单还明确力争到
今年底，开工实施遂渝高速公路扩容，对
全长约86公里的原路扩容，扩为双向八
车道，总投资约100亿元。力争今年启
动南遂潼高速公路建设，推动南充经遂
宁至潼南高速公路建设。双方还将启动
临港经济区规划建设，加快建设双江航
电枢纽工程，加快推动遂宁大沙坝作业
区、三星船闸、潼南港等项目前期工作，
实现涪江复航。

看人和
商贸互通早成两地生活习惯

45岁的彭凤，是遂宁磨溪镇猛虎村
的“外来媳妇”。1999年，经家里亲戚介
绍，她从潼南双江镇嫁到这里。

磨溪、花岩、双江，是遂潼一家亲的
缩影。追溯历史，遂潼历史同脉、文化同
源、地理同域。商贸互通早已成为周边
村民的生活习惯：1、4、7赶场花岩，2、5、
8赶场磨溪，3、6、9赶场双江。一到逢场
天，遂潼老百姓便会互相走动。

在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
行区获批之前，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战略背景下，在数百万群众的热盼
之下，两地早已开始密切互动。

2020年3月10日，遂潼一体化发展
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遂宁召开，潼南
和遂宁正式签订《推动遂宁潼南一体化
发展合作协议》和 17 个专项合作协议

（部分协议陆续签订）。一个多月后的4
月 23 日，潼南区城区 211 路公交，从江
北汽车站发往遂宁市安居区磨溪镇公共
汽车站，标志着遂潼两地首条跨省际公
交线路开行。这也是中国西部第一条跨
省际公交。

2021年，两地将启动遂潼涪江创新
产业园区建设，尽快明确选址、范围及产
业布局；推进渝遂绵优质蔬菜生产带、遂
潼天然气产业园前期工作，加快探索成
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建设模式等。

两地还将深化与两江新区、天府新
区等国家级发展平台协同联动，探索总
部、研发在重庆成都，生产基地、转化、中
间配套在遂宁潼南的协同发展模式。

在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上，两地将推
动集团化办学，共同打造遂潼教育一体化
发展改革试验区；推动两地医院建立远程
医疗、双向转诊、人才培养、业务交流等合
作机制，实现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持
续推进两地社保关系异地转移接续、医保
互通互认和公积金互认互贷等。

“遂宁与潼南行动迅速，建立了遂潼
一体化的先行示范区，两地从距离川渝
中心城区较远市区，成为了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合作的最前沿。”重庆市发改委
政策协同处处长贺昀说：“遂潼先行区如
果能把公共服务一体化和产业协同做
好，推动成渝中部崛起，就有可能成为样
本，在川渝乃至全国推广！”吉祥互通。

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