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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开放合作
大竹县抢抓机遇主动融入川渝合作

达州市委把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好万达开川渝统
筹发展示范区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和发展使命，明晰了在新起点
推动达州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
求和阶段目标，这为大竹发展带

来了历史性的战略机遇。
作为“双城圈”和“示范区”

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大竹县一
直在奋力打造川东北渝东北产
业集聚和开放合作“两个新高
地”。今年以来，该县引进众联

机电智能终端产业园等 25 个重
大项目落户川渝合作示范园区，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177亿元。今
年上半年，全县GDP预计可实现
191 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预计
可增长12.5%。

加速产业集聚
夯实县域经济发展基础

夏日，走进川渝合作（达州·
大竹）示范园区，这里道路网络四
通八达，工业企业鳞次栉比。天
宝绿色电源项目生产线、OPPO
检验中心项目、维奇光电石墨烯
薄膜（卷材）生产线、富士电梯生
产线……一批重大项目正开足
马力，全面推进。打造“川东北
渝东北产业集聚新高地”的铿锵
音符，在这里高亢奏响。

2017年，达州市政府与重庆
市渝北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决定借助OPPO公司在重庆
建立西南制造中心的有利契机，
在大竹规划市县共建川渝合作

（达州·大竹）示范园区，并与大竹
经开区“两区合一”，主导产业为
电子信息和智能制造，打造达州
与重庆深化产业合作，融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平台。

2020 年，该园区分别与重
庆鱼复工业园区和渝北创新经
济走廊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推
动两地重点及优势产业在多层
面的有机整合与互补，进一步融
入“双城圈”、建设“示范区”。截
至 2020 年底，该园区已入驻企
业332家，其中规上企业98家，
解决就业 11000 余人。园区实
现营业收入 320.26 亿元，实现
工业总产值211.04亿元。

今年以来，在园区的“积聚
效应”带动下，大竹县共新培育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6 家、达 179
家；完成工业投资 69.3 亿元、增
长20%，三次产业结构比优化为
16.3∶38.6∶45.1，产业培育集聚壮
大效果初显。在此基础上，大竹
县定下了新目标——加快推进
省级大竹经开区、川渝合作示范
园区建设，力争到 2025 年园区
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

优化营商环境
为企业发展解决后顾之忧

大竹位于渝广达主轴，地处
万达开南翼，北距达州60公里，
南距重庆150公里，东距万州港
176公里，西距成都350公里，是
四川东向开放的“动脉窦”和达
州融入重庆的“桥头堡”，作为

“双城圈”和“示范区”建设的重
要战略支点，具有“率先融入、抢
先成势”的竞争位势。

大竹境内达渝、南大梁高
速，国道318线、210线呈“井”字
形纵横贯穿，初步形成了“半小
时达州、1 小时重庆、3 小时成
都、5 小时西安、5 小时武汉”的
通达格局。与此同时，西渝高铁
过境大竹并设站进入实施阶段，
建成后将全面融入国家“八横八
纵”高铁网；城宣渝、大垫两条高
速已启动工可编制，大竹—达州
新机场快速通道即将开工，建成
后将进一步强化大竹在川东北
渝东北区域的枢纽功能。

“大竹区位优势明显，以川
渝合作为导向的招商政策相继
制定出台，这对企业降低生产成
本、实现迅速投产带来了很大便
利。在这里投资兴业，我们有信
心！”今年 5 月，在川渝合作（达
州·大竹）示范园区成链集群招
商推介会上，一位专程前来考察
的企业负责人说。

近年来，大竹县相继出台了
《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实施
意见》《支持鞋服产业发展的六
条措施》《支持现代农业园区发
展的七条措施》等一系列亲商扶
商政策，重点从财政支持、土地
供应、企业融资、市场拓展等方

面给予企业支持，并对外来投资
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实行“一
站式”贴心服务、“并联式”审批，
全面推行“项目代办制”和“项目
限时办结制”，为入驻企业提供
热情高效的优质服务。

扩大开放合作
协同创新共建川渝合作平台

纵贯大竹、达川、开江、邻水
和梁平、垫江等多个区县的明月
山，绵延起伏232公里，自然生态
优越，历史文化深厚，产业基础
扎实，是川东北渝东北及三峡库
区绿色发展的纵深和经济腹地。

为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历史机遇，在“大圈”中划“小
圈”，在“大势”中谋“大事”，2018
年以来，大竹与重庆梁平、垫江、
万州等地多次互访共商，在多个
领域达成战略合作共识；2020
年，大竹、垫江等“四县三区”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明月山绿色
发展示范带，纳入川渝合作10个
重大平台。融入“双城圈”和“示
范区”建设，打造“川东北渝东北
开放合作新高地”，大竹已经抢占
了先机、赢得了主动。

区域协同是建好“川东北渝
东北合作交流大平台”的关键，在
改革创新、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

方面，大竹已经迈出坚实步伐。
在协同抓好改革创新方面，

大竹县积极争取经济区和行政
区适度分离改革试点，深化“放
管服”改革，协同推动川渝通办，
推进政府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
利化。坚持“走出去”和“引进
来”相结合，积极参与达州市打
造四川东向开放门户示范区建
设，争取纳入川渝自由贸易试验
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借力西博
会、西洽会、中外知名企业四川
行等专业平台，积极参与重大投
资促进活动，全力引进领军企
业、行业龙头。

在 协 同 抓 好 环 境 保 护 方
面，大竹县强化生态共建，探索
建立常态化生态补偿机制，协
同万达开及毗邻地区实施“三
线一单”分区管控；协同推进跨
省界、市界山水林田湖生态保
护及修复，统筹推进明月山、铜
锣山、华蓥山等生态廊道建设，
全力打造生态文明示范区。强
化污染共治，落实“2030年前碳
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综合实施

“控煤、减排、压尘、控秸、治车”
措施，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严
格落实“河长制”，联动推进跨
界河流治理，加快乡镇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实现污
水管网全覆盖。

在协同抓好公共服务方面，
大竹县共建共享教育医疗文化
资源，完善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防控机制，优化乡镇医
疗资源配置，进一步提升公共卫
生防控救治能力和水平；进一步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
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建设历史
文化展示厅，建好用好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和青少年精神训练
基地。共建共享基本公共服务，
深化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建立健
全养老、工伤、社保协同互认机
制，推行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和
异地贷款；共建共享基层治理成
果，健全城乡基层安全体系，完
善平安联创、网格联动、区域联
防等机制，积极开展食品安全、
灾害防治、安全生产等领域联合
执法、应急联动和司法协作。

程一凡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曾业

大竹县境内联通川渝的高速公路枢纽。

川渝合作（达州·大竹）示范园区一角。

大竹县农建综合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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