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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
府之国；一个是“商贾云集、水路通达”
的壮美山城。自古以来，川渝两地地缘
相近，山水相依、人文相亲，更重要的
是，产业相近的川渝地区也是经济共生
体，有着天然合作的基础和协同基因。

2020年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提出，大力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年来，川渝两
地闻令而动、高位推进、系统谋划，迸
发出前所未有的合作热情，交通互联
互通、产业协同发展、政策协同创新不
断涌现。

那些不胜枚举的新变化、新格局每
时每刻都在上演：川渝两地建立多层
次、常态化合作机制，举行3次党政联
席会议，出台10余个工作方案和政策
文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标志
性工程——成渝中线高铁项目获批，成
渝高铁实现1小时直达，115项川渝通
办事项实现异地办理……

当下，双城地区城市面貌万象更
新，建设速度强势崛起，在川渝的共同
努力下，不仅将成渝地区的发展带入全
新阶段，也为中国经济勾勒出全新图
景。

以百年未有之新格局为背景，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像脊梁一样，挺起了中
国的经济版图，支撑着我国内地省份参
与国际竞争，直面国际舞台的最前沿。

如果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定位
于中国经济“第四极”，我们都置身其
中，亲历着光辉、见证着历史，实践着国
家新兴经济增长极的现在与未来。

每个人都是建设者，每个人也将是
城市红利的享受者。

蝴蝶振翅，欲掀起飓风之力——那
些心意相通、行动一致的双向奔赴，离
不开每一位“圈内人”的共同耕耘，每一

个市、区（县）级单位的齐心协力。
随着“十四五”开局，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进入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
阶段。即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从微观视角着眼，对重庆部分区（县）级
城市采用“浸入式”报道，与当地负责人
们坐下来一起聊聊“圈内那些事”——
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在千载难得的历
史机遇前，重庆的区（县）级城市如何开
好局、起好步，如何乘此东风，扶摇直
上、振翅飞翔、释放潜能，与中国经济

“第四极”实现同频共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曹钰

蝴蝶振翅 欲掀起飓风之力

“到2025年，两江新区将初步形成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
承载区框架体系和核心功能。”重庆两
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洁
在接受专访时如是说。

由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重磅推出
的“同频共振‘第四极’访谈重庆区县
负责人”专题系列报道，首先聚焦重庆
两江新区。

两大新区组团“出道”
今年重点突出“九个联动”

记者：重庆两江新区和四川天府新
区组成江天一色CP“出道”，引来各方
热议，目前取得了哪些成绩？在现有成
绩的基础上，今年将重点抓哪些工作？

李洁：重庆两江新区和四川天府
新区分别是所在省市经济发展的主战
场和重要增长极。去年以来，两个新
区共同谋划、频繁互动，迅即建立联席
会议机制，扎实开展产业联动、双向调
研、互派干部等交流活动，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去年，重庆两江新区和天府新区成
都管委会、天府新区眉山管委会、宜宾
市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与天府新区建
立了协同工作机制，协同推进一批合作
事项加快落地见效。

比如在产业合作方面，去年疫情暴
发后，两江新区、天府新区加强合作，共
同应对重点产业企业用工、配件短缺等
问题，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对接，推动企
业间相互配套、优势互补，率先推动复
工复产；两江新区联合猪八戒网共同举
办“唱好双城记共取数字经 2020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服务峰会”，39个
川渝地方政府，1万多家企业、行业组织
以及30多万网友通过“线上直播+线下
会场”方式共同参与，合力推动两地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融合发展。2020年
两江新区、天府新区主要经济指标分别
在重庆、成都全市持续领跑。

此外，两江新区和天府新区还共同
举办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发展
论坛、国际门户枢纽研讨会、青年创业
者沙龙、青年企业家峰会等活动，助力
建好经济圈、唱好“双城记”。

今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规划纲要》落地之年。4月29日，两江
新区、天府新区召开第三次联席会，明

确两大新区今年合作的重点是突出“九
个联动”，即在开放、创新、产业、改革、
城市、人才、治理、生态、党建方面联动
发展。两江新区将继续发挥旗舰作用，
以八大产业联盟为抓手，坚持政府引
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见项目见成
效，发挥挑大梁、当示范的作用，通过项
目化、专班化推进，场景化、可视化展
示，推动成渝合作走深走实。

整合双方优势资源
共同做大做强科技创新

记者：重庆市委五届十次全会锚定
了重庆要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这个主目标。在助力科创中
心建设方面，两江新区的工作重点和重
心是什么？是否会与天府新区继续展
开交流合作？

李洁：两江新区是重庆经济发展的
主战场，同时也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

重庆要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这对两江新区而言是一个重大
的战略机遇。

目前，两江新区正全力推进科技创
新，以高水平实施“科创+产业”为导向，
瞄准新兴产业设立开放式国际化高端
研发机构，举全区之力抓好重庆两江协
同创新区；深入推进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做大做强科技创
新平台，打造“住业游乐购”全场景集，
建设重庆智慧之城；突出企业在科技创
新中的主体作用，着力培育引进更多国
际一流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不断提
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推动产学
研深度融合，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
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

今年 6 月 16 日，两江新区推出了
《两江新区关于贯彻落实市委五届十次
全会精神深入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引领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重庆两江新
区打造产业创新高地行动计划》《高标
准打造两江协同创新区2021年重点任
务》等“1+2”政策体系，明确到2025年，
两江新区将初步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承载区框架体系
和核心功能。

今年上半年，两江新区科技创新成
效明显，新增市级以上研发平台23家，
累计达 342 家；新增入库科技型企业
533 家，增长 68%；“双创示范基地”两
获全国表彰；新增注册数字经济企业
550家、增长30%。

两江新区也将携手天府新区，整合
双方优势资源，依托科技创新联盟，共
同做大做强科技创新。首先，依托重庆
两江协同创新区、成都科学城，共同争
取重大国家战略项目的优先布局，合力
打造全国重要科技创新和协同创新示

范区；其次，瞄准突破共性关键技术尤
其是“卡脖子”技术，增强协同创新公关
能力；第三，加强科技服务联动，打造双
向协同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提升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率；第四，共同探索
科研机构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研
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健全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保护机制，打
造一批拥有知识品牌和核心知识产权
的优势企业。

营造“近悦远来”软环境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记者：在吸引优质人才方面，两江
新区如何营造“近悦远来”的创新软环
境？

李洁：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
一资源。“十四五”期间，两江新区将实
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打造创新特
区、人才特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一是发挥“试验田”的体制机制优
势，积极探索更加开放更加便利的人才
引进政策，破除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
价、流动、激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
探索推进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
或长期使用权试点改革，探索吸引国际
一流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的机制。

二是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打
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
务全链条，健全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
制，争创国家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综合
改革试验区。近年来, 两江新区围绕
知识产权、科技金融、政务服务等方面
先行先试，让创新资源在城市中高度集
聚，完善的创新链满足了各类创新企业
全方位的需求，创新的软环境充满活
力。截至 2020 年底，两江新区直管区
有效注册的商标总量达到27168件，同
比增长21.7%；专利授权总量超19500
件，同比增长 23%，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超38件。2020年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金额超2.7亿元。

三是营造“近悦远来”服务环境，高
标准打造两江国际合作中心、欧洲重庆
中心、中瑞产业园等国际创新合作载
体。建好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
基地，建立两江英才荟一站式综合服务
平台，帮助高层次人才解决人才住房、
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父母养老等后顾
之忧，打通人才流动使用障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李茂佳 喻言

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洁：

携手天府新区 推动成渝合作走深走实

重庆两江新区汽车产业。林丽江 摄

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
会副主任李洁。

重庆区县负责人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