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唱好双城记 共建经济圈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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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
纲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有怎样的
重大意义？一年多以来，川渝两地在
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取得了哪些显
著成效？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董建
国接受了记者专访。

是川渝两地发展的重大机遇
也是需要担当的重大责任和重要使命

记者：《规划纲要》出台的背景是
什么？应如何理解其重大意义？

董建国：2020年1月3日，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
展重要增长极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未
来成渝地区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
要指引。

我们深刻认识到，建设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是川渝两地发展的重大
机遇，也是需要担当的重大责任和重
要使命。《规划纲要》出台，更进一步明
确了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总体
要求、阶段发展目标、作用、战略定位、
工作原则、重点任务等内容，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绘就了清晰的蓝
图。

记者：《规划纲要》印发后，在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国家层
面给予了哪些重大支持？

董建国：《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中
央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
规划纲要实施的指导，在规划编制、体
制创新、政策制定、项目安排等方面给
予积极支持。”今年以来，国家层面的
大力支持主要体现在重大政策和重大
项目两个方面。

重大政策方面，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纲要和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
告》。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国家综合
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将双城经济圈
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四

“极”列为国际综合交通枢纽集群。此
外，国家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制
定、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供司法
服务和保障、成渝地区全国一体化大
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点建设、两江新
区创建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重庆四
川建设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等大事，也获得国家层面大
力支持。重大项目方面，成渝中线、成
达万、渝万高铁启动建设，渝西高铁可
研报告正开展评审，渝宜铁路已完成
预可研审查，重庆新机场已通过国家
民航局选址评审，川渝特高压交流工
程、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通道已纳
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嘉陵江、乌
江航道整治等项目已纳入交通运输部

“十四五”水运规划。

“十四五”期间推动经济圈建设
迈出新步伐见到新成效

记者：一年多以来，川渝两地在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取得了
哪些显著成效？

董建国：自2020年1月3日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以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按下“快进键”、
跑出“加速度”，推动两地实现高质量
发展。

2020年，川渝两地GDP总量占全
国比重稳步上升，较2019年提高0.2个
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重庆市地区
生 产 总 值 19951.8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9%，两年平均增长6.2%。四川省地
区生产总值38998.66亿元，同比增长
9.3%，两年平均增长5.8%，均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合作机制高效运行。建立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
联席会议机制和常务副省市长协调会

议机制，组建人员互派、一体运行的联
合办公室，互派两批共201名优秀年轻
干部挂职交流。

重点任务加快推进。协同推进
重点规划编制工作，配合国家部委编
制的7个规划（方案）中，《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已
印发，其余总体进展顺利。两省市首
批共同编制的13个规划（方案）有序
推进。滚动安排2021年川渝合作共
建重大项目67个，总投资1.57万亿
元。截至9月底，已开工64个、累计完
成投资1866.8亿元。制定双城经济
圈便捷生活行动方案，提出6个方面
16条便民政策举措，切实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

战略任务初显成效。国土空间布
局不断优化；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提速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共建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全力推
动；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
的地积极推进；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取得新进展；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加
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公共
服务共建共享多点突破。

记者：下一步，结合“十四五”目标
任务，重庆如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走深走实？

董建国：“十四五”期间，重庆将进
一步树牢“川渝一盘棋”思维和“巴蜀
一家亲”理念，发挥产业、区位、生态、
体制4个优势，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见到新成
效。用好产业优势，着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中发挥支撑作用。以全球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链重塑为契机，坚持市场
主导、政府引导，强化机制创新，优化、
稳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联动四川加
快构建高效分工、错位发展、有序竞
争、相互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用好区位优势，加快建设内陆开放
高地，努力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
挥带动作用。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
领，联动四川打造陆海互济、四向拓展、
综合立体的国际大通道，加快建设内陆
开放枢纽，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

用好生态优势，加快建设山清水
秀美丽之地，努力在推进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坚持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联动四川系
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深入实施主
体功能区战略，全面加快生态文明建
设，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形成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

用好体制优势，建设城乡融合的
西部直辖市。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
距为目标，联动四川推动要素市场化
配置，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形成工农互
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据四川日报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董建国：

用好4个优势 推动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

“十四五”期间 川渝将合力打造千亿级蚕桑丝绸产业集群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茂佳）10月

21日，重庆市商务委组织召开推进蚕
桑丝绸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座谈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十四五”期间，川渝
两地蚕桑丝绸产业将全面协同发展，
合力打造1000亿级蚕桑丝绸产业集
群。

来自重庆市商务委的数据，目前
重庆蚕桑生产规模稳定在80万亩左
右，发种、产茧量居全国第9位，生丝产
量居全国第7位，真丝绸锻产量居全国
第4位，蚕丝及交织物产量居全国第3

位。蚕桑产业已成为黔江、奉节、云阳
等区县的重要民生产业。

重庆市商务委副主任彭和良介
绍，日前，重庆市商务委等八部门发布

《重庆市蚕桑丝绸产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及《关于推动蚕桑丝绸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安排部署“十四五”期
间重庆蚕桑丝绸产业发展举措。

按照规划，到2025年，重庆蚕桑丝
绸产业实现综合产值50亿元以上，推
动形成一批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精
深加工企业，缫丝综合能耗降低50%

以上，劳动生产率提高30%以上。
同时，蚕桑丝绸产业上下游协同

发展，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显著提高，行
业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品
牌和文化影响力持续增强；蚕桑智能
装备、人工饲育等新技术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推动重庆成为全国优质茧丝
绸主产地、智能蚕桑设备研发主阵地、
蚕桑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地，形成高质
量发展的现代蚕桑丝绸产业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十四五”期间，重
庆将紧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契

机，全面推动川渝两地蚕桑丝绸产业
协同发展。具体来说，打造川渝毗邻
区现代蚕桑丝绸园区和产业带，推动
黔江、涪陵、奉节、武隆、合川、江津、潼
南、大足、云阳、巫溪等重点区县蚕桑
丝绸产业提档升级，深化与四川南充、
绵阳、宜宾等主产区的产业合作，共同
建设西部桑蚕种质资源保护基地、优
质蚕种生产供应调节基地、优质茧丝
生产基地和蚕桑资源产业化开发示范
基地，合力打造1000亿级蚕桑丝绸产
业集群。

成安渝高速公路为川渝经济快速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