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2022年6月30日 星期四
编辑江亨 版式宜文 总检张浩要闻

仲夏时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五次
会议在重庆举行。作为川渝之间最高级
别的联席机制，每次会议上都会碰撞出
特别的火花。

和室外接近40℃的气温相比，会场
内的讨论更为热烈——5份提交会议审
议的文件，既指向产业协同，也有政策措
施和工作机制。

梳理以往几次会议的成果，这样的
议题并不鲜见，两省市党政领导的每一
次“碰面”，皆致力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重大问题解决。仅产业协
同方面，党政联席会议第三次和第四次
会议，已先后就打造万亿级汽车、电子信
息和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作出部署。

翻看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特色消费品产业高质量发
展协同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与
会者很快意识到，川渝共同打造的第四
个万亿级产业呼之欲出。

这是立足双方优势，协同建设现代
产业体系的务实之举。当前，国内国际
环境和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面对
稳住经济大盘的巨大压力，川渝两地正
更加坚决地扛起党中央赋予的战略使
命，以更高站位和更实举措，强力推动国
家战略实施全面提速、整体成势，加速建
设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
新的动力源。

新目标：川渝特色消费品产业
规模达到2.3万亿元

“到2025年，川渝特色消费品产业
规模达到2.3万亿元。”《实施方案》上的
这一数字，让很多参会代表眼前一亮。

对于这一目标，大家并不意外。一
个月前，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重庆
市第六次党代会同日启幕。在两地的党
代会报告中，“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均被作为重要内容加以部署。重
庆提出，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
为今后五年必须突出抓好的三项重大任
务之一；四川明确，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引领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

到2035年，建成实力雄厚、特色鲜
明的双城经济圈——实现《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的这一目
标，靠什么来支撑？产业的发展举足轻
重。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重庆、四川加
快产业协同步伐，相继明确共建汽车、电
子信息、装备制造业三大万亿级产业集
群。2021年，川渝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营
业收入突破2万亿元大关、汽车产值约
7000亿元、装备制造业保持高增长。

为何选择特色消费品作为新的发力
点？

“由于历史渊源和发源地相近，四川、
重庆在特色消费品方面的优势有很多相
同之处。”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翟
刚说，两地的调味品、休闲食品、特色美食
均享誉全国，同时在细分领域又各有所
长。去年，四川的食品饮料产业实现营业
收入10030.2亿元，跨入“万亿级”。

有基础、有支撑，也有现实需求。“过
去两年多我们共同选择了三个产业重点

打造，实现了产业链供应链的高度契合，
在今年各种超预期因素冲击下，相关产
业波及面不大，说明这条路我们走对
了。”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主任蓝庆华
说，两地持续聚焦重点产业，实现重点领
域重点发力，也是落实稳住经济大盘和

“两稳一保”要求的具体落实。
当天的会议，还审议了《支持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市场主体健康发展的若干
政策措施》《推动川渝能源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协同行动方案》等文件，“对于稳
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大盘，我
们正在采取更多措施。”与会各方表示。

新方向：转型升级把产业做大
做强

“就是要做强产业、做大总量、转型
升级。”四川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的相
关专家读出了《实施方案》的另一层含义
——着力于提升川渝特色消费品工业供
给体系质量，具有错位协同发展的引导

效应。
以川渝特色调味品产业为例，《实施

方案》明确提出要形成原料绿色化、风味
特色化、生产标准化的供给体系，打造

“成渝麻辣经济走廊”。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特色消费品产

业稳定性、可靠性、可控性发展，做好供应
链和产业链的强链补链。”蓝庆华说。

创新，是转型之阶，不仅在于技术的
研发推广应用，也在于文化内涵的提
升。《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共同打造
服装服饰等时尚精品名片”“共同打造富
含城市印记的现代家居文创产业”等。

“在协同创新方面，我们将支持领军
企业联合高校、院所、研究机构和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同时坚持
特色创新，采取‘揭榜挂帅’的方式，支持
行业平台型项目建设。”翟刚说起下一步
的打算时提到，还将围绕打造“设计之
都”，提升创新设计能力，建设品牌孵化
基地。

把产业做大做强，经济之舟方能行
稳致远。其中，稳住市场主体是关键。

提交会议审议的《支持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市场主体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提出了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强化金
融服务支撑、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大力优
化市场监管、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等5个
方面35条举措，其中不乏“建设川渝‘政
策通’平台、制定‘首违不罚’清单”等。

“我们和四川天府新区一直在共同
打造营商环境，已经实现了跨区域政务
通办，统一标准办一件事。”重庆两江新
区党工委副书记程文迪说，今年6月以
来，两江新区已出台了“稳住经济大盘
20条”“优化营商环境30条”等政策举措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提交会议审议的另一个备受关注的
文件是《推动川渝能源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协同行动方案》。该《方案》提出了7个
方面重点任务，要求到2025年基本建成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这些政策措施恰逢其时、十分必
要。”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萍
说。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彧希

◎产业协同方面，提出到2025年，川渝特色消费品产业规模达到2.3万亿
元。川渝共同打造的第四个万亿级产业呼之欲出

◎稳市场主体方面，提出了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强化金融服务支撑、提升政
务服务效能、大力优化市场监管、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等5个方面35条举措

◎能源保障方面，提出了7个方面重点任务，要求到2025年基本建成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四川党政代表团成员在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参观考察。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欧阳杰摄

产业协同、支持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能源保障……

川渝携手稳经济大盘

生旦净末丑，演绎人间百态；昆高胡
弹灯，唱尽人生百味。

川剧，位列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川渝两地共同
的地方戏剧种，也是两地民众相亲相融
的文化之根，更是两地群众共同的精神
家园和情感纽带。

6月29日，在重庆举行的共建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重大活动上，来自川渝两
地的川剧艺术家陈智林、沈铁梅同台领
衔表演，拉开了第五届川剧节序幕。

十余个剧目选段轮番上演

“开船咯，嘿咗嘿！嘿咗嘿！”29日
晚7时30分，重庆川剧艺术中心舞台上，
灯光逐渐亮起，一首雄壮激烈的川江号
子响彻重庆川剧艺术中心。曲调时而舒
缓悠扬，时而紧促高昂，时而雄壮浑厚，
大气磅礴，震撼人心。

舞台下，座无虚席、鸦雀无声，数百
位观众认真聆听节奏感十足的川江号
子，体味纤夫不畏艰险的精神。

一曲终了，现场掌声雷动。“好，好！”

更有一些“铁粉”激动地站起身，呐喊喝
彩。

随后，肖德美、吴熙、孙勇波、蒋淑
梅、王玉梅、黄荣华、胡瑜斌等9位中国
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轮番登台，带来了
《红梅记·游湖》《灰阑记》《问病逼宫》《衣
冠梦》《天衣无缝》《杨汉秀》《捉放曹》等

“梅花奖”获奖剧目。
老艺术家们精彩演绎《铡侄》《陕补

缸》，风采不减当年；优秀青年演员带来
了《金子》《拷红》等川剧迷们耳熟能详的
经典选段。

尤其是“二度梅”获得者陈智林演绎
的《易胆大》选段、“三度梅”得主沈铁梅
的《五洲人民齐欢笑》压轴演出，赢得观
众满堂喝彩，将晚会推向了高潮。

戏歌《醉人的川剧》将晚会带入尾
声，集中展示了川剧水袖、变脸、托举、帽
翅功、耍佛珠等技巧。。

重庆川剧艺术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第五届川剧节是川剧界的盛会，亦是
一次文化饕餮大餐，老、中、青、少四代川
剧人同台演出，既有守望、更有希望。

戏迷：希望川剧能够传承下去

“今晚上的演出非常成功，我已经有
好些年没有看川剧了，这次再看还是觉
得很感动。”看完开幕演出的杨婆婆，杵
着拐杖站在重庆川剧艺术中心门口，难
掩激动。

“我是一个生活在重庆的四川人，今
年88岁了，是看川剧、京剧长大的，也算
得上半个专家了。”杨婆婆颇有些自豪地
向记者分享这次观演的收获：“这次演出
的川剧比我以前看的更好看，以前川剧
中的‘帮腔’我不太喜欢，今天的演出进
行了改良，还有剧目的乐器、配乐，我都
很喜欢。”

76岁的张婆婆也是一位忠实戏迷，
从小就跟着父母一起看川剧，还经常参
加川剧表演比赛，是一位业余“川剧演
员”。“这次的川剧节搞得好，虽然目前只
看了开场表演，但我相信接下来的表演
会更精彩。”她说。

28岁的王琰第一次现场观看川剧
演出，“超级惊艳，特别棒，真的绝了！”晚
会结束后，王琰久久不能平复激动的心

情。在王琰看来，90后、00后很少有机
会“零距离”接触到川剧等传统戏剧，其
实是一种遗憾，“90后，00后不容易静下
心来体会像川剧这样的传统文化，也没
有太多渠道去了解，希望以后能多举办
一些川剧演出，让传统文化能传承并发
扬下去。”

“川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
表之一，是中国戏曲艺术宝库里的一朵
奇葩，在本届川剧节上将会走出戏剧圈，
走进大众。”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
说，“作为川渝人民同创共享的地方大剧
种，川剧在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盛
举中，必将发挥情感共鸣、旋律共振、文
旅共促的重要作用。”

据悉，本届川剧节主体活动为期15
天，部分活动则将一直持续到9月。活
动期间，主办方将集中开展优秀剧目
展演、“川剧嘉年华”等系列艺术活动，
让更多人接触川剧、感悟川剧、爱上川
剧，感受戏曲艺术魅力，共享文化发展
成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茂佳 喻言

第五届川剧节盛大开幕 川渝9朵“梅花”同台演绎

聚焦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五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