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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双城记，巴蜀一家亲。
重庆与成都，同根同源，正以看得见

的加速度相向而行。时间拨回到3年前，
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
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重大决策部署。2021年10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规划纲要》。党的二十大将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列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

3年时间，“双圈”建设成效显著：2021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GDP7.4万亿元、
增速8.5%；2022年上半年经济总量同比增
长3.3%，高于全国0.8个百分点。重庆会
同四川大力实施成渝中线高铁等160个重
大项目，出台科技创新中心、金融中心、生
态环境保护等规划方案，311项“川渝通
办”事项、43项便捷生活举措让两地关系
更加紧密。

其势日兴，其效可期。3年时间，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已从规划蓝图变为
现实。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在协
同共进、互利共赢中，成渝两地正合力打
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
新的动力源。

共促消费
成渝打造国际消费目的地

元旦小长假，哪些旅游目的地是游客首
选？数据显示，元旦小长假火车票搜索量前
五的目的地分别是重庆、成都、北京、深圳、
广州，成渝地区成为2023年元旦假期最热
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文旅产业是成渝两地共有的优势领
域，也是两地文化消费产业链接的重要载
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
目的地，不断增强巴蜀消费知名度、美誉
度、影响力。

2020年以来，成渝两地建立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商务联席会议制
度，组建商贸流通、消费促进等6个工作
专班。2022年8月，《建设富有巴蜀特色
的国际消费目的地实施方案》正式印发，
这意味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了
新目标。

根据方案，通过培育建设，到2025
年，推动形成重庆主城都市区和成都双极
核、多个区域与次区域消费中心共同发展
的新格局，基本建成“立足西南、面向全

国、辐射全球，品质高端、功能完善、特色
突出”的国际消费目的地。

当下的成都与重庆，已在建设高端商
圈、强化首店经济、消费场景焕新等方面
实现多维发展。以首店经济为例，截至
2021年11月，成都和重庆在当年分别引
进800余家和200余家首店，成为国内新
消费多元发展的前沿。

线下，成渝两地频频发力，各类消费
促进活动相继推出，让消费市场活力加速
释放。2022年12月28日，2022“成渝双
城消费节”正式启幕，活动将持续至2023
年3月，联动成渝两地60余个区县，以及
环渝、环蓉重点城市的商旅文体企业，派
发上亿元优惠券和消费券。

2021年，川渝两地的消费市场规模
已达到3.45万亿元。“在共建国际消费目
的地建设上，川渝将推动形成‘双核引领，
多域联动’的消费发展格局。”四川省商务
厅副厅长陈友清说，四川将支持成都创建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做强成都都市圈消费
副中心，组团打造高能级“1小时消费
圈”。2023年，四川还将联合重庆举办第
二届成渝地区双城消费节，高水平举办第
二届国际熊猫消费节。

内畅外联
“双圈”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提速

区域发展，交通先行。一直以来，地处
西南腹地的成渝地区，以交通为代表的基
础设施短板，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构
建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枢纽，更是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主攻方向之一。
如今，成渝两地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

项目建设场景。走进成都站扩能改造工
程施工现场，工人正操作机器对老站房进
行最后的拆除，扩能改造后的成都站，将
成为成渝中线高铁始发站。

2022年11月底，成渝中线高铁开工
建设，这意味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又将
新增一条大通道。成渝中线高铁，是继成
遂渝高铁（沪汉蓉通道）和成渝高铁之后，
成渝之间的第三条高铁通道，也是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双核间最高效的直连通
道。建成后，成渝“双核”将实现50分钟
通达。

陆上交通动作频频，航空领域也迎来
重要进展。2022年2月，中国民用航空局
印发《关于加快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建设的
指导意见》。《意见》指出，以成都、重庆国
际航空枢纽功能建设为牵引，加快打造西
部对外开放空中大通道。到2025年，成
渝世界级机场群初具规模，成为支撑中国
民航发展的第四极。

成渝世界级机场群正加速形成。数
据显示，目前以成都双流、天府，重庆江北
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共开通国际航线240条，成都、重庆机场
乘客吞吐量居全国前两位。重庆江北机
场改扩建项目正加快建设，预计建成后将
满足年旅客吞吐量8000万人次、货邮吞
吐量120万吨的市场需求。

共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成都和重
庆也在合作发力。2022年10月，2022年
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首批城市名

单公布，成都市联合重庆市以城市群申
报，成为9个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城市
（群）之一，为建设综合交通枢纽集群按下
了“快进键”。

从陆上到空中，更加畅达的交通让成
渝间互动更加频繁。3年间，川渝两省市
坚持运输一体，作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的“双核”走在前列。2022年，川渝建成
及在建高速公路通道达18条，预计到
2025年，川渝间建成和在建高速公路通
道将超过22条。

共建共享
打造高品质宜居地惠及民生

拉近成渝两地距离的不仅是交通时
间，基本公共服务持续提高，给两地居民、
企业带来更多便民惠企政策，让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在重庆工作的赵先生要在成都买房，
让他感觉惊喜的是，不需要在重庆、成都
两地跑，在网上申请即可通过审批；重庆
市民小李在成都读书，在成都图书馆借书
后，可以到重庆图书馆还书；在重庆退休、
成都养老的张大爷可以在成都刷重庆医
保卡看病就医，便捷的跨省就医环境让他
感触颇深。

一辆公交车从重庆市渝北区出发，即
可到达川渝高竹新区，这是重庆渝北至四
川广安的首条跨省公交，也是川渝间第
20条跨省公交。2020年4月川渝开通首
条跨省公交以来，川渝毗邻地区陆续开通
了20条跨省公交，基本实现毗邻区县跨
省城际公交全覆盖。

依托“天府通APP”“重庆市民通
APP”，目前已实现了成都平原经济区与
重庆主城区及区县公共交通“一卡通”“一
码通”，川渝实现公交客运车票网上互售，
已惠及超4000万人次。

“共享包容，改善民生”是建设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的主要原则之一。3年来，
川渝两省市联合发布311项“川渝通办”
事项，统一事项办理标准流程。推出两批
次、43项便捷生活行动举措，涵盖交通通
信、户口迁移、就业社保、教育文化、医疗
卫生、住房保障等领域。川渝1.2万家定
点医疗机构住院（门诊）费用、2.9万家定
点药房实现跨省直接结算，服务群众超
251万人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田怡

双城联动 双核引领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三年建设成势见效

巴山蜀水紧相连，川渝自古一家亲。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推进建设三年以来，
川渝两省市住建系统不断深化合作，成绩
斐然。“住建”一词，已然成为关乎两地市
民幸福感的高频词汇。

公积金领域有突破
异地贷款“两地跑”变“一地办”

“从前，川渝两地的市民要申办异地
贷款等事项需‘两地跑’，耗时一两个月，
如今信息共享了，这些事项在当地就能办
理，办理时间也缩短到了1天。”2021年10
月20日，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
公积金监管处负责人谈到川渝两地住房
公积金领域的变化时说。

为便于两地合作，四川省、重庆市住

建部门于2020年4月签署《深化川渝合作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住房公积金一
体化发展合作备忘录》，共同制定省级一
体化发展工作方案，明确一体化发展的

“路线图”和“时间表”，将7个方面合作事
项具体化、项目化、清单化。

据悉，早在2021年9月底前，川渝两
地就已实现贷款缴存证明和贷款结清证
明“无纸化”，让申请异地贷款由“两地跑”
变为“一地办”。设立的线上线下“双绿色
通道”，打造公积金一体化发展标准化服
务窗口，将异地转移接续办理手续简化为

“一张表”，给市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
便。

截至2021年底，川渝两地共办理异
地转移接续6990人次，涉及资金1.82亿

元，发放异地贷款4378笔，发放资金16.1
亿元，两地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变得
更加方便快捷。

缓解新市民住房困难
成渝公租房等一键网上申请

“蓉漂”“渝漂”……为更好地方便新
市民、青年人群体充分了解川渝住房安居
保障政策内容和申请渠道，充分享受到实
实在在的优惠，2021年7月，四川省住建
厅和重庆市住建委共同搭建了“川渝安
居·助梦启航”服务平台。

“服务平台主要作用是把分散在四川
21个市（州）、重庆38个县（区）和相关部
门的安居保障政策分类汇总，形成了川渝
地区覆盖最广、政策最全、方式最多的住

房保障安居‘一键便捷查’平台，方便新市
民、青年人群体，逐步实现‘最多跑一次’。”
四川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说。

平台推出旨在努力让住房保障的政
策红利覆盖两地新市民就业群体，吸引周
边地区更多人口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安居乐业，截至2021年7月，已实现公租
房川渝“互保”3.7万户。此外，服务平台
已开通了成都市公租房、人才房和重庆市
中心城区公租房的“一键网上申请”功能。

接下来，川渝两地还将共同推动公租
房保障范围常住人口全覆盖，持续深化住
房保障领域的便捷行动合作再上新台阶，
不断提升两地新市民、青年人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澜

川渝住建领域合作三年来持续深化

川渝新市民、青年人幸福感不断提升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唱好双城记 共建经济圈

成都春熙路商圈。锦江融媒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