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再次成
为热议的关键词。今年两会期间，川渝
两省市代表团联合向十四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提交《关于优化重大生产力布
局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建
议》，吁请国家层面参照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
政策，加大指导支持川渝优化重大生产
力布局的力度，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川渝两省市代表团连续3年联合提
出建议，为何今年聚焦“优化重大生产
力”？ 从规划落地到全面提速，成渝地
区经济一体化如何携手乘势跃升？

从联合建议看变化
承接更多重大生产力川渝正当时

有要求、有需求、有条件——三个
词，足以回答。若是再往细里探究，每
年全国两会上，在川渝两地的联合建议
中，能看出不同阶段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不同思考。

2021年3月，川渝两省市联合提出
“关于加强长江上游航运能力建设 助
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建议”，
这种提出建议的方式在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上尚属首例；2022年再次联合提
出《关于加快推进川渝能源保障一体化
建设的建议》。

今年川渝两省市的联合建议，则聚
焦在重大生产力布局上。什么是重大
生产力？

所谓“生产力布局”是社会生产在
一定空间范围的分布与配置，生产力布
局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生产
系统的功能发挥和资源配置效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

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和国土空间体系。这为推动更高质量
的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司
就透露，将和有关部门一道着力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进一步优
化石化、新能源汽车等重大生产力布
局，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河南、山
东等省份也明确提出，要依据本省实际
情况，优化重大生产力的布局。

在今年重庆代表团和四川代表团
关于“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联合建议
中，涉及要打造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
战略基地、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
制造业集群、打造平急转换产业先行
区、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卫生健康领域
试验内容，以及加大国家统筹协调和资
金支持力度等五个方面的具体建议。

川渝的代表委员们认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在产业协同竞争力、区域协
调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困难和短板亟待
破局。

在此背景下，今年聚焦“优化重大
生产力布局”，既是对进一步通过产业
联动、协作提升整体竞争的发展诉求，
也是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

纲要》中明确“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融合提升优势产业”的回应，更是抓住
时代机遇的必然要求。

从代表委员热议看方向
聚焦待破局打造川渝合作新样本

除了全团建议和联合提出建议，今
年的全国两会上，对于推进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的建设，也有更多维持着一贯
高水平的意见建议。

聚焦协同引才，全国政协委员、四
川外国语大学校长董洪川建议通过强
化政策保障，加大对语言服务行业的支
持力度，推进专业建设，完善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翻译人才培养布局，“特别
是结合成渝地区在国家新开放格局中
的区位优势，围绕面向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需要的关键语种进行布局”。

此前，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川
渝等城市群都提出了创建科技创新中
心，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对此，今
年重庆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增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能力的
建议》，呼吁从国家层面给予支持，增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能力。

针对目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

略科技力量、科技创新平台和人才资源
缺乏的现状，全国政协委员、民盟重庆
市委会专职副主委蒙格丽建议，在成渝
地区建设国家技术转移区域中心，支持
成渝地区开展科技成果评价改革试
点。同时，支持重庆建设“一带一路”国
际技术转移中心，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成为我国西部“一带一路”科技人
文交流高地、科技合作平台集聚高地、
科技合作机制创新高地。

四川代表团就健全国家层面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推进机
制提出建议。此外，还有具体到产业布
局上的，例如，住川全国政协委员提交
了联名提案，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川渝天
然气资源就地高效转化。

事实上，对于川渝联合建议，相关
部委也给予了积极回应。例如，在
2021年全国两会上，对于住川渝全国
政协委员关于支持建设川渝自贸试验
区协同开放示范区的联名提案，商务部
会同财政部、国家药监局、海关总署，从
指导制定方案、加大放权授权力度、加
强政策创新支持三个方面进行回复。
同年，商务部还配合有关部门编制《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研
究提出支持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建议。

在两会之外，具体的行动已经在部
署。在2023年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乘势跃升。突出双核联动、双圈互
动，协同推进2023年度248个共建双城
经济圈重大项目，重点提及了提升成都
极核发展能级和辐射带动力。而重庆
的“新春第一会”也明确提出，要把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市委“一号工
程”和全市工作总抓手总牵引来抓，为
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从

“乘势跃升”到“一号工程”，川渝不约而
同的表态，正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引向深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从川渝第三年联合建议
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如何乘势跃升？

全国政协委员洪厚甜：
为中国书法建立“参照系”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帆）两会期
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
刻所副所长洪厚甜提交了一份名为《关
于实施“中国历代书法经典品鉴工程”》
的提案。该提案指出：“在将中国书法文
化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也能依托该参照
系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出真正内涵丰富
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作为一位从成都走出去的书法家，
这是洪厚甜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3月6日晚，洪厚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当前书法艺术蓬勃发展，书法爱好者和
从业者众多，书法教育传播从校内到校
外形式多样，但也出现了传播质量参差
不齐的现状。因此他建议由政府主导
推进正解中国传统书法历代经典名作
的“历代书法经典名作品鉴工程”，为书
法艺术的传承和海内外传播建立具有
学术高度的参照系。让更多人民群众
感受和学习书法文化，并推动这一文化
符号走出中国。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为核电反
应堆的“粮食”，低浓铀是核电安全稳定
运行的重要物质基础。在今年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原子能党委书记、董
事长辛锋递交了《关于支持我国低浓铀
产品出口退税的建议》，建议调整我国低
浓铀产品出口政策，提升我国低浓铀产
品国际竞争力，公平参与国际竞争，鼓励
我国低浓铀产品“走出去”，促进中国核
燃料循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核电发展需要手中有“粮”

辛锋介绍，核能高效、清洁、安全。
发展核电对我国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
制约、保障能源安全、减缓二氧化碳排
放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双碳”
目标的愿景下，核能作为解决能源需
求、保障能源安全、调整能源结构的重
要支柱的地位日益凸显，中国核工业也

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伴随着核
电产业发展加速，中国低浓铀产品加工
能力逐步提升，部分能力已跻身世界前
列，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条件。

为了有效应对全球核燃料市场格
局的变化，提升我国低浓铀产品的国际
竞争力，公平参与国际竞争，积极调整我
国低浓铀产品出口政策迫在眉睫。据了
解，世界上主要的低浓铀产品供应国家
或地区如欧洲、俄罗斯等普遍采取出口
免税或出口退税等政策措施，鼓励本国

或本区域低浓铀产品出口。

构建核燃料产业发展新格局

按照我国核电发展预期，到2025年
我国核电在运装机将达到7000万千瓦，
在建装机将达到3000万千瓦，将成为仅
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核电国家，届时需要
的低浓铀将是目前国内产能的2倍。

“中国是当前第三个具备商业化全
链条核燃料产品加工能力的国家。为
了我国低浓铀产品‘走出去’，调整相应
政策，将有利于促进我国核燃料产业转
型升级和动态平衡核燃料供应体系构
建，有利于增强我国核电‘走出去’的竞
争力和综合保障力，有利于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核燃料产业发展新格局。”辛锋说。

“建议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我国
低浓铀产品出口退税，促进我国核电与
核燃料共同‘走出去’，形成密切联系、相
互支撑、共生共荣的有利局面。”辛锋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边雪

委员在这里

全国政协委员辛锋：

希望未来中国核电与核燃料共同“走出去”
两会好声音

成都双流综合保税区内，仁宝电脑公司的生产线上工人正在忙碌着。

辛锋

两会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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