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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加速跑 奋力开新局
——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看中国经济生机活力

位于中国西南腹地，地处“一带一路”
与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成渝地区，承东启
西，连接南北，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大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党的二十大精神
指引下，重庆市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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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将其作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四川的总牵引，两地正携手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面提速。

如今行走在川渝各地，热火朝天的
项目建设现场、满负荷运转的企业车间、
川流不息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便捷
的“双城生活”……一个个鲜活的场景，
正是中国经济强大韧性和生机活力的有
力证明。

与时间赛跑
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提速

春日暖阳下，重庆二塘码头，成渝中
线高铁井口嘉陵江特大桥建设现场，钻
孔、清孔、钢筋笼下放、混凝土灌注，巨大
的桩基慢慢深入地下……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标
志性工程之一，成渝中线高铁建成后，重
庆、成都“双核”将实现50分钟通达。

“我们正在与时间赛跑。”中铁大桥局
成渝中线重庆枢纽施工1标项目总工程
师李沫说，项目部正快速推进大桥建设工
作，确保今年汛期前完成大桥主墩出水关
键控制目标。

与时间赛跑，正是川渝两省市推进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真实写照。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合
办公室日前发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23年将实施重大项目248个，涵盖现代
基础设施、现代产业、科技创新、文化旅
游、生态屏障、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七大重
点领域。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从2021年的
67个到2022年的160个，再到2023年的
248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
目建设呈现持续提速态势。

重大项目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重要抓手，如今川渝各地随处可见热
火朝天的项目建设现场。以交通基础设

施为例，一个个重大项目正“连点成线、连
线成网”——

陆路，除成渝中线高铁开工建设外，
郑渝高铁已通车运营，渝西高铁、成达万
高铁重庆段、渝昆高铁川渝段等项目正在
加快建设中；川渝省际建成及在建高速公
路达20条；

水路，涪江双江航电枢纽、嘉陵江利
泽航运枢纽等项目加快建设，以长江、嘉
陵江、乌江“一干两支”国家高等级航道为
骨架的航道体系基本建成；

航空，2022年成都、重庆机场旅客吞
吐量、起降架次均位居全国前列，重庆江
北机场改扩建、四川乐山机场等项目加快
建设，四川达州机场正式通航，成渝世界
级机场群正加快形成……

其他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也全面提
速。新基建领域，川渝已建和在建数据中
心机架总量超36万个，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国家顶级节点相关项目落户成都，成
渝纳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算力枢纽节
点布局……

能源领域，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
流工程、川南—渝西输气管道等项目加快
推进，川渝基本实现天然气管道“一张
网”，四川水电每年送重庆电量约200亿
千瓦时，枯水期重庆火电送四川电量约5
亿至8亿千瓦时……

“对于地处西部内陆腹地的成渝地区
而言，持续提速的重大项目建设，有利于
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促进生产要素的
自由流动和高效聚集，进而激发西部地区
发展潜能。”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长江上
游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敬说。

协同补链强链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

走进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都分
公司车间，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条满负荷运
转的生产线，每小时130台新车下线，源
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我们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受益者，公司95家核心供应商中，12家来
自重庆，川渝汽车产业深度合作，有效降
低了风险和成本。”公司生产制造部部长
李志强说。

川渝携手补链强链，现代化产业体系
正加快形成。

传统优势产业正实现融合发展。川
渝联合成立汽车、电子产业工作专班，共
建产业链供需信息对接平台、联合对外招
商、共建产业合作园区，携手推动汽车产
业向新能源、智能网联，电子产业向芯、
屏、器、核、网全产业体系转型升级。

以汽车产业为例，2022年川渝共报
送汽车供应链“白名单”企业约500家，全
年川渝两地共生产汽车318万辆，同比逆
势增长17%，展现出产业链合作的强大韧
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加快崛起。川渝
合力打造成渝氢走廊、电走廊、智行走廊，
加快推动氢能及燃料汽车电池应用示范，
重庆、宜宾被列入国家首批新能源汽车换
电模式应用试点，川渝间已建成11条省
际高速公路电走廊。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是重
要支撑。川渝正合作共建西部科学城，瞄
准基础科研和区域创新突出短板，联合对
重大技术难点展开科研攻关。

在西部（成都）科学城，四川天府新区
集成电路设计创新公共平台日前正式投
入试运营，可为集成电路企业提供失效分
析、可靠性试验、测试服务、工艺设计等公
共服务。

“平台提供了完整的集成电路设计公
共服务链，解决了长期以来制约川渝集成
电路企业发展的难题。”天府新区集成电
路设计创新公共平台企业经营发展中心
负责人张鹏飞说，以前对芯片进行失效分
析的实验室远在长三角地区，要检查集成
电路失效的原因，企业必须派人两头跑，
一次失效分析往往至少耗费1个月的时
间，如今时间被缩短至两天以内。

在200多公里外的西部（重庆）科学
城，由西南大学联合国内外高校、科研机
构建立的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近日正式
运行，将培育50个物种的新品种，为高产
优质和高附加值新品种的选育和产业化
推广应用奠定基础，推动相关产业转型升
级。

如今，科创元素正加速向西部科学城
聚集，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项目正呈全面
开花之势。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
（成都）项目、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
等一大批平台、项目陆续落户或投入运
营。

携手开拓创新
改革开放新高地加速崛起

重庆团结村中心站，一列列满载货物
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拉响汽笛，缓缓驶
出站台，开往东盟等区域的国家和地区。

今年一季度，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次跑
出“加速度”。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
营组织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重庆经
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3.6万标箱，同比增
长39%，货值55.55亿元，同比增长25%。
截至今年3月底，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网
络已覆盖119个国家和地区的393个港口。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逆势提速，是成
渝地区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的例证之
一。

如今在成渝地区，内陆开放高地正加
速崛起——向东，可沿长江黄金水道出
海；向西，中欧班列（成渝）号可直达欧洲；
向南，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东南亚等区
域；向北，从成渝地区出发的国际班列可
直达莫斯科……

瞄准改革开放新高地的目标，川渝在
不断扩大开放的同时，携手将改革创新向
纵深推进。

改革，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加快拓展。
川渝已建立跨行政区域外商投资企业投
诉处理协作机制、建立跨省设立的联合河
长办、构建跨区域“同一标准办一件事”的
市场服务系统、构建知识产权跨区域快速
协同保护机制……

改革，有利于增进民生福祉。截至目
前，“川渝通办”事项已达311项，涵盖交
通通信、户口迁移、税务、就业社保等重点
民生领域。

四川金锴安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曹卫东前不久遇到一件急事：企业需要尽
快办理川渝跨省办税业务，如不能及时开
出发票，很可能失去订单。“很方便！我打
通了成都市温江区税务咨询热线，税务部
门通过‘川渝通办’将业务顺利办理，解了
我的燃眉之急。”曹卫东说。

“加快建设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对内正激活发展新潜能，有利于破解区域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对外正成为向
西、向南开放的重要窗口，依托‘一带一路
’拓展开放新空间，彰显出我国经济韧性
强、潜力大、活力足。”李敬说。 据新华社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贯彻落实2023年全国两会精神

“我们都是百姓养，碗里装的百姓粮，
身上穿的百姓衣，当官就该为民想！”目
前，由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文联主席、著
名川剧表演艺术家陈智林领衔主演的川
剧《草鞋县令》，正辗转北京、苏州、上海、
宁波、绍兴、杭州、长沙等地进行全国巡
演。凭借鲜明的人物性格、跌宕起伏的故
事情节、诙谐幽默的唱词、浓郁地道的川
味音乐，《草鞋县令》受到业内专家认可，
当地观众好评连连。

在巡演过程中，陈智林获颁第三届
“四川杰出人才奖”。他坦言：“这次获奖
既是荣誉也是责任。”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对人的浸润是潜移默化

多年来，陈智林一直以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为己任。他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华文
明的智慧结晶，是一切创新的“根”，“在历
史使命的召唤下，我们文艺工作者要为优
秀本土文化发声，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
国声音。”

身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陈智林
在深入学习2023年全国两会精神后表
示，“作为传统文艺工作者，要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涵养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传递时
代价值。”在他看来，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其渗透力之强，对人的浸润是润
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把握中华文化的内
核的前提是熟悉文化内涵。”陈智林说。

结合自己参与的剧目演出，陈智林发

现川剧呈现出来的“天地君亲”“居江湖之
远则忧其君”等，都蕴含着一种旷达胸襟
和远大抱负。“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
我们要始终遵循国家发展路径、发展理
念、发展思维来进行创作，配合国家大政
方针，真正实现‘以文化人’。让老百姓感
受到自己与国家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与国
家的情感是惺惺相惜的，真正确立民族自
信、维护文化自尊。”

通过积极有益的探索
推动优秀巴蜀文化“走出去”

陈智林说：“文化不能掉队，文化人不
缺位。我们要发挥文艺工作者先锋队的
引领作用，承担起传播优秀文化的历史使
命，让人民群众在美美与共的环境里，在
优秀文化润物细无声的情怀下，提高惟民
至上的幸福指数。”

近年来，年轻观众通过一系列“国风”
节目，看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及其蕴含的
精神能量，其中不乏川剧《草鞋县令》等优
秀作品的身影。“除了明确‘洋为中用，古为
今用’的发展，还要明确优秀的传统文化，
对人民的情感、思维、意识或是观点，都能
发挥出‘保驾护航’的作用。”陈智林说。

接下来，陈智林会与更多四川文艺工
作者一道，通过各种积极有益的探索，推
动优秀巴蜀文化“走出去”。“文艺工作者
要发挥责任意识，有良心、有担当，在浩如
烟海的文化元素里找到国家发展需要的
文化支持和文化引领。只要文化引领的
方向是正确的，那我们在服务社会、服务
国家的过程中，一定会找到真正的文化自
信。”陈智林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实习生 汪灵

全国政协委员陈智林：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传递“润物无声”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