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伊始，川渝边界胡家梁子热闹
非凡。登上平台眺望，是川渝高竹新区
许多人喜欢做的一件事。

不少新区人还记得这里最初的面
貌：青山连绵，山峦起伏，园区内满是荒
地，大面积“留白”。

1月3日，成渝“双城记”唱满第五年。
双圈相向而行、同向发力，硕果累累。

川渝高竹新区，作为全国首个跨省
域共建新区，承载着探索经济区与行政
区适度分离改革的重大历史使命。如
今，企业从挂牌前的102家增至现在的
201家，一座座建筑拔地而起。

新区轮廓日益清晰，道路、厂房、商
业综合体、居住小区等逐渐完善，曾经的

“空白”区域被一一填满，为这幅蓝图勾
勒出愈发清晰的线条。

这里，改变不断发生，正逐步实现
“边缘”向“前沿”的转变。

“打破无形行政壁垒”
川渝高竹新区，位于四川省广安市邻

水县高滩镇与重庆市渝北区茨竹镇交界
处，由川渝两省市共同批复、共同设立。

企业注册地在重庆，办公、生产在川
渝高竹新区，办理各项业务时要回到注
册地，这是川渝高竹新区的企业在以往
时常面临的小麻烦。

元旦前夕，四川强镇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长珍走进川渝高竹新区综合政
务服务中心，一进门，便看到“进一扇门，
办两省事”这八个大字。

张长珍此行是为了增加营业执照上
的项目。这是他首次来服务中心，上周他
开车一小时误跑到邻水县城办理业务。

不到十分钟，川渝高竹新区市场监
督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阳萍便为张长
珍办妥了一切。

以往，本地企业和居民需赴邻水县、
坛同镇，重庆企业和居民则需前往两江新
区办理业务，需要耗费两三天才能办好。

如今在川渝高竹新区市场监管办公
室，享受“一站式”服务，只跑一趟、一天
就能办结。“我们统一受理相关业务，极
大节省了时间，提升了效率。”阳萍说。

同城共管，实现川渝事项无差别受
理、同标准办理。

“2024年4月，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局发出第一张跨省运输货车临时通行
证。”川渝高竹警务中心负责人曾强说，
获得该通行证的设备运输货车在有效期
内可凭证按明确的时间、路线通行重庆。

川渝高竹新区80%企业为重庆车企
配套，往返重庆市主城区需求大、频次
高，但运输货车均为川籍牌照，无法办理

主城区货车临时通行证，入渝面临诸多
不便。

此前，新区企业采用抵渝后转运、半
夜运输等方式运输货物，给企业带来较
大物流成本。

“利用跨省一体化警务运行机制优
势，多方协调实地调研后，制定了‘同标
互认’解决方案。”曾强说，根据政策，新
区川牌货车都由重庆发放牌照，与重庆
车辆享受同等待遇，方便企业运输。

目前，已有3家企业6辆货运车辆获
颁“临时通行证”，这将为企业节省每年
30余万元的物流成本。

“协调联动、务实高效的运行管理机
制是改革的基础，‘一套班子、两省市人马’，
按照‘一家亲、一盘棋、一体化’理念实现
共建。”川渝高竹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区从体制机制入手，围绕“怎么
管、怎么建、怎么分”等尝试“破题”。

通过创新“小管委会+大公司”的运
行管理体制，在土地、财税、人才等方面
实现政策择优使用，按照“存量收益由原
行政辖区各自分享、增量收益五五分成”
的原则构建利益分配机制等，直取改革

“要害”。

新区的独特吸引力便在于“政策就
高不就低、成本就低不就高”。

“一高一低”之间，呈现出的是区域
协同发展的大格局。

“打通有形物理阻隔”
1月5日，川渝高竹新区南北大道上

车流不息。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
中，既要打破无形的行政壁垒，也要消除
有形的物理阻隔。

曾几何时，尽管邻水与渝北田地相
连、水系相通，但交界处的“断头路”却成
为两地交流合作的梗阻，虽“近在咫尺”
却“通行不便”。

四川奥玛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刘世平说：“由于川渝交界处山
路崎岖，物流运输一度成为公司的难
题。”然而，这一困境已得到改变：2024年
4月8日，川渝南北大道三期，这条大家期
盼已久的广安市邻水县高滩镇至重庆市
渝北区城区的“断头路”，得以全面打通。

如今，从川渝高竹新区出发，驱车抵
达重庆主城区仅需30分钟。

随着道路条件的持续改善，高竹新
区与重庆的近距离优势愈发凸显。货物
运输时间较之前再缩短半小时，进一步
提升川渝高竹新区企业的运营效率。

对川渝两地民众而言，这是一条畅
通无阻的便捷出行之路；而对川渝高竹
新区的超200家企业来说，这更是一条经
济发展的动脉、物流畅通的要道。

它解决了新区至重庆中心城区“近
在咫尺却通行缓慢”“虽有通道却不够顺
畅”的难题，有效连接起达州、巴中等川
东北地区，为入驻企业大幅削减物流运
输成本，注入强劲发展动力。

据测算，该道路年通行车辆将达到
550万辆次以上，从新区至重庆，每吨货

物物流成本可节约60元以上。
持续走深走实的改革，不断打破“有

形壁垒”。
川渝高竹新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李

佳介绍，除了推动高速路、快速路等规划
建设，川渝高竹新区还在积极推进渝广
铁路前期工作。这条连接重庆北站和广
安的城际铁路建成后，川渝高竹新区到
广安主城区仅需30分钟，到重庆中心城
区的时空距离将缩短至20分钟以内。

“边缘”迈向“前沿”
从独特的空中视角俯瞰新区，昔日

一片荒芜已悄然蜕变，高楼错落有致地
镶嵌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作为最
早一批入驻川渝高竹新区的企业之一，
从事汽车研发及试制生产的瑞创汽车由
重庆企业投资设立，于2018年迁至新区。

“搬迁后，我们把广安相对较低的要
素成本与重庆高水平的技术支撑、创新
政策结合起来，让企业发展空间更大。”
瑞创工程技术部技术总监李效辉介绍。

瑞创的入驻，使得当时高竹新区的
前身高滩园区拥有更多可能。一路走
来，高滩园区从“重庆汽车产业配套园
区”不断向汽车产业研发和上下游产业
延伸。

四川欣悦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厂房
内，一件件泛着银光的氮气弹簧从生产
线输出，等待着装车转运到重庆。

不同于其他企业从重庆搬来，欣悦精
工2019年从广东省东莞市搬迁而来。搬
迁当初，工厂外面还是一片荒地，“当时，
我们工厂也没有人手，一切都是从头开始
组建。”欣悦精工企业管理部经理蒋成说。

2020年12月29日，伴随川渝高竹新
区正式挂牌成立，各类政策扶持力度加
大，欣悦精工的发展也慢慢走上正轨。

“公司的人员和生产规模都有一定的扩
大。”蒋成说。

“得益于新区建设，我们公司的发展
也是从‘草台班子’逐渐正规和规模化。”
刘世平说，2021年搬来新区后，奥玛腾效
益稳步提高，工人工资也逐年增加。

企业，成为当地就业的“金饭碗”，吸
引大量居民加入，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
实现就业增收，不再需要外出奔波。

如今的川渝高竹新区，已是汇聚近
20万户籍人口、吸引201家企业入驻的
繁荣之地。其中94家企业已投产运营，
2023年规上工业产值达到58.55亿元。

这座承载着“改革使命”的现代化新
城，已然初现规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彦君
马嘉豪 摄影报道

四川奥玛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分装区，工人正在装箱汽车零部件准备运往重庆。

川渝高竹新区警务中心窗口，一边
写着四川一边写着重庆。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针对近期有
群众反映用人单位拖欠职工工资和“五
险一金”缴费，影响其医保权益保障的情
况，国家医保局7日公开发布通知，进一
步加强劳动者医保权益维护工作，明确
各地要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工作，放开非本地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
在常住地、就业地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
户籍限制。

这份《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者医疗
保障权益维护工作的通知》明确，大力做

好劳动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确保
应参尽参。推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全
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保的户
籍限制。

通知要求，持续做好基本医疗保险
关系转移接续工作，劳动者跨统筹地区
流动就业并按规定参保缴费的，保障其
待遇享受顺畅衔接。依托国家医保信息
平台推动参保人基本医保关系转移接续
全流程线上办理，提升转移接续业务办
理效率，保障跨统筹地区流动就业人员
待遇享受。

通知明确，合理设置居民医保集中

征缴期，逐步实现全国规范统一，确保灵
活就业人员等外出就业务工人员能够按
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

在巩固基本医保待遇保障水平方
面，通知要求，各地要将多发病、常见病
的普通门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
围，有条件的统筹地区可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和基金承受能力，稳步提升门
诊保障水平。继续做好参保劳动者住院
医疗费用保障，对其住院发生的基本医
疗保险政策范围内费用，职工医保、居民
医保支付比例分别达到80%、70%左右。

对于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通知明

确，落实好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
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和生育保险工作。领
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保应缴纳的职工医
保（含生育保险）费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
付，个人不缴费。

在生育保险方面，通知明确，稳步扩
大生育保险参保范围，支持有条件的地
方先行探索，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在参加
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
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此外，推动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完善生育保险待遇“跨省通办”流程，生
育津贴审核支付10个工作日内办结。

唱好“双城记” 共建经济圈 ——五年巡礼

“边缘”迈向“前沿”

川渝高竹新区的“破壁之路”

基本医保将放开在常住地、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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