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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近8000万台笔记本电脑、超1
亿台智能手机出自川渝，成渝地区成为
全球前十电子信息制造业聚集地；全国
每7台汽车就有1台产自川渝，超过五分
之一的动力电池实现“川渝造”……走
过五年，川渝携手交出一份答卷：“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奔赴，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向纵深推进。

2025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规划纲要》的收官之年，如何继续
下好“一盘棋”？正值川渝两地两会召
开期间，在两地代表委员提出的相关
建议和提案中，“深度融合”和“协同”
是高频词。携手相向而行的第一个五
年，两地标志性成果由点及面，两地代
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推动更紧密的

“一体化”进程。

走好关键一步
加强成渝地区科技成果转化

四川与重庆，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的核心引擎，不仅承载着推动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任，更是科技创新
与产业融合的前沿阵地。如何围绕成
果转化、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开展深度
合作，是不少川渝两地代表委员共同关
心的话题。

四川省政协委员、致公党四川省委
会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斌在
走访调研中发现，近年来，川渝两地科
技成果转化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也面
临着统筹发展规划不足、体制机制不畅
通、多元成果转化路径缺失、重点领域
领军人才短缺等问题。

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发
力，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
实的关键一招。李斌表示，为更好推动
川渝两地科技成果转化，进一步实现创
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政策链深度融
合，建议建立更加完善的协同成果转化
机制。“可以在川渝两地政府职能部门
设立科技成果转化机构，负责收集、整
理、发布两地科技成果信息，组织开展
科技成果对接。”

与此同时，加强科学技术交易市场系
统性建设，加强川渝地区产学研用转换深
度合作，加强跨区域领军人才交流与引
进，建设川渝科技资源共享创新平台。

“建立完善的人才交流机制，可以
跨区域吸引更多的高层次领军人才在
川渝创新创业。同时，加大对本地人才
培养、培训力度，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好
的发展机会。如在子女入学、住房补
贴、科研经费等方面给予倾斜，让他们
一心一意搞科研。”李斌说。

深化重庆北碚和绵阳联动
协同推进核心技术攻关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重庆市政协
委员、重庆市北碚区政协副主席、西南
大学科技处处长胡昌华提到一组数据：
近年来绵阳和重庆北碚的“双向奔赴”，
协同推进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
成了10个方面的高校、院所和企业间的
交流与合作，包括重庆红岩建设机械与
西南科技大学、绵阳市盐亭县与西南大
学柑桔研究所等合作项目。

科技的创新合作，带来产业联动，
也推动产业链配套合作。目前，川渝两
地企业在新材料、轨道交通等领域达成
合作，如四川长虹与重庆轨道交通集团
签订镉镍蓄电池供应协议。

“还要继续深化北碚和绵阳的联动
发展。”胡昌华表示，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机遇，可以构建绵碚科技创新
政策一体化机制，推进区域协同创新体
系建设。完善科技协同发展机制，建立
固定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双边信息互通。

同时，协同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协同完善川渝科创资源开放合作体
系，协同推动经营主体交流合作等。

将成都都市圈“扩容”
释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强大磁场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
成都作为极核城市发展良好。”四川省
人大代表、民盟四川省委会副主委、西
南交通大学教授高增安提到，成都都
市圈是四川乃至全国西部创新能力最
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最活跃的
重要区域。

“北向德阳、南向眉山、东向资阳发
展路径已明确，唯独西向发展载体缺
乏，以致未能形成完整闭环。”高增安表
示，进一步释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强大磁场，可以依托川藏铁路，将雅安
纳入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范围，更好
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安全需要。

“雅安东融成渝、西联康藏，是川藏
铁路的关键节点，也是成都平原经济区
内除德眉资外唯一与成都接壤的城市，
与成都都市圈经济互补、社会互融、文

化互通的区位条件和环境优势突出。”
高增安说，将成都都市圈扩围至雅安，
可以助力成都系统提升极核发展能级
和辐射带动力。

与之匹配的，是基础设施同城化、
产业同城化、公共服务同城化、开放发
展同城化和生态保护同城化。高增安
建议尽快启动实施渝自雅铁路雅乐段，
争取天府大道南延线延伸至雅安，推动
雅安与成都加快建设亚蓉欧雅安组货
基地，深化成渝地区大数据产业基地建
设，共建超算智算中心。

成都、雅安两地还可以共同发展适
铁、先进材料、氢能等产业，推动铜、锂
等矿产资源及中藏药材、鱼子酱等优质
农产品在雅安精深加工，共建大熊猫生
态旅游风景道、国道318线中国最美景
观大道等世界级旅游线路，打造“成都
集散、成雅共游”合作模式。

抢抓战略机遇
带动更多产业“出圈”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
机遇，也给两地产业发展带来更多“出
圈”可能。1月21日，重庆市人大代表、
施密特电梯有限公司总裁杨甲林表示，
重庆大足正朝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电梯产业集聚的“灯塔”迈进。

截至目前，大足高新区已建成重庆
市智能电梯产业示范园，集聚了电梯整
机企业施密特、富士、华森天澳等5家，
核心配套企业20家以及技术研究院两
家。可以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电
梯产业发展仍处于快速成长阶段。

“作为一名电梯产业从业者，我发
现，行业发展仍存在缺乏行业龙头带
动、产品竞争力不强、企业生产经营面
临不少困难等问题。”如何打破产业发
展瓶颈？杨甲林建议，支持大足高新区
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电梯产业集
聚区，具体来说，可引进一批具有影响
力的头部整机企业及DC（整机厂仓储
转运）项目，完善产业链条，加快促进川
渝两地电梯产业聚链成群发展。

供需平衡也很关键。除了加大对供
应端的支持力度，也需要扩大市场需求，
让生产出来的电梯可以销售出去。“以重
庆为例，相关部门可以推进老旧电梯更
新改造、加装电梯集中采购等，加强对电
梯加装和改造的支持，在符合公平竞争
要求下，尽可能向本土电梯品牌倾斜。”
杨甲林说，同时，支持“本土造”电梯“走
出去”，帮助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马嘉豪 喻言李茂佳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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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上的“双向奔赴”

川渝代表委员热议“双城记”

李 斌 四川省政协委员、致公党四川省
委会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胡昌华 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市北碚
区政协副主席、西南大学科技处处长

高增安 四川省人大代表、民盟四川省
委会副主委、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杨甲林 重庆市人大代表、施密特电梯
有限公司总裁

1月20日，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正
式开幕。政府工作报告也揭开了面纱。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目标数据背
后，很多人在报告中找到自己。

例如，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加强了
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服务和权益保障。
针对快递小哥、送餐骑手、网约车司机、
自媒体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明确要
建设更多“暖心之家”，打造更多友好社
区……同时，青年人、创业者、妇女儿童、
困难群众等都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感受到了四川省两会对于‘以人
为本’的强调。”作为在川台胞，星点海
峡两岸新经济创业园总经理郭弘扬受
邀列席此次开幕会，在认认真真听完政
府工作报告后，他感叹道，“难怪说通过
这份报告，有人读到方向，有人读到预
期，有人看见机遇。”

截至2024年底，四川经营主体达
到920万户。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高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占比，精心培育
制造业单项冠军、行业隐形冠军、瞪羚
企业、独角兽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推
动企业“上规、上榜、上云、上市”。

这样的表述吸引了郭弘扬。“我对

政府工作报告中‘智改数转’的发展方
向充满期待。”在他看来，这是很多台湾
高层次人才的大机会。

对于庞大的青年群体而言，政府工
作报告明确，要推进青年发展型省份建
设，为广大青年搭建施展才华、创新创
业的人生舞台。同时，要深入开展科技
人才评价改革综合试点，加快引育一流
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
创新团队。

这与全省的产业布局相呼应。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推动重点产业
建圈强链。突出抓好人工智能、高端能
源装备、航空航天等“15+N”重点产业

链，优化产业生态，强链延链补链，促进
高水平发展。

这也意味着，类似量子科技、脑科
学、原子级制造等更多未来产业，已经
被纳入四川抢先布局的考量。

老老人，小小孩，这是当下备受关
注的群体。政府工作报告中部署了很
多强化“一老一小”服务的具体工作。
例如，日间照护、短期托养、康复护理、
助餐助浴等社会化服务提到了，支持老
年大学扩大学位供给提到了，还有推广
多子女可在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同校
就读等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从政府工作报告中读到方向看见机遇
两会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