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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奔赴”，成渝中部地区是
重要突破口

通车！2023年12月26日，随着成宜高
铁首发列车驶出宜宾站，以全新时速串起
成都都市圈和川南城市群。

提速！近日，渝昆高铁渝宜段（重庆至
宜宾段）完成无砟轨道施工，为渝宜段按
期完成铺轨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宜宾，这两条高铁相连，形成连接
成都和重庆的又一条高铁大动脉，增强

“双核”对渝西、川南的辐射带动作用。
这得到了省政协委员、西南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教授江欣国的“点

赞”。他建议，应聚焦轨道交通发展中网络
融合程度较低这一核心问题，集中优势资
源，充分释放轨道交通运输服务潜能。

提速不局限于交通领域。2023 年，川
渝两省市共建重大项目248个，这个数字
在 2022 年、2021 年分别为 160 个和 67
个。2024年，这个数字将达到300个，总投
资约3.6万亿元。

机制做法也在不断创新。不久前，双方
建立了省市领导联系川渝毗邻地区合作共
建功能平台机制。2023年8月，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跨区域协作形成的18条经验做
法，被国家发展改革委向全国推广。

抢抓机遇，处在“双向奔赴”前沿的成
渝中部地区更应加快发展，成为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的重要突
破口。省政协委员、资阳市政协主席陈莉
萍认为，“要强化成都与重庆协同，成渝中
部城市积极参与，沿成渝直线主轴规划布
局先进制造产业带，促进成渝中部区域产
业崛起，夯实成渝发展主轴。”

川渝万达开地区也在奋力将“施工
图”转变为“实景画”。省人大代表、宣汉县
委书记杨勇表示，宣汉有着“建设万达开
天然气锂钾综合利用集聚区”主战场使
命，将全力抓好浙江正达凯先进智造产业
园等4个百亿项目，推动大巴山国际旅游
度假区协同发展，为川东北渝东北一体化
发展探索路径。

产业合作，提高川渝产业集群
能级成为发力方向

在产业方面，发力方向已锁定——进一
步提高川渝产业集群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都大运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厂区内，生产线火力全开，机
械手不停挥舞……目前，在该公司的零部
件供应商中，川渝两地的配套企业占比达

37%。“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加大
产品创新研发力度，增强核心竞争力，在
川渝两地共建万亿级汽车产业的道路上
迈出新步伐。”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创新还在这里勃发。
成都大运会期间，80辆氢能大巴车吸

引了观众的注意。自2021年“成渝氢走廊”
启动建设以来，成渝两地已投入运营多辆
氢燃料电池汽车，成为两地产业整合、互
补合作的典范。

2023年，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
有限公司在自贡市建设了氢能重装物流
园，作为成渝城际氢运输支点。“未来，我们
将加速渝蓉高速及成渝沿线加氢站点布
局，开展成渝城际氢能交通运输示范，协同
合作伙伴加快推进‘成渝氢走廊’建设。”省
人大代表，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林光平说。

2023年12月，在绵阳举行的“创新金
三角·智汇科技城”川渝科技成果对接会
上，川渝地区科研院所、高校以及科技型
企业集中发布和对接技术需求，目标是打
通川渝企业与科研机构间的信息壁垒，推
动更多优秀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转化
为产业动力。

“助力成渝绵打造‘创新金三角’，我
们今年将继续加大川渝产业需求与技术
供给间的对接，推动更多好的成果转化为
产业动力。”绵阳市科学技术局相关负责
人说。

协同创新也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领
域。省人大代表、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清
洁高效透平动力装备全国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田晓晶建议，要以川渝领先的制造企
业为科技创新主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
共同打造国家级装备制造产业协同创新
平台，“对已有国家级平台给予配套支持，
依托平台联合开展人才培养、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等。”

共建共享，提升政务服务同城
化便利化水平

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4
年时间里，越来越多的群众感受到便利。

不久前，重庆市民张女士带着在重庆
某医院做的检查报告，在四川绵阳某医院
免去了重复检查环节。能做到“一次检查，
多地互认”，源于2023年4月，绵阳牵头举
行的涪江流域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暨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大会，如今互认范围已拓
展至川渝11地，157项检查检验结果实现
互认。“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展互认的领
域和范围，让更多群众能够享受到互认服
务的实惠。”绵阳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
人说。

公共服务加速“一体化”，便捷两地往
来。2020年11月以来，川渝两地实现三批
次311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落地可办，目
前办件量已达 1500 余万件，极大方便了
企业、群众办事。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深化公共服务平
台共建、资源共享、体系同构，成为多位代
表委员共识。“作为引领带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发展的重要极核，成都都市圈可
参考建立共建共享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加
强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制度衔接，提
升政务服务同城化便利化水平。”陈莉萍
建议。

针对川渝两地在高等教育、职业教
育、基础教育等不同阶段的教育合作中冷
热不均的情况，有代表委员建议，川渝两
地要立足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
所需的人才培养方向，加强基础教育学校
校长、教师之间的交流，做好推动基础教
育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建立多层次、多渠
道的教育合作交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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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大会开幕

1.听取四川省人民政府工

作报告

2.审查四川省2023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及2024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四

川省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书面）

3.审查四川省2023年预算

执行情况和 2024 年预算草案

的报告、四川省2024年预算草

案（书面）

下午

各代表团会议

晚上

预算草案情况通报会

主席团第二次会议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春华 整理）

上午

列席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

议开幕会

下午

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二次全体会议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在乡村地区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均
等化，构建高质量的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是夯实
城乡融合法治基础的重要途径之一。”
基于这样的观点，今年省两会，我提交
了一件提案，建议构建高质量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夯实城乡融合法治基础，尤
其要引入以需定供的理念，打造精准公
共法律服务。

在调研中我发现，我省存在城乡公
共法律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乡村公共
法律服务有效供给不足、乡村法律服务
人才稀缺等问题。城市通常能得到更多
的社会资源和政府支持，包括法律服务
设施、信息技术、培训等。而农村地区的
法律服务设施和资源投入相对较少，难
以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环境。

对此我建议，政府要加大公共法律
服务供给，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下沉，如设立村级法
律顾问，有序安排专业律师定期或不定
期下乡服务，为群众提供便利的法律服
务。其次，要构建有针对性的绩效考评，
强化公共法律服务监管。同时，以数字
赋能均等化，增加公共法律服务有效供
给，可以将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
嵌入政府政务 App、微信小程序等，提
供在线调解、网上申请法律援助、视频
连线律师咨询等。此外，在构建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时，应引入以需定供的理
念，建立需求表达机制，打造精准公共
法律服务。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江芸涵 整理）

两会好声音

推动公共法律
服务下沉

名 片

庄天慧
省政协委员、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打造“创新金三角”，推动公服“一体化”……代表委员热议川渝合作如何走深走实

下好“一盘棋”，川渝两地加速“双向奔赴”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范芮菱
祖明远 王若晔

1月19日，川渝两省市同时发布

2023年经济运行情况：四川经济总

量突破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0%；

重庆经济总量突破3万亿元，比上年

增长6.1%。

数据的变化，折射出两地的发展

速度与态势。过去4年，川渝两省市相

互赋能，相向发展。川渝科技创新“朋

友圈”越来越大，四大万亿级产业展现

“硬核”实力，毗邻地区合作不断深化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乘

势跃升。下好“川渝一盘棋”成为代表

委员关注和热议的话题之一。两地如

何继续相向而行？记者采访了部分代

表委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

落实“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
兴”发展战略，广袤的四川大地，区域协同
发展正呈现新格局、新面貌。随着川渝两
地进入“两会时间”，围绕成渝区域协同发
展这个话题，记者采访了川渝两地部分人
大代表和相关部门负责人。

2023年12月，省委省政府印发文件，
支持绵阳发挥科技城优势加快建成川北
省域经济副中心、支持宜宾泸州组团建设
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支持乐山高质量发
展加快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这再次点
燃四川区域中心城市加快建设的热情。

“这一系列举措为绵阳发展带来重大
利好，我们将抢抓机遇，抓紧出台抓项目
谋划的若干措施，落实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新机制，全力推动335个省市重点项目
建设。”省人大代表、绵阳市发展改革委主
任冯中兵说。

坚持“川渝一盘棋”，加强成渝区域协
同发展。近日，首批3个川渝共建重点实验
室名单“出炉”，实验室涉及精准医疗、人
工智能、创新药物领域。未来将以产业应
用为导向，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
研究，探索成果转化并形成产业的有效路
径。在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市科学技术
研究院院长王愚看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是成渝地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环节，也是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

成渝之间，广袤的川中丘陵地区，从
南向北，自贡、内江、资阳、遂宁四市依次
分布，犹如一道“脊梁”。2023年，省委省政
府下发意见，赋予四市新的定位和角色，
描绘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施工图”。

抢抓机遇，遂宁以项目为抓手发力。“我
们正加快推进今年的11个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重点项目建设，努力以‘遂宁速度’助推
成渝地区‘中部崛起’加快成势。”省人大代
表、遂宁市发展改革委主任肖霞介绍，与毗
邻的重庆市潼南区协作也在深入推进，目前
正加快建设遂潼区域职业教育中心、遂潼天
然气产业园、渝遂绵优质蔬菜生产带等重点
项目，推动形成一批可视化成果。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补齐区域发展短
板也是重要一环。2023年，全省托底性帮
扶工作全面启动，通过各方面资源力量协

同帮带，推动39个底子薄、基础差的欠发
达县域，加快补齐短板、夯实发展基础，形
成携手共富新格局。

省内帮扶落地铺开，东西部协作动能
澎湃。省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3年，浙川东西部协作共实施产业、就
业、消费等帮扶项目857个，在产业协作、
消费帮扶、文化交流等领域不断取得新进
展新成效。

“通过东西部协作搭建的桥梁，广元
优质农特产品插上‘数字化’翅膀，白茶产
业链做大做强，两地优势互补的产业基础
正在集聚。”省人大代表、广元市乡村振兴
局局长李城深有感触，“今年，我们将在深
化拓展上下功夫，与浙江杭州共同推动更
多项目落地见效，力争培育更多产业集
群，实现互补互促、协同发展、共同发展。”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若晔
祖明远 范芮菱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盈

川渝合作深入推进东西部协作动能澎湃省内帮扶落地铺开

以项目为抓手齐力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热镜头

1月21日，在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小组会议上，陈朗委员（左）建议持续加强
对“一老一小”问题的协商监督，助力养老和普惠托育事业、产业发展。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雨杨 摄

1月21日，在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小组会议上，李忠明委员（右）建议我省
出台政策，统筹协调好在川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为服务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形
成强大合力。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雨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