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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 共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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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高筱娟 张渝 陈泳 谢夏冬 周縈鸿 陈方耀 摄影 魏麟潇 刘钊

4月28日，记者来到广元南站时，一
列搭载四川地区建筑材料等货物的中老
国际货运班列正缓缓驶出，开往老挝万
象。几天后，一辆满载着广元及周边猕
猴桃、食用菌，以及汽车配件、轻工机电
产品等的中欧班列也将从这里出发，途
经哈萨克斯坦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

嘉陵江边，广元至重庆“水上穿梭巴
士”散货运输和集装箱航线也在有序运行，
今年一季度，南充港也迎来了货船下水，开
启了顺嘉陵江而下的长途水路运输。

5月16、17日，达州金垭机场相继开通
成都（天府）—达州—太原、成都（天府）—
达州—揭阳两条航线。至此，达州通航城
市增至28个，金垭机场开航一年实现通航
城市翻倍，正在与南充高坪机场、广元盘龙

机场、巴中恩阳机场以及正在建设的广安
机场携手融入成渝世界级机场群。

在四川省“十四五”交通规划上，川东
北经济区的“门户”地位一目了然：全省布
局的4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中，达州、广
元分别“把守”着四川东向北向的大门，南
充、巴中则是11个区域性枢纽之一。“加快
实现通道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在此行川
东北的采访中，5座城市无一例外均描绘了
一幅”四川北向东向门户枢纽“的蓝图。

广元市正在高标准建设广元国际铁
路港，加快推进西南煤炭调拨储运中心、
广元综合物流基地、多式联运综合服务
平台（一期）工程等重点项目，常态开行
嘉陵江班轮，打造具有货物贸易、集散分
拨、仓储配运、临港加工等功能的区域性
物流枢纽；达州市正在建设中国（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区达州协同改革先行区、
跨境电商试验区和保税物流中心（B型）
等开放平台；南充市提出“打造国家立体
综合交通物流枢纽”；广安市加快西渝高
铁广安段、广安机场等一大批重点交通
枢纽项目进程，三年计划完成投资超过
400 亿元；巴中市也提出大力发展“走廊
经济”，目前已承接成渝产业转移投资超
过100亿元。

站在广安东门码头，滚滚渠江水见证
着历史：1919年，15岁的邓小平从这里启
程，经重庆、上海历经数月前往法国，开启
了探索真理的万里远航。100多年后的今
天，川东北繁忙的空中航线已覆盖五大
洲，从嘉陵江至长江黄金水道可抵达四大
洋；蛛网般的铁路、公路延伸至整个欧亚
大陆——沿着伟人的足迹，如今通江达海
的川东北正奋跃而上，走向振兴。

“多声部”奏响高质量发展“协奏
曲”。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支持
达州与南充组团培育川东北省域经济副
中心，打造成南达万沿线经济走廊。在
全国最早提出建立省域副中心的学者、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秦尊文看来，
这是一次很好的创新。

处于成渝中间地带、川东北中心的
南充是四川第二大人口城市，制造业基
础雄厚，自古就是川东北的重要枢纽城
市；而达州则是四川东向长江北走廊的
门户，也是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
主阵地，两市2022年GDP总和超过5000
亿元。此次在省委支持下强强联手，将
实现和扩展“1+1＞2”效应，并进一步加
强与巴中、广安、广元的联系，成为支撑、
带动、引领、辐射川东北经济区的重要增
长极。

在此顶层设计下，两市关于《嘉陵江
—渠江生态廊道建设合作协议》《共建中
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改革先行
区发展联盟合作协议》等一揽子协议以
及2023年重点任务清单相继出台，目前，
成达万高铁建设、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
阆中-营山-达州高速公路建设、共建川
东北现代高效农业产业基地、共建能源
化工产业等合作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双
方正着眼于基础设施共建以及产业链协
作互补，把各自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
发展效益。

记者来到南充市发改委时，一旁的
会议室里，南充、达州两市发改委正在开
协调会，梳理前期重大项目推进情况，分
析下一步深化合作的方向——继去年底
南达组团培育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第
一次党政联席会，以及今年3月达州市党
政代表团赴南充考察后，第二次党政联
席会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

城外的大山中，沿着蓬溪-南充-营
山-达州-渠县-开江一线的成达万高铁施
工现场机声隆隆。“成达万高铁是第一次党
政联席会上确定的第一批十大共同推进重
点任务之一。”南充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线路西起四川成都天府站，途经南
充市、达州东至重庆并接入既有郑渝高铁
万州北站，“这条高铁意义重大，将有效拉
近南充和达州的时空距离，将两地共同纳
入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真正
牵手融入成渝，组团发展。”

区域引擎如何构建？

培育“双龙头”
组团共建区域副中心

区域同发展，要靠龙头带。历史上，
川东北 5 市产业结构相似，发展水平相
当，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带动核心和中
心。2022 年南充和达州两市 GDP 分别
为2685.45亿元和2502.7亿元，不仅均属

“3000亿以下俱乐部”，相差也仅百亿元，
经济体量在川东北区中位居前列。怎样
创造一个真正有带动力，能支撑区域高
质量发展的省域经济副中心？

发展潜力如何激发？

立足“双门户”
区位劣势变通道优势

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在秦巴
高山难越，三峡急流凶险的悠悠历史长
河中，三条著名的“蜀道”从川东北的大
山中开出，结束了“不与秦塞通人烟”的
历史，但“难于上青天”的感叹仍绵延千
年。2017 年 12 月，西成高铁开跑，这条
时速可达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从川东北
横穿秦岭直达西安，形成了最快速、最便
利的北上出川大通道。从曾经的“边缘”
站到开放的“前沿”，肩负“双门户”之责
的川东北该如何打开发展的空间？

4 月 25 日，当记者一行走出高铁站，
“中国·广安(岳池)原料药产业发展大会暨
十三届九省市医药行业协会联席会”的大
幅招牌映入眼帘。会议举办地名叫川渝
合作生物医药城，其所在的岳池经开区，
已于今年 4 月被纳入第二批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名单。

来到川渝合作生物医药城，科伦制
药、仁安药业、博雅生物、国药集团、爱斯
特药业……一个个现代化药企正开足马
力生产，“这是我们与成都共建的生物医
药‘双飞地’园区，在成都的协作研发基地
位于天府国际生物城；而广安转化生产基
地则有效承接成都医药产业转移。”据四
川岳池经开区机关党委书记米果介绍，
2018 年，岳池县生物医药产业产值仅有
65.3亿元，2022年该数据达165亿元，产值
在三年内翻了一番多。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有
力推进，全国唯一跨省域新区——川渝高
竹新区也在加速建设中。园区包括重庆
渝北区和广安邻水县共262平方公里，肩
负着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
的重要使命，目前已联合编制完成《川渝
高 竹 新 区 国 土 空 间 规 划（2021—2035
年）》，先后联合推出三批共311项“川渝通
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南北大道、包茂高
速（达渝段）等多个骨干交通项目正在加
速建设；截至今年4月累计实施重大项目
建设34个，总投资1172.945亿元，先后有
181户企业签约落地，77户建成投产。

不仅是医药，也不仅是广安。川东北
经济区随处可见“川 A”“渝”号牌的车辆
川流不息，“双辐射”的影响实实在在。

最新出炉的《川东北经济区“十四五”
振兴发展规划》明确了区域发展定位：到
2025年打造成为成渝地区发展新兴增长
极。在此背景下，川东北区域与成都、重庆
往来日益频繁：成都市在武侯区建立了“广
元（成都）双创离岸孵化器”；天府新区与南
充市共同筹建四川区域协同发展总部基
地；万达开绿色智能铸造产业园在达州开
工建设……第二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
业合作示范园区中，川东北经济区占到4
席，成为成渝双城间的“融合带”，真正站到
战略前沿、改革前沿和发展前沿。

时代方位如何标定？

接受“双辐射”
打造发展新兴增长极

新时代四川经济地理调研纪行④

川东北经济区 振兴发展的“时”与“势”

振兴北翼 奋跃而上

“小车跑成都，大车跑重庆”。川东北
经济区行政上隶属四川，地理上却位于四
川东北角，与四川省政治经济中心成都相
对较远；反之与重庆同属秦巴山脉，嘉陵水
系，自古地缘相连，人文相亲，经济往来更
为紧密。怎样处理好“远亲”和“近邻”之间
的关系，在西部两大极核中找准定位？

从中国版图俯瞰西南，四川盆地东北部被茫茫绿色覆盖。由川中丘陵过渡到川东北秦巴山区，构成了四川盆地的东北盆沿：盆里是富饶的成

都平原。巍巍大山导致历史上交通不便，相对闭塞的地理条件一度制约了发展。但高山峡谷蕴藏着极大的发展能量：丰富的地貌造就了钟灵毓秀的绿色

生态资源、丰富的生态农产品以及石油、天然气、石墨、铝、岩盐等大量的矿产资源；辉煌的红色烙印为川东北大地刻下了改革创新的基因；独特的区域位

置，更是四川向东向北对外开放的门户前沿。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作为成渝“北翼”，与重庆在陆路无缝衔接的川东北经济区迎来了发展的

巨大“红利”，省委“五区共兴”战略的实施，更是让整个区域有了明确的发展蓝图。

面对新时代新机遇，川东北经济区将如何打通曾经制约发展的卡点痛点，在新时代治蜀兴川滚滚浪潮下创新思路，协同振兴？今年“五一”前

后，本报记者先后两次兵分两路赴川东北经济区五市进行深入采访，探寻其高质量发展的“时”与“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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