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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 共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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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在

四川

瀚鸿服饰有限公司采访

四川盆地东北缘，秦巴山脉巍然耸立，嘉陵江奔流不息。川东北经济区，占全省总面积的约八分之一，常住人口约占全省

四分之一。山环水绕间，坐落着南充、达州、广安、广元、巴中五座城市。这里是一片红色沃土，无数革命先烈为建立新中国浴

血沙场；这里也曾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地少人多、交通落后、产业薄弱等因素，一度制约了这里发展的步伐。

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2022年，川东北经济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518亿元，总量居四川五大片区第3位，成为四川乃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

济版图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四市进入全省“千亿俱乐部”，南充和达州总量均突破2500亿元。

各有优势、各具特色、相互促进，在省委“五区共兴”战略部署下，川东北经济区如何充分发挥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推动

区域振兴发展，奋跃成为成渝地区发展新兴增长极？

带着问题，我们从成都出发，沿着东向北向两条出川通道，开启川东北经济区调研之行。

川东北，
成渝北翼如何迎风高飞

站在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远眺，“赤化
全川”四个大字雄踞在红云崖峭壁之巅，在
绿树红花的簇拥下更显醒目。行走在通江
县，我们发现，无论是在热闹繁华的城镇
中，还是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红军石刻标
语随处可见。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内容之
丰富，保存之完整，让人叹为观止。

气吞山河的石刻标语，见证了红军在
川东北地区的峥嵘岁月。土地革命时期，
红军由鄂豫皖转战大巴山，创建了川陕革
命根据地，并发展壮大为全国第二大苏区。

红色信仰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为这
片土地注入了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也铸
就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域共建新区，位于广
安的川渝高竹新区肩负起探索经济区与行
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重要使命。在这里，川
渝企业不出新区便可办理两地各类事项，省
域界限逐渐模糊，不断结出新的改革硕果。

以打破行政壁垒为突破口，破除地方
保护主义，消除区域市场壁垒⋯⋯在达
州，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建设正持
续推进：区域内，打造引领带动川东北渝
东北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中心；区域
外，推进与周边市区县的协同联动，加快
双城经济圈北翼发展。

川东北区域首个省级新区——南充临
江新区以加强与成都、重庆配套协作为主
攻方向，用一项项“创新”吹响了前进号
角。今年，四川选取 9 个区域开展首批集
成授权改革试点，南充临江新区入选其中。

由点及面，由浅入深，改革与开放正
成为川东北经济区阔步发展的奋进歌
曲。在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中、在国家和
区域一体化重大战略机遇加持下，川东北
经济区正强势崛起。

从空中俯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南
翼是江河纵横的川南经济区，北翼是崇山
峻岭的川东北经济区。振兴北翼，打造成
渝地区发展新兴增长极，川东北经济区正
更坚定地开启新的征程！

川东北经济区地处川渝陕甘四省
（市）结合部，是典型的省际边缘区。因为
远离大城市辐射范围，历史上，川东北五
市经济发展水平都较为落后，各市之间的
协同性和合作也较少。

一个地区的发展历程，常面临许多重
要转折，有学者称之为“社会历史分叉
期”，如果以道路比喻，这样的时期正是

“路口”。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支持南
充—达州组团培育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
心”，就让川东北经济区在发展路口迎来
宝贵的机遇。

实际上，南达组团不仅是大势所趋，
也有现实考量。

不少学者认为，培育一个区域中心城
市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招，但按
照经济总量规模4000亿元的标准衡量，川
东北经济区目前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单独支
撑起“省域副中心”这面大旗。既然如此，
采用“组团式”建设就成为优先的选择。

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任务清单、加强
工作联动⋯⋯如今，南充达州两市正密切
交流协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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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联动，不仅在川东北经济区内

部，更放眼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创新研发在成都、转化生产在广

安”，成都·广安生物医药产业“双飞地”相
互补位的协作发展新模式，让两地的地域
边界在这里消弭于无形，协作共兴的发展
势头愈发强烈。

在巴中，成都城投集团通过探索混合
所有制改革，实现了对巴中建丰公司的控
股，这家曾因缺乏资金一度陷入停滞状态
的企业，如今创下产能和利润同期新高。

城市依区域而立，区域因城市而兴。
从省际边缘区到川渝陕甘结合部区域

经济中心，如今，城市间的紧密联动让川东
北经济区正成为成渝双城的产业“融合带”。

机器轰鸣、车辆穿梭、人来人往⋯⋯
行走在达州市的高铁建设现场，热火朝天
的工作场景不由让人心潮澎湃。

2015 年开始规划，2022 年正式开工
建设，作为设计时速 350 公里、四川东出
北上的重要高铁大通道，成达万高铁不仅
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标志性工
程之一，也寄托了川东北群众对便捷高效
出行、畅享美好生活的殷切期望。

“一座山，两座山，刚刚才过剑门关；
昭化近，成都远，蜀道难于上青天”，传唱
于广元的民谣，曾是川东北地区交通不便
的真实写照。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发展
不等人！要改变，就必须打开山门，蹚出
路来！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南充矢志构建
“国家立体综合交通物流枢纽”、达州确定
建设“东出北上国际陆港枢纽”、巴中巩固
提升“北向出川重要通道”、广元聚力打造

“成渝地区北向重要门户枢纽”、广安吹响
“同城融圈交通三年大会战”号角。

修建、扩容、提速，纵横交错的交通路
网在崇山峻岭中蜿蜒，将曾经的天堑变作
今日之通途。

陆 路 通 达 ，水 路 通 畅 。 2019 年 6
月，嘉陵江实现全江通航，货船从“千
里嘉陵第一港”广元港驶出，首次经重
庆进入长江航道出海，从此开启了常态
化运输模式。

2022 年 5 月，随着来自成都的飞机稳
稳落地，标志着投资 26.62 亿元的达州金
垭机场正式启用。如今，达州往返成都的
航班达到每天6班，实现早中晚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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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架架飞机从川东北大地上腾空而
起，过去那些高不可攀的巍巍大山，此刻
也变成了大地上的小小皱褶。

从大山到大海再到蓝天，一代又一代
人的期盼，终于从梦想走入现实。

脚下的路
从山高水远
到通江达海

来去的人
从背井离乡
到安居乐业

联动的城
从省际边缘
到成渝北翼

奋进的歌
从红色土地
到改革前沿

“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回到
家乡就业。”在接受采访过程中，四川瀚鸿
服饰有限公司综合主管李思思不由感慨。

李思思是广安人，因为在当地难以找
到合适的工作，她和不少同龄人一样，在
大学毕业后就选择了外出就业。

人口持续外流，不仅是广安的缩影，
也是整个川东北经济区面临的困境。曾
经闭塞的交通让当地产业发展困难重重，

“外出打工”成为当地人不得已的选择。
人，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人口的

持续流失，让本就薄弱的产业雪上加霜，
城市发展更加艰难，这又反过来加剧人口
的流失。两者相互交错，逐渐成为难以解
开的死结。

怎么办？这是当地发展必须越过的
坎。随着不断探索，川东北经济区解题的
答案呼之欲出：以产兴城，以产留人。

调研川东北经济区五市的产业发展
路径，我们发现“善用资源”是重要的关键
词——各地立足资源禀赋、错位发展，推
动产业集群成势。广元突出抓好铝基新
材料这个首位主导产业；南充推动建设汽
车汽配、化工轻纺、食品医药三个千亿级
产业集群；广安擦亮“小平故里行、华蓥山
上居、嘉陵江畔游”金字招牌，以文旅产业
大提质塑造发展新优势；达州大力推动天
然气、锂钾等优势资源就地转化；巴中立
足“红色+绿色”资源优势，大力培育发展
文旅康养首位产业⋯⋯逐渐兴旺的产业，
日渐热闹的城市，不仅留住了本地人，也
吸引了外地人。

如今，李思思在“家门口就业”的企
业，正是广安市前锋区赴成都招引而来。

作为第一家入驻南充通用航空产业
园的企业，来自成都的四川驭云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和当地多所院校合作，培养了不
少无人机技术人员，不仅满足了当地就业
市场，如今还计划向成都输送人才。

人来人往间，是川东北经济区闯难
关、涉险滩、蹚新路的华丽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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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川驭云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的工业
无人机

②巴中意科碳素股份
有限公司全景

③广安市前锋区轻纺
服装产业园

新时代四川经济地理调研纪行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