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成都双核 联动联建

成渝“一家亲”，共下“一盘棋”。在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从“全面提速”到“乘势跃升”的良好态势中，两枚
关键“棋子”动能澎湃——重庆主城都市区与成都市共担新使命，共推“双核引领，区域联动”。

当前，双核联动联建已驶入“快车道”。以多层级、多领域的合作机制，共同推进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项目——双
核城市间业已达成的共识，正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一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持续走深走实，贡献新活力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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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共识转化为全新实效。重庆成都双核
联动联建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体育、文旅两个实
施方案提交会议审议获得通过。

《重庆成都双核联动联建推进体育高质量协
同发展实施方案》提出联合申办重大赛事、打造
全球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等主要任务。到2027
年，成渝双核体育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建
立，两市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3000亿元，产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达2%。到2035年，
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成渝双核成
为全国体育创新发展活跃增长极和强劲动力源。

《重庆成都双核联动联建高质量推动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建设实施方案》则定位重庆都市核与
成都都市核两大核心，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各具
特色，共同争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文化和
旅游创新改革试验区。

到 2027 年，形成有力驱动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到2035年，两市文化
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助推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成为全国文化旅游发展
创新改革高地、全国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引领

地、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
更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成都双核联动联建会

议第二次会议上，一场“压轴”的集中签约，吸引
了各方关注。成渝两地有关区（市）县、部门落座
签约台，围绕跨区域融合发展、轨道交通、医疗保
障、住房公积金、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检验检测认
证等签署了7个联动联建合作协议。

重庆渝中区与成都金牛区协同打造“金渝良
缘”品牌，重庆沙坪坝区与成都武侯区深化区域
合作，重庆与成都两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公共服务
平台”，重庆与成都两地医疗保障局深化“成渝医
疗保障双核联动联建合作”，重庆与成都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打造成渝住房公积金双核联动联
建高质量发展示范合作”，重庆市轨道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与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协
同推动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合作”，重庆农村土
地交易所与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共建成渝农村
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双核联动联建的深度与广度，以“缔约”的形
式，持续深化与演进。

9月27日上午8点02分，重庆沙坪坝。G8606
“复兴号”动车准点启动，一路向西驰往成都。两
地相距300多公里，坐高铁仅需62分钟。2020年
以来，在四川与重庆、重庆与成都的多次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党政常态交流中，高铁都是两地
三方代表团的首选出行方式。

再摊开地图，重庆主城都市区与成都市之间，
条条公路蜿蜒，横亘纵横山乡。它们像襟飘带舞的

“丝带”，串联座座城市；它们是现代经济的“血脉”，
货车来往奔驰，就是其澎湃的“脉动”，生生不息。

一份标记为“成渝”的跨境公路运输“脉动”，
活力愈发强劲：一辆接一辆的“魁梧”重卡，满载

“成都造”“重庆造”各类优质货品，从重庆、成都两
地保税物流中心启程，通达亚欧大陆全境。

成渝跨境公路运输平台，《共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2022年重大项目名单》标志性重点项目，
自去年7月实现班车首发以来，已日益繁盛。

平台在快速“生长”。在这股“脉动”的承载
下，越来越多的“重庆造”“成都造”，可从产地直达
海外，实现“门到门、点到点”，成本更低廉，方式更
灵活，品类更丰富——航运、铁运“婉拒”的带电产
品、危险货品也可借助陆运，顺利抵达八方。

以2024年、2026年为时间节点，将力争发运
班次分别达到10000班、25000班，平台报关结算
的物流商品货值力争突破60亿元、130亿元。

“双核引领，区域联动。”这是《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对重庆、成都提出的要求。

去年9月29日，重庆成都双核联动联建第一次会
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主旨明确，共谋落实国家
战略之计，共商推动双核联动之策。重庆、成都议
定，在川渝合作机制框架下，进一步协同完善联动
工作机制、夯实项目支撑、强化对上争取，合力把

“双城记”唱得更精彩。
其中，工作机制层面，建立双核联动联建会

议、工作专班和工作协调组三级工作机制。合作
事项层面，围绕共投共建、相向协作、共同争取三
个方面，研究确定了第一批34个合作事项。

共解“蜀道难”、共扭科技“牛鼻子”、共建研发
合作“大平台”……双核联动联建的效能具体分
解，正是重庆成都双核联动联建第一批34个合作
项目事项。在9月27日的会议上，第一批34个合
作项目事项最新进展集中发布。

最新消息显示，其中多个事项已完成，如“共
投共建类”的共同推进在国际班列节点城市建设
海外仓，共推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建设等；“相向协作类”的协同开展大运直联
通道智能网联汽车示范线设计建设、共同打造航
空发动机产业链双核联动模式等；“共同争取类”
的共同申报人工智能联合攻关项目、联合争取举
办成渝电子信息产业重大活动等。

新的合作事项清单已完成拓展。会议对《强
化重庆成都双核联动联建 2023—2024 年度合作
项目事项清单》进行了审议，记者梳理获通过的

《事项清单》发现，50项合作事项中，仅12项为第
一批接转，新增比例高达76%。其中，包括推动开
展轨道交通项目合作、探索数字人民币支付功能
互联、推动科技成果跨区域转化等。

双核联动联建，愈发可感可及。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国家有部署、双方有需要、现实
有基础。

党的二十大将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纳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当
前推进建设紧锣密鼓，这幅宏伟蓝图
中，重庆与成都共下“一盘棋”、共担新
使命。进一步来讲，两个国家中心城
市奋力抓好双核引领、区域联动，将是
双城经济圈建设取得更大突破性进展的关键。

3年来，重庆成都两地立足实际，统一谋划、
一体部署，相互协作、共同实施，优势互补、共投共
建，着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现代产业体系、科技
创新资源、城市服务功能、社会公共政策“五个互
联互通”，成立5个专班全面推进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西部科学城、西部
金融中心、现代化国际都市“五个共建”。

双核联动联建5个专班的工作开展情况显
示，专班运行畅通、办事高效。

其中，重庆成都共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当前两地正着力
提升多式联运水平，完善市域铁路网络，增强航
空运输能力，积极构建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进现代产
业体系互联互通。重庆成都紧盯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制造两大万亿级产业集

群，共抓特色优
势产业集群，共
育 高 成 长 性 未
来产业集群。

共建西部科
学城，推进科技
创新资源互联互通。重庆成都加快推进成渝科
技创新合作，协同共建西部科学城和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共建西部金融中心，推进城市服务功能互联
互通。重庆成都以建设优势互补的现代金融业
为根本，助推金融业加速发展。

共建现代化国际都市，推进社会公共政策
互联互通。重庆成都高效率推进现代化国际
都市共建和社会公共政策互联互通，高质量开
展宣传推广，努力推动成渝相向协作联动、回
应群众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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