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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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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李艳采写

近日，记者从重庆市交通局
了解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
通建设成绩亮眼，四年来，重庆累
计已完成交通投资近 4000亿元，
实施 100 余个交通重大项目、其
中百亿级项目 26 个，新开工 57
个项目、建成投用 47个项目，川
渝交通基本实现规划、建设、枢
纽、运营和治理“五个一体化”。

坚持一盘棋思想和一体化理
念，两地交通部门成立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交通互联互通专项工
作组，先后召开联席会议 10次、
协调会议 20 余次，签订交通建
设、运输服务等“1+8”框架合作协
议，合力推进成渝中线高铁、成渝
高速原路加宽等一批标志性、引
领性重大项目，推动了交通基础
设施、运输服务、治理体系一体化
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深化。

随着川渝两地互联互通项目
启动，川渝间加快形成铁路、高速
公路、水运省际大通道。目前，两

地间铁路、高速公路、水路等大通
道达到 28个，与四川毗邻城市间
基本实现 1小时可达，成渝高铁
完成提质改造、成渝两地迈入 1
小时交通圈。

补短板，高铁建设开启“加速
度”。

4年来，川渝联合开工了成渝
中线、西渝、成达万、渝昆 4 条高
铁，在建的渝昆高铁、渝湘高铁重
庆至黔江段总体形象进度分别达
到 92%、60%。截至目前，全市高铁
通车运营里程达到 1023公里，在
建里程接近 1000公里、在建规模
居全国前列。

打通断头路、合建新通道，织
密高速公路网。

川渝间规划高速公路省际通
道 39 个，目前，重庆在建及建成
川渝省际通道达到 21条，其中双
核间形成成渝、渝蓉、渝遂、合川
至安岳等 5条直联大通道，梁平
至开江、渝赤叙等 22个在建高速

公路 1222公里加快建设。
长江黄金水道更畅通，长江

上游航运中心加快建设。重庆开
建的嘉陵江利泽枢纽船闸建成投
用，川渝合资共建的万州新田港
二期加快推进。目前，全市三级及
以上航道突破 1100公里，港口货
物吞吐能力、吞吐量双双突破 2
亿吨。

强强联手，共建世界级机场
群。江北机场 T3B航站楼钢结构
主体工程完工，万州机场改扩建
工程完工，黔江机场完成改扩建。
重庆新机场选址获批，“市内双枢
纽协同、成渝四大机场联动”格局
已经拉开。

两地开通了城际公交，出行
可以刷卡扫码。

自 2020年 4月 23 日，川渝
两地首条跨省城际公交———重庆
潼南城区至四川遂宁磨溪公交线
路开通以来，川渝两地已累计开
行 22条跨省城际公交，基本实现

川渝之间具备条件的毗邻市、区、
县跨省城际公交线路全覆盖。

出行的便捷，两地居民间更
爱“串门”了。

川渝高铁（铁路）客运售票系
统实现信息互通，2022 年川渝间
铁路运量占重庆铁路运输总量的
比例客运接近 1/5，成渝动车高铁
日均客流量达 18.2万人次。19个
“川渝通办”事项实现“全程网办”，
实现执法信息共享、结果互认。

两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出
渝出川物流大通道扩能提质，双
城经济圈正加快形成“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和西部陆海新通
道联动发展的战略性枢纽。目前，
成渝地区共建全国首个两地合作
开行中欧班列（成渝）品牌，累计
开行超 2万列、年开行量全国第
一。联合开启国内首次“铁江联运
一单制”试点。川渝间铁路货运量
占重庆铁路运输总量的比例超过
1/2。

“以前，琼江可以说是四川、
重庆两不管的地带，河水又脏又
臭，我们都不敢往这边走。水面上
漂满了水葫芦和水草，看不到一
点点河面，生态环境状况堪忧。”
日前，重庆市潼南区崇龛镇村民
王虎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评价琼
江。

琼江是涪江右岸一级支流、
嘉陵江二级支流，发源于四川乐
至县龙门乡黄林树村，在铜梁区
安居镇黑龙咀汇入涪江。其中，四
川干流长 141千米，重庆干流长
102千米。

琼江的命运转折点，出现在
2020年 4月 29日。

当天，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
与重庆市河长办公室在潼南区举
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河长制工作联席会议，双方决定
共同纵深推进生态补偿，探索在
琼江、濑溪河等流域建立流域横
向生态补偿机制，联合编制实施
琼江流域示范河湖创建方案，打
造全国河流联合治理典型样板。

2022年以来，川渝联动上下
游，发现整改问题 52 个，召开区
域联席会议 5次，开展执法检查

40余次，协同处置跨界水事纠纷
11起。

2023年，重获新生的琼江焕
发光彩，河水清澈、河面宽广，乘
船于琼江之上，观赏河畔的油菜
花与坐落其间的村落，成为一大
旅游项目。

琼江的华丽蝶变只是川渝携
手“治水”的冰山一角。

去年以来，川渝两省市共建
长江生态保护公益诉讼协作机制
75项，联合印发双城经济圈“六
江”生态廊道建设规划，推动共建
以长江、嘉陵江、乌江、岷江、涪

江、沱江为主体，其他支流、湖泊、
水库、渠系为支撑的绿色生态廊
道。

同时，两省市协同落实长江
“十年禁渔”，持续加强川渝交界
水域巡护监管和上下游、左右岸
协作联动，持续深化琼江、涪江、
南溪河、铜钵河、大清流河等流域
水生态环境联防联治。

如今，重庆 238个水站、四川
331个水站实现水质数据共享，长
江干流川渝段水质稳定在域类，
水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第一方
阵。

近日，2024届广西综合性高校
毕业生就业双选会暨 2024 届广西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毕
业生就业双选会在广西民族大学思
源湖校区举行。现场 400多家参会
单位提供了近 1.5万个就业岗位。

本次双选会设置了国企招聘
区、机关事业单位专区、教育教学专
区、专精特新民企专区等招聘专区，

参会单位涉及教育、农业、金融、互
联网、物流、计算机、电子、建筑等多
个行业，吸引了约 1.5万名高校毕业
生现场参会求职。

此外，双选会现场还设置了一
站式就业创业政策咨询专区、残疾
人劳动就业指导专区、毕业生“一对
一”指导服务专区、创新创业展示区
等特色区域，为参会毕业生提供基

层就业政策咨询以及个性化就业指
导服务。
“在这里，毕业生可以了解到最

全的基层就业服务项目、离校未就
业毕业生实名登记咨询、高校毕业
生劳动权益保障、就业创业等方面
的政策。”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场还
组织了大学生创意街圩和艺术专业
毕业生展演，充分展现了高校毕业

生的青春活力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

据了解，本次双选会是广西
2024年首场大型综合性毕业生就业
双选会，旨在认真落实全国、全区毕
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的要求，全
力以赴为广西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
更优质的就业机会，引导更多高校
毕业生留桂就业创业。

“党是旗帜，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广
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医院（重庆市北碚
中医院）（以下简称：北碚中医院）相关负责人坦言，
该院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切实以党建为引领，不断
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持续汇集医院高质量发展
正能量。

该院积极开展党员“承诺践诺”行动，坚持立足
岗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强化党纪党规
学习，开展“以案四说”警示教育。切实强化党建带
群建，组织开展“青廉说”微宣讲比赛，深入党支部、
科室开展“青廉巡回说”，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

同时，认真组织理论中心学习，通过党委会、干
部职工会议、主题党日、科务会等形式，深入学习党
的二十大精神。切实加强典型人物选树和宣传，并
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制度。
“公生明、廉生威。”该院切实以“清廉医院”建

设为抓手，有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年
初，该院党政主要负责人便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
和行风建设工作责任书》，全院职工签订了《廉洁自
律承诺书》《家庭助廉承诺书》，医院还与医药、器械
供应商签订了《廉洁销售承诺书》，合力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同时，强化日常监督，完善监督对象、
约谈、宣传教育、监督检查等台账。积极构建“来电”
“来信”“来访”“网络”“四位一体”信访举报体系，实
施“码”上监督，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并建立信访台
账，落实信访首问负责制。

以党建引领，以文化塑魂，是该院长期以来的
坚持。
“优秀的医院文化，是凝心聚力的无形之手，是

塑造品牌的有效途径，是医院发展的原动力。”该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充分认识到医院文化建设的
重要性，注重研究和塑造符合医院实际的先进中医
医院文化体系，着力打造具有时代特征、自身特点
的医院文化，切实将医院文化融入到医院管理、经
营发展之中，以先进的医院文化促进医院的改革和
发展。

据介绍，近三年来，北碚中医院投入 360 余万
元专项经费保障中医文化建设，通过进一步完善医
院行为规范体系、打造环境文化等，构筑起坚固的
医院精神文化堡垒，不断激发医院广大职工的工作
热情和工作动力，推动着医院向前发展。通过坚持不
懈的医院文化建设，北碚中医院有效构建起内部、外
部和谐的环境，成为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桥头堡”，形
成中医药人才涌现的良好局面，极大地促进了中医
事业全面发展。

通讯员熊春花特约记者何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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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首部省级“多规合一”
国土空间规划获批复

近日，国务院公开发布了关
于 《贵州省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以下简称《规
划》）的批复，这是贵州第一部省
级“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
《规划》是贵州省空间发展

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
图，是省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
利用、修复的政策和总纲，旨在
筑牢安全发展的空间基础、构建
支撑新发展格局的国土空间体
系、系统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格局。
《规划》提出，到 2035年，贵

州省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5021.00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不低于 3612.00万亩；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4.08万平方
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
制在基于 2020年城镇建设用地
规模的 1.3倍以内；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不少于 40%；用水总量不超过国
家下达指标，其中 2025年不超
过 117.0亿立方米，全面锚固高
质量发展的空间底线。

一方面，贵州省将深入实施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
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形
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
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新格局。

另一方面，发挥区域比较优
势，优化主体功能定位，完善差
别化支持政策。筑牢长江、珠江
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生物多
样性保护网络，加强乌蒙山、苗

岭、武陵山、大娄山四大山脉及
乌江、赤水河等八大水系生态保
护修复，在长江干流和赤水河等
长江支流岸线实施产业准入负
面清单管理，加强水资源战略储
备，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促进贵
阳都市圈一体化布局，积极培育
黔中城市群，推进省域副中心城
市建设，统筹布局公共服务设施
体系，完善城乡生活圈，分类引
导小城镇发展，优化村庄布局，
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统筹传
统和新型基础设施空间布局，加
强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建设新型
综合能源基地。

此外，优化防灾减灾救灾设
施区域布局，提高国土空间安全
韧性。强化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
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健全
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空间保护
机制，统筹风景名胜资源保护利
用，突出地域文化特色，为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提供空间保障，
构建文化资源、自然资源、景观
资源整体保护的空间体系。
《规划》强调统筹规划实施

管理，提升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
水平。省人民政府将加强组织领
导，明确责任分工，健全工作机
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组织完
成地方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编制工
作，加快形成统一的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各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多规合一”
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
划。

□本报记者 冯丹

深度融入 成渝迈入“一小时经济圈”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建设晒出“成绩单”

川渝携手“治水”让琼江焕发新光彩

广西举行 2024年首场
综合性毕业生就业双选会

新年伊始，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各企业开足马力赶制新年订单，争创首季“开门红”。
近年来，从江县发挥毗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优势，加快推进东西部协作产业园建设，重点对接承接中药材加工、大健康医药、特色农产品

加工及上下游配套服务等产业转移，成功引进了一批生产企业，助推当地工业经济“提质加速”。
特约记者 吴德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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