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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

开门即决战，起步即冲刺。记者
日前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联合办公室获悉，2024年，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关键之年已
经到来。为确保重庆四川党委、政府
的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落实，近日，该
联合办公室发布了《共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 2024 年重大项目清
单》，其中列出了 300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高达 3.6万亿元。随着这些
项目的逐步推进和实施，对于双城
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将日
益凸显。

具体来看，2024年将从七个方
面大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进一步织密现代基础设施网络。
川渝两地将实施现代基础设施项目
101个，建成成都至资阳等市域（郊）
铁路、开江至梁平等省际高速公路，
加快推进重庆江北、四川乐山等机场
和成渝中线、成达万高铁等川渝重大

通道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长江上游
航运中心实施。力争完工 1000千伏
特高压交流工程（甘孜—天府南—成
都东、天府南—铜梁）等项目，加速建
设国家天然气（页岩气）千亿立方米
产能基地。年内开工建设引大济岷等
骨干水利工程。

进一步优化现代化产业体系。
实施现代产业体系项目 114 个，聚
焦川渝协同共建的电子信息、装备
制造、汽车、特色消费品等世界级产
业集群，以及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实施宜宾
锂电、绵阳巨星永磁、德阳航空航天
燃机装备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产业项
目。

进一步增强区域协同创新能
力。实施科技创新项目 31个，建成
投用锦屏深地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成渝综合性
科学中心、西部科学城等重大创新

平台建设，开工建设中国地震科学
实验场等大科学装置等项目。

进一步擦亮巴蜀文旅品牌。实
施巴蜀特色文旅项目 17个，推进实
施重庆观音桥、四川春熙路等传统
商圈以及沙坪坝磁器口、成都宽窄
巷子等特色商业街区提质工程，加
速建设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
范区（一期）项目等标志性文旅项
目，加快打造世界知名商圈和国际
旅游目的地。

进一步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实施生态环境项目 14个，加快
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六江”生态
廊道等项目建设，持续开展环境治
理，实施碳达峰碳中和联合行动，推
行资源循环利用，生态环境共建共
保深入推进，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发
展高地。

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
施对外开放项目 5个，加速西部陆

海新通道渝黔综合服务区、西南（自
贡）无水港等项目建设。
进一步互惠共享公共服务。实

施公共服务项目 18个，建成国家六
大区域应急救援中心之一的西南区
域应急救援中心，加快遂潼区域职
业教育中心等项目实施，开工建设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宜宾医
院等一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

2024 年是实现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 2025 年规划发展目标
的关键之年。四川省发展改革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为确保这些项目的
顺利推进，川渝两地将以饱满的热
情和高昂的斗志，全力以赴推动新
开工项目尽早开工建设，续建项目
加快形成更多实物工程量，完工项
目尽早投产投用。两地将以坚定的
决心和有效的措施，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加速，为实现
更高质量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
年，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
务的关键之年。四川省交通运输系
统将肩负重大使命，坚定不移地服
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全力打造国家
综合立体交通极。

在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方面，将深化川渝交通一体化
发展。建成开江至梁平高速公路，
并加速建设成渝扩容、遂渝扩容、
自贡至永川、大竹至垫江等高速公
路项目。同时，新开工江津经泸州
至宜宾等高速公路，以此打造川渝
高速公路通道集群。此外，将力争
开工 S526 武胜县赛马至川渝界段

改建工程，并建成 G210邻水高滩
至川渝界、S305 开江靖安乡至川
渝界等普通国省道项目，以加密毗
邻地区路网。

为了加快川渝毗邻地区融合发
展，将聚焦于川渝“四好农村路”示
范区以及各类示范区的交通建设。
同时，将力争开工涪江三星船闸工
程等项目，以加快建设长江上游航
运中心。此外，将开通一批新的川渝
跨省公交线路，并开展新能源货车
“零碳”运输示范工作。

在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方面，将推进沿江高速新市至攀枝
花、汉广扩容等项目建设。同时，将

力争让沿江高速宁南至攀枝花部分
路段、泸州合江榕山过江通道早日
建成通车。此外，将加快推进成雅扩
容和纳溪、新路口过江通道等项目
前期工作。

在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推进久治至马
尔康高速公路建设，打造高原生态
环保示范工程。同时，将新开工川
主寺至汶川等高速公路项目，以强
化流域与周边区域互联互通。此
外，将加快实施 S452 阿坝县求吉
玛乡至四洼乡改建工程等普通公
路项目，以优化流域普通国省干线
等级结构。

在服务区域协同发展方面，将
按照省委“一中心一策”部署，持续
提升五大经济区、重要城市群之间
的交通互联互通水平。将加快绵广
扩容、泸州至古蔺、成南扩容、乐山
经资中至铜梁、镇巴至广安等互联
互通大通道建设。同时，将加快自贡
至泸州港公路等市际快速通道建
设，以全力支持绵阳、宜宾—泸州、
南充—达州、乐山建设省域经济副
中心和区域中心城市。此外，将支持
攀枝花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支持
广安高质量发展，支持自贡、遂宁、
内江、资阳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并
加速成渝地区中部崛起。

近日，四川省青神县委
书记刘今朝带队考察重庆
（潼南）种苗繁育中心，重庆
潼南区委副书记杨宏作相关
情况介绍，重庆市潼南区农
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吴勇陪同。

在现场，杨宏详细介绍
了重庆（潼南）种苗繁育中心
的发展定位、空间规划、基础
设施建设等相关工作推进情

况。刘今朝指出，潼南农业基
础好、条件好、技术好，对加
快推进重庆市种业振兴、建
设种业强市发挥着强有力的
支撑作用。他表示，青神县也
十分重视柑橘种苗种业发
展，希望双方深化经验技术
交流，加强沟通合作，共同推
进柑橘产业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杨银萍 谭丽
特约记者 何军林

本报讯（记者李艳）1月
28日，中国广西进出口中药
材贸易中心招商恳谈会在南
宁举行。记者从会议上获悉，
当前，南宁市围绕“买全国、
卖东盟，买东盟、卖全国”目
标，推动实现“货从南宁走、
钱从南宁过、账在南宁结、数
在南宁聚、产业在南宁落地、
人才在南宁集聚”目标，依托
广西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便
捷的东盟跨境通道、富有活
力的中草药产业发展平台以
及浓厚的产业发展氛围，全
力建设广西进出口中药材贸
易中心。

据介绍，南宁市积极发
挥首府政策集成、产业集成、
资源集成作用，着力把广西
进出口中药材贸易中心打造
成中国—东盟进出口中药材
贸易中心，并打造“集散中
心、加工中心、交易中心、价
格中心”四大核心功能，具体
包括：打造集散中心功能，争
取海关“一企一品一策”，做
强进口口岸金字招牌；打造
加工中心功能，坚持产业链
思维，推进趁鲜加工、中药饮
片与中成药生产等项目；打
造交易中心功能，用足用好
自治区增加药食同源商品品
种数量政策，做大规模；打造
价格中心功能，建设信息平
台，推动数字赋能，迅速打造
服务全区、面向全国、联动东

盟的进出口中药材贸易中
心。

目前，南宁市是广西唯
一的药品和药材“双功能”进
口口岸城市，享有自贸试验
区、综保区、中国—东盟产业
合作区等多项国家政策，还
建立了产业高质量发展基
金，以“基金+基地”“以投带
引”等模式，可以实现广西进
口中药材从集散优势向产业
落地延伸，推动中药材产业
建链强链。为了共同做大中
药材市场，首府南宁将与其
他兄弟城市协调联动，错位
发展，如与亳州等区外“中国
药都”之间展开合作，与玉
林、钦州等区内边境口岸城
市、中药材专业市场携手合
作，形成原料进口与粗加工
再到深加工的衔接，共同打
造面向东盟、服务国内的中
药材产业集聚区。

与此同时，南宁市将持
续优化支持服务措施，全方
位扶持企业落地发展，如“量
身定制”支持政策措施，对符
合条件的企业所得税可以减
按 9%直接征收，重点贸易
加工企业从广西各口岸进口
的中药材转关至南宁综保区
所涉及物流费用可给予全额
补贴，以及对符合条件的企
业纳入“桂惠贷”产品企业库
名单，按 0.5、1或 1.5个百分
点给予贴息支持等。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24年重大项目清单出炉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赵蝶采写

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2024年四川省将全力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极

近日，重庆市潼南区总工会联合重庆同辉气体有限公司组成慰问小
队，先后来到五桂镇、卧佛镇、新胜镇，慰问辖区困难群众，并送去慰问金
和新年祝福。

活动中，慰问小队为群众送上慰问金、食用油、新春礼品等生活物
资，和群众亲切交谈，认真听取他们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在新一
年里的打算和诉求，并表示将时刻关注大家的生活变化，积极帮助解决
生活方面的困难。
“非常感谢你们在这么寒冷的天气给我们送来这些物资，我们觉得

很暖心。”卧佛镇马龙村村民陈学说。
此次慰问活动，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实实在在地为困难群众提供

了帮助。在新的一年里，重庆市潼南区总工会和爱心企业也将持续开展
各类慰问活动，以真情和实际行动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特约记者何军林

重庆市潼南区总工会：
浓浓关怀显温暖“新春送福”聚人心

近日，工人在贵州省从江县贯洞镇淫羊藿育
苗基地整地准备育苗。

近年来，从江县依托当地农业优势，通过“订
单育苗”的方式，推进育苗的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
经营，促进了当地设施农业的规模化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

吴德军摄

“订单育苗”
助力乡村振兴

四川青神与重庆潼南
携手共促柑橘产业发展

打造四大核心功能
南宁全力建设广西

进出口中药材贸易中心

安排专项资金 900万元

云南积极支持重点群体返乡创业

2023年以来，云南省财
政厅把支持返乡创业作为拓
宽就业渠道的一项重要工
作，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积极筹措资金，支持实施“彩
云雁归”创业计划，引导农民
工、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
重点群体返乡创业，带动群
众在家门口就业。

2023年，云南省财政安
排专项资金 900万元，助推
返乡创业园建设。根据返乡
创业园吸纳经营主体数量、
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人数，
分类给予不同标准的补助，
其中：成长型返乡创业园每

个补助 15—50万元，示范型
返乡创业园每个补助 50—
200万元。为把专项资金用
准用好，云南省财政厅联合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加强
项目审核，组织专家对各州
（市）申报方案进行评审，择
优支持 7个州（市）打造劳动
者返乡创业园，预计直接带
动 4400余人、间接带动 1万
余人就业。

下一步，云南省财政厅
将联合省级有关部门对项目
开展绩效考评，督促各地及
时、规范、有效使用项目资
金，确保实现项目绩效目标。

□本报记者马工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