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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迎来相互赋能、深度融合、量质齐升的
新阶段。今年以来，四川在推动双城经
济圈建设方面成效几何？下一步有哪
些谋划？

近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九次会
议座谈会在广安召开。川渝两省市举
行成果发布会通报了本次会议取得的
主要成果，也给出了上述问题的答案。

看成果四个方面成绩，见证“重要
阶段性成果”

“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发布会
用这样一句话对川渝两省市推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今年以来的成绩
进行了概括。

第一，经济实现量质齐升———
锚定“增长极”和“动力源”目标定

位，四川在高质量发展上快马加鞭。今
年以来，四川打出持续巩固和增强经
济回升向好态势“18条”等政策组合
拳，以超常举措稳住经济大盘。借助实
施成都都市圈建设成长期三年行动计
划、省域经济副中心、区域中心城市建
设，全省区域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持
续优化。与重庆共建的 300个重大项
目加快推进，开梁高速等标志性工程
全面建成投用。目前，川渝两省市已共
同打造了 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4
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第二，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建设扎
实推进———

聚焦加速集聚战略科技力量，川
渝两省市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 11个，开展 219项原创性颠覆性
技术攻关项目。目前，川渝技术合同登

记成交额突破 2800亿元。借助实施大
院大所“聚源兴川”行动，49项重大科
技成果实现就地就近转化，中国锦屏
地下实验室等一批大科学装置持续产
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成果。

今年以来，四川超常规大力度精
准支持人工智能一号创新工程，大力
发展绿氢、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大力
实施六大优势产业提质倍增行动，全
省电子信息、食品轻纺、能源化工 3个
产业规模均超过万亿元。

第三，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建
设———

改革方面，四川联手重庆继续稳
步推进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
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跨区域协作
18条经验做法”获国家发展改革委通
报推广。今年以来，3批次、311项“川
渝通办”事项日均办理超 2万件次。

开放方面，借助大通道大平台大
枢纽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全球
123个国家和地区、514个港口，中欧
班列（成渝）累计开行突破 3 万列，进
出川大通道达 48条。2024年成都世界
园艺博览会等重大国际性活动成功举
办，四川区域、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第四，维护国家战略安全能力持
续增强———

聚焦打造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重点
承载区，今年以来，四川进一步发挥在
农业、清洁能源、矿产资源方面的独特
禀赋。其中，借助新时代更高水平的
“天府粮仓”建设，全省粮食和生猪等
重要农产品保持增产态势。目前，四川
水电装机容量约 1亿千瓦，装机规模
和年发电量均居全国第一，世界级优
质清洁能源基地加快打造。钒钛、稀
土、锂、钾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水平逐步提升。

谋未来四个方面重点发力，共同激
发创新活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接下来，川渝两省市如何聚焦“一
体化”和“高质量”这两个关键，继续唱
好“双城记”？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
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九次会议的主
题———“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相互
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透露出鲜明信
号，也指明了下一步着力方向和重点。

发布会透露，川渝两省市将聚焦
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相互赋能发
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推动双城经济圈
建设走深走实。

具体来说，将在四个方面重点发
力：共同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联动，着力
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
点；共同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更多
汇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共
同打造具有川渝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不断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支撑；共同提升区域发展能级和对外
开放水平，推动形成适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良好环境。

共同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联动方
面，将着重抓好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
分离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国资国企
改革和民生领域改革等，特别是聚焦
在 10 个川渝毗邻地区合作功能平台
形成更加浓厚的改革氛围，川渝两省

市将优先安排平台承担国家和省市改
革试点任务，共同策划实施一批原创
性、引领性的重大改革举措，加快平台
形成从物理整合向化学反应转变的区
域协同发展新机制。

共同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方
面，将重点指向创新平台建设、技术协
同攻关、创新成果共享、创新开放合作
四个具体方面———

创新平台建设上，川渝将积极对
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依托西
部科学城、中国（绵阳）科技城持续打
造成渝绵“创新金三角”，建设一批参
与共建的重点实验室和高水平新型研
发机构，进一步完善创新平台矩阵；

技术协同攻关上，川渝将共同实
施 58项关于科技创新年度合作任务，
推动四川 6 个重大科技专项与重庆
“5+8”技术创新体系深度对接，共同抢
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创新成果共享上，川渝将重点协
同开展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改革，
更好发挥先进技术成果西部转化中
心、西部中试中心的辐射功能，推进大
型科研仪器资源共享共用和跨区域数
据互通，加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

创新开放合作上，川渝将加强与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的协同创新，
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
程，集聚更多科研人才创新团队和合
作项目。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成栋）

唱响“双城记” 打造增长极
关注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九次会议

唱好“双城记”，川渝两省市今年以来取得哪些成果、接下来又将如何共同发力———

成果发布会上“晒成绩”“话未来”

乘风而来
飞机落地时风雨渐小

当天，成都开启两条城市低空载
人出行验证飞行航线，均取得圆满成
功。

第一条航线，9点 35分阿古斯塔
AW109型直升机从洛带通用机场起
飞，9点 46分抵达位于成都高新区的
中国-欧洲中心 46楼停机坪。10分钟
后，飞机再次起飞，飞往青城山。10点
42分，到达青城山起降点，然后返回
洛带通用机场。

第二条航线，原计划下午一点从
洛带机场起飞，经天府机场，到双流
机场，最后回到洛带机场。中午，突
然，天色阴沉，空中飘起了小雨。这场
雨，是否会影响今天的“试飞”？机场
内，几十位保障人员早早地来到了停
机坪 50米开外的地方，严阵以待。
前方的信息不断传来，飞机将晚点抵达。下午 3点

11分，大家翘首以盼的直升机身影终于出现在了双流机
场的上空。令大家感到惊奇的是，此时，风小了，雨也小
了。

打开飞机舱门，机长雷文天走下来，脚踩大地，宣告
这一段飞行的测试成功。

90后首飞机长
安全飞行 5000小时以上

执飞的机长雷文天来自四川驼峰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个头不高，脸蛋红扑扑的。
“直升机要在 40多层楼高的楼顶上起降，技术不过

硬的根本不放心让其去执行任务。”四川驼峰通用航空有
限公司董事长车天发告诉记者，为了迎接这次全国瞩目
的首飞，公司在所有飞行员中精挑细选，最终选中了安全
飞行 5000小时以上的 90后机长雷文天。
在双流国际机场，雷文天告诉记者，“从天府机场飞

过来，非常方便快捷，整个飞行过程也很平稳，在途中我
们欣赏到了成都沿线的景色，很漂亮。”对于这场试飞，他
对结果相当满意。

据了解，首飞配置的是双机长，副驾驶是谢华杰，他
曾是北京冬奥会保障机组成员。

为了保障这次试飞，双流机场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双
流机场运控中心指挥室主管助理刘付贵介绍，前期，双流
机场经过多次的实地勘测和演练，制定了周密的运行保
障方案，确保顺利执行首飞任务。

低空经济
让双流机场到 IFS只需十几分钟

低空经济是指在 3000米以下空域内，以有人驾驶和
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多领域的
综合性经济形态。为了抢占低空经济新赛道，日前，四川
省出台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低空经济发
展的指导意见》提到，四川省级财政安排 2亿元资金专项
支持低空经济发展。

此次验证飞行的成功，不仅为成都低空交通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未来城市低空出行提供了可行性
方案。

当天，坐上首飞直升机的四川沃飞长空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产品总监屠强肩负了两个使命，一是体验产品，二
是拍摄照片。落地双流机场后，他告诉记者，这一趟试飞
的感觉非常棒。

他还认为，双流最大的优势在于空港经济。他举例，
比如从北京到成都两个小时，坐航班来了，原来进城可能
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未来十几分钟就能把人运到市
中心的 IFS。

民营经济是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
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重要力量。四川省绵竹市已连续 26
年召开“6·26”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多
年来通过出台本地配套惠企政策、表
扬先进等一揽子发“红包”、添福利、给
鼓励的措施，让民营经济经营主体在
这片高质量发展的热土上再集结、再
出发。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位于绵竹市
区宏正市场的谢氏山城火锅串串逐渐
热闹起来。店内，新添置的甜品台满足
了食客们的味蕾。焕然一新的选品区，
各色菜品整齐排列、种类繁多，大家尽
情享受着热辣滚烫的串串香带来的轻
松自在。

作为扎根绵竹 21年的店铺，谢氏
山城火锅串串以诚信的经营、稳定的
口味深受广大市民青睐。在去年 6月
26日召开的绵竹市 2023 年民营经济
发展大会上，业主谢小兵荣获“绵竹市
2023年优秀个体工商户”称号，并获得

了绵竹市委、市政府的奖励资金 5万
元。
“拿到这笔奖金后，我将其用于选

品区的提档升级，并新设置一个甜品
区。这样不仅能够保证菜品的新鲜，还
能迎合更多年轻人的口味，让大家有
更多的消费选择。”谢小兵说，绵竹市
委、市政府为个体工商户营造了良好
的发展环境，鼓舞了大家的发展士气。

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绵竹市
在全国率先启动个体工商户“零成本·
直通车”服务，目前全市共有 33 个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办理点。持续开展
“银—政—会—企”融资快车平台建
设，针对不同市场需求提供“定制版”
金融服务，累计为个体工商户提供超 6
亿元的优惠贷款，有效解决个体工商
户融资难问题，激发了广大市场主体
干事创业的潜力和激情。

打磨边缘、量尺寸、画线、固定位

置、焊枪点固……在德阳东汽电站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新上岗的焊接机器
人在技术工人的操作下，犹如手巧的
“裁缝”，精准地对产品进行着焊接作
业。片刻时间，焊接工作便顺利完成。

德阳东汽电站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在绵竹发展至今已有 40 余年，是
一家集电站设备研发制造一体化的
专业公司。在创新求变的当下，企业
得到了绵竹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2023年获得“民营企业发展十强”
荣誉称号，享受了相关奖补政策、措
施，企业实现了从“制造”向“智造”的
转变。
“奖励补贴、优惠政策的兑现不仅

是对我们企业的肯定，也是一种鞭策
和鼓励。截至目前，即将实现今年‘双
过半’的第一个目标，我们有能力、有
信心、有决心做中国汽轮机辅机制造
的龙头企业和汽轮机改造的排头兵。”
德阳东汽电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罗时亮说，企业借力新技术、新装

备，从“根”上优化原有生产方式，加快
转型升级，不仅更新了智能化制造设
备，还改善了生产环境，让企业加速奔
跑在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上。

民营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
力。近年来，绵竹市在全面落实中央和
省、市系列稳增长政策的同时，还结合
产业发展实际，针对性出台了《绵竹市
支持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绵竹市抓好重点领域经济运行工作推
动 2024年一季度实现良好开局政策措
施》等各类政策措施，提振民营经济发
展信心，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一系
列优惠政策和真金白银的加持，为绵竹
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如今，绵竹市民营经济经营主体
斗志昂扬，艰苦奋斗，一批龙头企业扎
根本土带动现代产业发展，一批中小
微企业大胆创新脱颖而出，在全力以
赴拼经济、搞建设、抓发展中成为主力
军，绵竹民营经济呈现出乘风而起、蓬
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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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祥文 /图

四川省绵竹市：
奖补政策掷地有声 民营经济乘风而上

□李露平本报记者高明山李鹏飞

近日，作为重庆首批智能工厂之一、国内较早涉
足“智造”的药企，国药太极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口服固体制剂车间自动化外包装区，智能化自动
药品包装设备正高速运转。

近年来，重庆大力推动制造业企业实施智能化
改造、数字化转型。按照“数字化车间 -智能工厂 -
未来工厂”三级梯次进行培育，通过“产业大脑”赋
能，建设更多“未来工厂”，进一步提升整体智能制造
水平。

特约记者 孙凯芳 摄

“智改数转”
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直升机来了！”6月
20 日下午 3 点 11 分，在
双流国际机场 6号机坪，
细雨纷纷，从翘首以待的
人群中发出了惊呼声。顺
丰西部航空货运枢纽在
建大楼右后方，一个小黑
点快速向前移动，黑点以
秒为单位越来越大，马达
的轰鸣声也越来越响。

只见一辆橙白相间
的直升机稳稳降落在停
机坪，这架直升机是意大
利产的阿古斯塔 AW109
（机号：B-707F），它在执
行成都市城市低空载人
出行验证飞行航线的试
飞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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