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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山高，川渝水长。
成 渝 地 区 双 城 经 济 圈 建 设 ，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5 年来，重庆、四川两地
使命如炬，同题共答、同频共振。

2020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
强调：“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202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四川考察时强调：“要坚持‘川渝
一盘棋’，加强成渝区域协同发展”。
2024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
考察时指出：“重庆、四川两地要紧
密合作，不断提升发展能级，共同
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要指示精神，两省市共抓项目建设、
政策协同、改革突破、平台搭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迈出新步伐。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
值从 2019年 6.3万亿元增长至 2023年
8.2万亿元，2024年前三季度地区生产
总值达6.2万亿元，同比增长5.6%，“带
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
的动力源”特征进一步显现。

一体谋划共同推进

赋能发展双向奔赴

无人机升空，高速飞行、精准
定位……在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微电
子产业技术研究院，一场模拟试验
正在进行。

“聚焦低空经济，我们与成都企
业联动，在边缘智能硬件平台研制
等方面初步实现产业化。”研究院副
院长刘益安介绍。

川渝合作，打通产学研。这样的
科研项目，正如雨后春笋，拔节生长。

“2024 年 前 11 个 月 ，两 省 市 共
建科技创新联盟 50 余个，技术合同
登 记 成 交 额 增 长 26%…… ”2024 年
12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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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次会议上，一系列最新成果“热乎乎”，背后是——

接续推进，“一盘棋”谋划。重庆四川党政联席
会议、常务副省市长协调会议、联合办公室、联合
专项工作组四级合作机制，双城经济圈经济承载和
辐射带动功能不断强化。

落地见效，“一体化”发展。5 年来，川渝两省
市共同制定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工业互联
网等重点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实施方案，成渝地区
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集聚规上企业超 2000 家。

重庆潼南区，冬日暖阳下，大地升辉蔬菜专业合作
社的萝卜白胖白胖。负责人刘世平正带着菜农采收、清
洗、分拣、装车，“各地统一标准种植，产量品质双提升。”

一筐菜“链”动一大片，12 万亩的“渝遂绵优
质蔬菜生产带”辐射带动乡镇 70 余个，年产值近 20
亿元。目前，成渝两地已累计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 31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25个。

“建基地、强链条、聚要素，高效分工、错位发
展、有序竞争、相互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成渝
地区加快形成。”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高健表示。

重大项目互联互通

携手打造开放高地

变电站内，工作人员一早忙着巡检。抬眼远眺，沃野

之上，银龙伏卧——
2024 年 12 月 27 日，西南地区首

个特高压交流输电工程、国家电网
川渝 1000 千伏特高压工程投运。电
力“蜀道”每年最大可向川渝地区
投送清洁电能 350 亿千瓦时，相当于
近 1000 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

“工程提高了川渝电网跨省跨区
互联互济能力，服务双城经济圈整
体电力保障。”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建设部特高压建设处副处长陈进说。

川渝携手，基础设施网络不断
织密。成渝中线、成达万、渝西、
渝万等高铁提速建设；川渝间在建
和已建成高速公路通道达 21 条；成
渝世界级机场群建设加快推进……

“外联”“内畅”双管齐下。
拓展通道、提升能级，站在新起

点上的川渝，正聚力打造开放高地。
龙门吊装卸繁忙，货车来往穿

梭；码头外，长江上百舸争流……
重庆两江新区果园港，长江黄金水
道、西部陆海新通道在此贯通，30%
的出口货物来自四川等周边地区；
300 公里外，成都龙泉驿，果园港无
水港正加紧建设，建成后可让成都
地区货物到达上海的时间缩短 8天。

铁路铺就“五线谱”，中欧班列
（成渝）犹如跃动音符。川渝两地携手
铁路部门，建立起重庆、成都、国铁集
团三方联席机制，实现价格、规模、政
策“三协同”和品牌运营、协商机制等

“五统一”，助力中欧班列（成渝）实现
开行量最多、运输货值最高。

公 共 服 务 共 建 共 享

“巴适”生活便利可达

3 分钟，重庆市民就能在成都异
地查询社保。

在成都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二
楼，重庆人余林正与老家工作人员
连线，“以前必须得回去一趟，现如
今几分钟就办好了！”

一个窗口，两地通办。2024 年 5
月，成都高新区与重庆高新区联合推出“虚拟综窗”
远程帮办服务。“我们已实现 210 项单事项和 62 项

‘一件事’互办。”成都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刘洋介绍。

共建共享，不断升级。5 年来，川渝联合确定 4
批共 355 项企业、群众高频事项跨省域办理，推行

“全程网办”“异地代收代办”等多种服务模式。
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成都市民张

靖掏出手机，打开电子健康卡，顺畅挂号、检查、
就医。截至目前，川渝已有 935 家医院、161 项检查
检验结果互认，超 2300 家医疗机构实现川渝电子健
康卡“扫码就医”。

双城生活，愈发便利。成渝日均开行动车组 102
对，每天有超过 13 万人次搭乘高铁往返两地；川渝
实现公租房“互保”居民超 5 万户，住房公积金互认
互贷、互认互提……

“2025 年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
要》 实施的收官之年，我们将深化双核联动、两翼
协同，聚力推进成渝地区协调发展，更好服务全国
发展大局。”四川省发展改革委主任代永波说。

（本报记者王明峰、刘新吾、游仪参与采写）  
 
题图：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团结村铁路集装

箱中心站。 孙凯芳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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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恩贾梅纳 1 月 8 日电 （记
者王泽） 当地时间 2025 年 1 月 8 日，
乍得总统穆罕默德在恩贾梅纳会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穆罕默德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
主席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穆罕默德
表示，习主席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大国
领导人，带领中国实现经济腾飞，在
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祝贺中方
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推
动中非关系实现重大发展。中国对非
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
富有成果，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非洲
特别是乍得发展提供的支持。中国是

乍得重要的战略伙伴和值得信赖的朋
友，两国关系已成为相互尊重、互利
共赢的典范。乍得坚定支持中国维护
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反对干涉
内政。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公平正
义，为解决热点问题发挥着建设性作
用，乍得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捍
卫共同立场，维护共同利益。

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穆罕默德
的亲切问候。王毅说，阁下就任后，
首访域外国家即选择赴华出席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圆满成功，也
为峰会成功做出贡献。两国元首共同
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

乍 合 作 进 入 新 的
阶 段 。 中 国 一 贯
主 张 国 家 不 分 大
小强弱一律平等，
反 对 一 切 强 权 霸
凌 和 单 边 主 义 ，

愿同乍得加强战略协调，继续坚定相
互支持。中方赞赏乍得坚持独立自
主，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振兴之
路。愿同乍方一道，积极落实两国元
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和北京峰会成果，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通过理念认
同夯实政治互信，全方位拓展互利合
作，为乍得发展振兴提供助力，携手
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穆罕默德就中国西藏地震向中国
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当日，王毅还会见了乍得总理哈
里 纳 ， 同 乍 得 外 长 库 拉 马 拉 举 行
会谈。

乍 得 总 统 穆 罕 默 德 会 见 王 毅

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  为体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灾区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的关
怀温暖，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
管理的党费中向西藏划拨 5000 万元，
用于支持抗震救灾等工作。

中央组织部要求，灾区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
力开展人员搜救，全力救治受伤人
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
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
安置、遇难者家属安抚、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等工作，确保安全温暖过冬。
灾区党员、干部要深入抗震救灾第一
线，到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去，到群众
最需要的地方去，冲锋在最前沿、奋

战 在 艰 险 处 ， 做
灾 区 人 民 的 主 心
骨 和 贴 心 人 。 党
委 组 织 部 门 要 充
分 发 挥 动 员 和 保
障作用，注意在抗
震 救 灾 中 考 察 和

识别干部，注意发现、宣传基层党员、
干部中的先进典型，为抗震救灾提供
坚强组织保证。

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
时拨付到灾区基层，做到专款专用，主
要用于慰问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
基层党员、干部、群众，慰问因受灾严
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补助
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
划拨 5000 万元用于西藏抗震救灾

据西藏日喀则定日县“1·07”地震受灾救援工
作第三场新闻发布会消息，当前，灾区共设置 224 个
安置点，4.75 万名受灾群众已完成初步安置，基本
生活得到保障。截至目前，灾区已搭建帐篷 12730
顶，共紧急调运棉帐篷、折叠床、毛毯、取暖器、食
品、药品等物资共 61.2万余件（个）。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
部 1 月 9 日针对灾区群众生活习惯和过冬需求，会
同商务、工业和信息化部门，通过应急物资政社
协同保障机制协调壹基金、中国红十字会、中国
乡村发展基金会等援助 1 万吨生物颗粒、牛粪压块
等生物质燃料，以及 25 吨砖茶、5000 个应急照明
灯等物资。

商务部门全力做好受灾地区生活必需品供应
保障。相关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已向受灾地区调运
方便面、瓶装水、面包、糌粑、酥油等食品 15.3
万箱以及电热毯、取暖炉、棉被、棉衣、毛毯等
物资 7.3万件。 （综合新华社电）  

西藏定日县地震救援—

4.75万名受灾群众已完成初步安置

▶ 1 月 8 日，在定日县长所乡古荣村安置点，
救援人员在搭建临时安置板房。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 1 月 9 日，包括帐篷、火炉、食品在内的大
量救灾物资抵达拉孜县拉孜镇措布村。图为受灾
群众协助工作人员卸载救灾物资。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本报北京 1 月 9 日电 （记者屈
信明）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

6.8级地震后，人保财险主动将保险
理赔融入灾后救援、受灾群众安置

安抚工作，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
办”原则，优先保障民生类意外伤
害、农房倒塌、农业畜牧灾损的理赔
服务，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
理预赔。截至 1月 8日 20时，已支付
保险赔款（含预付）2650万元。

人保财险已支付地震灾后赔款2650万元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 （记者
史竞男） 由中国出版协会和中国书刊
发行业协会主办的 2025 北京图书订
货会 9 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朝阳
馆） 开幕，逾 40万种图书亮相。

据组委会介绍，本次展会展览面

积达 5 万平方米，设立社科、科技、
少儿、文教等专业展区，省团展区、
集团展区以及中央部委出版社联合体
展区、民营书业联合体展区、港澳台
展区和数字出版与相关产业展区等，
现场展示超过 40万种图书。

为展示出版发行行业高质量发展
成果，订货会期间将设立全国出版成
果展示廊，重点展示中国出版政府奖、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获奖图书等精品力作，还将
举办“红沙发”系列访谈、“大家读好
书”等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和 400 余
场主题活动，并发布出版产业最新报
告、年度图书零售市场报告等。

逾40万种图书亮相2025北京图书订货会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 （记者
董雪、邵艺博） 就近期很多外企加大
对华投资，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 9 日
表示，中国经济稳健增长、高水平开
放不断扩大，是外资加码中国的最大
底气。欢迎各国把握中国机遇，分享
中国红利，实现互利共赢。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连日来很多外企宣布继续加大布局中

国，日本车企宣布在华设立电动汽车
生产工厂，德国车企与中国车企达成
重磅合作，法国医药企业在华设立全
新生产基地，马来西亚百货集团在华
焕新升级，多家外企在华落地“超级
工厂”。有分析认为，外企加大对华
投资，反映出中国产供链优势和市场
机遇。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郭嘉昆说，中国经济稳健增长、高

水平开放不断扩大，是外资加码中国
的最大底气。2024 年以来，我们将全
国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压减
至 29 条，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清零，
全面落实外企国民待遇，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稳步扩
大制度性开放、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
制机制改革等作出一系列部署，让外
企在华发展空间更广、信心更足。多家
外资机构发布的 2025 年全球投资展
望中，中国市场继续被看好看涨。

“布局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欢迎
各国把握中国机遇，分享中国红利，
实现互利共赢。”郭嘉昆说。

外交部：

欢迎各国把握中国机遇，分享中国红利

本报北京 1 月 9 日电 （记者杨彦
帆） 在 9 日召开的全国中医药科技工
作会议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
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余艳红表示，我国不断深化中医

药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医药科技创
新成果接连涌现。目前，已经基本构
建起覆盖“国家—行业—地方”三级
中医药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各省级平
台建设数量超过 1200 个。

据介绍，我国在五脏本质、针刺原
理等研究上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在心脑
血管、代谢、消化等多个疾病领域，中医
临床评价研究取得重要进展。2023年以
来，基于循证证据和大量临床实践，遴
选发布了 50 个中医治疗优势病种、52
个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100项适宜技
术、100个疗效独特的中药品种。

中国不断深化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