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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融入成渝现代产业体系

10月24日，深圳邻水商会
执行会长、东莞市阿巴斯公司
负责人何波再次来到川渝高竹
新区，这是他自去年底四川和
重庆批复设立川渝高竹新区以
来第三次踏上这片土地。何波
对四川广安和重庆渝北携手共
建的跨省域新区充满期待。

何波是土生土长的邻水
人，在广东、浙江等地创办了多
家轴承和齿轮企业。之所以考
虑回家乡投资建厂，一方面看
重川渝高竹新区是落实国家战
略而打造的发展平台，另一方
面，着眼配套重庆装备制造大
产业，他的公司发展前景广阔。

和何波一样，诸多投资者敏
锐的“嗅觉”嗅到了川渝高竹新
区的商机。何波组织商会100
余家企业到新区考察，有10余
家企业表达了投资意愿。1—9
月，新签约重庆工职院高竹校
区、川渝科创基地等项目23个。

据统计，川渝高竹新区已
累计签约入驻企业158家，其
中六成以上的企业是去年8月
川渝高竹新区启动建设之后前
来“抢滩卡位”的。新区常住人
口11万余人，比去年初新增超
过1万人。

广安是四川省距离重庆主
城区最近、川渝边界接壤最长的
市州，在协同重庆、配套重庆发
展产业方面，区位优势得天独
厚。整个广安的三大产业几乎
都与重庆高度关联：50%的工业
为重庆配套，60%的游客来自重
庆，75%的农产品销往重庆。

广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
组书记罗银华介绍，融入成渝
现代产业体系，广安着眼配套
重庆工业，在川渝高竹新区、合
（川）武（胜）共建产业园、武胜
县火锅产业园、前锋区智能家
居产业园、华蓥山经开区、邻水
县城南工业园，数千家企业或
多或少都与重庆籍企业有着产
业链上下游配套关系。

除了产业协同发展，更有
一大批渝企迁入广安，为广安

经济增添了新动力。2019年，
家居之都的重庆市九龙坡区，
因产业结构转型导向变化，大
量家居企业寻求外迁。这时，
100多公里之外的前锋区闻讯
而至，抢得优先选择权。目前，
从重庆方向迁来并且投产的家
居企业已有30家，还有30多
家已经签约待入驻。

重庆火锅的麻辣鲜香也在
向广安“飘散”。大数据显示，重
庆现有火锅店2.63万家，从业
人员达到 50万人，年产值近
500亿元。武胜县立足构建从
火锅原材料种植到底料食材加
工、检验检测、仓储物流、集散交
易、消费体验的火锅全产业链生
态圈，现已引进重庆籍火锅企业
27家，年产值破百亿元。

右手牵重庆，左手携成
都。按照“研发创新在成都、转
化生产在市（州）”模式，广安携
手成都共建成都·广安生物医
药“双飞地”园区，加强与重庆
两江新区、巴南区、合川区等地
合作，打造川渝生物医药城，目
前已入驻企业64家，今年1-9
月实现产值104.9亿元。

构建跨区域快速互联交通网

10月28日，包茂高速公路
达渝段高竹互通立交工程项目
正加快施工，该项目建成通车
后，川渝高竹新区到广安路程
缩至1小时，到重庆中心城区
时间缩至半小时。

“合力建设现代基础设施
网络，是广安融入重庆都市圈
的前提条件。”广安市交通运输
局局长葛勇介绍，今年以来，广
安加快推进重庆南北大道北延
段、川渝大道、包茂高速高竹互
通等项目建设，做好快速重庆
轨道交通入广、渝广城际铁路
等规划论证，打通与重庆“近而
不快”的堵点。

在川渝高竹新区，围绕构
建内畅外联交通网络，新区强
力推进南北大道、川渝大道、重
庆路一期、包茂高速高竹互通
等新区大动脉。其中，南北大

道将成为四川直连重庆中心城
区的首条快速道路，川渝高竹
新区也借此融入重庆中心城区
城市交通体系。

葛勇介绍，在广安的西北
方向，一条延伸到重庆市合川
区的快速通道也在加快建设，
以这条双向4车道为主轴，东
起广安市邻水县，西至重庆市
合川区，将有效串联起广安市6
个区市县。再加上邻水县至重
庆渝北的快速道路正在规划论
证，未来，广安东西两侧均有快
速道路入渝。此外，广安绕城
高速部分路段于去年底通车，
这条高速全长79公里，起于广
安市广安区悦来镇，经广安区、
前锋区、华蓥市、岳池县，在重
庆市合川区境内与G85渝广高
速公路相接，项目建成后，广安
6个县（市、区）进一步拉近与重
庆之间的距离。

“交通改变区位，拉近广安
与外界的距离。”葛勇表示，站
在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战略的大局下系统思考谋
划，建好对外开放通道，推进广
安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
层次的对外开放。

目前，广安市与重庆市合
川、渝北、长寿、黔江、涪陵、垫
江、忠县七区县签订了《共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
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战略合作
协议》，共同编制了《共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融
合发展先行示范区行动方案
（初稿）》，已成功争取6条省际
干线公路纳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发展三年行
动方案（2020-2022）》。

对外大通道加快建设，“最
后一公里”加快打通。广安市
已开行邻水高滩至重庆渝北举
人坝、武胜万善至重庆合川三
庙七间、岳池裕民至合川肖家
等10余条跨省城际公交车，广
安城区、武胜县、岳池县、邻水
县还开通了直达重庆部分商
圈、学校、医院的“点到点、门到
门”的定制客运线路，广安主城
区的公交卡也与重庆公交车实

现了互刷互认。

经济区与行政区
适度分离改革初见成效

10月22日，重庆北极星电
气有限公司常务副经理邝志勇
来到国家电网川渝高竹新区供
电服务中心办理开户手续。这
是川渝高竹新区供电服务中心
挂牌后，经办的第一笔“一体化
办电”业务。

重庆北极星电气有限公司
总部在渝北区，于9月27日签
约落户川渝高竹新区。“如今的
一站式办理省去了我们很多麻
烦。”邝志勇说，川渝高竹新区
供电服务中心成立之前，新落
户的重庆籍企业须先到重庆供
电单位销户，才能到国家电网
广安公司服务的高滩镇开户。

川渝高竹新区批复设立
后，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解
决了诸如川渝办电业务“两头
跑”等一系列问题。作为目前
全国唯一的跨省共建城市新
区，川渝高竹新区旨在探索经
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
为全国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提
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邻水县高滩镇因地理位
置，取水的清水河水库主要靠降
水补给。随着川渝高竹新区落
户企业增加，用水更显紧张。广
安市和渝北区商议，将渝北区茨
竹镇卫星水库作为新区第二水
源，并于6月底实现跨省供水。

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唐家文介绍，今年以来，
广安市狠抓《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体制机制创新方案》落地
实施，特别是围绕经济区与行
政区适度分离改革，与渝北区
探索建立跨行政区财政协同投
入机制，组建平台公司，协作开
发运营，共同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和产业集群发展，探索成本
共摊、利益共享机制，更好平衡
双方利益关系。

10月20日，川渝高竹新区
建立全国首个跨省税费征管服
务平台，打破“行政边界、层级
界限、空间分割”的旧格局，实
现人员同管、业务同办、征管同
步、服务同质、信息同享。接下
来，将统一渝广两地税费政策，
推动设立独立金库，为财税体
制一体化建设打牢基础。

行政区分两家，经济区为一
家。唐家文表示，广安和渝北构
建“领导小组+管委会+国有公
司”的运行模式，按照“权责对等、
成本共担、利益共享”合作原则，
一体推进新区开发建设。在利益
分配方面，双方按照“存量收益由
原行政辖区各自分享、增量收益
五五分成”原则制定分配方案。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
川渝高竹新区签约重庆工职院
高竹校区、川渝科创基地等项
目23个、协议投资289亿元。
高竹开发公司获23家金融机
构意向授信1160亿元，可用融
资授信33.6亿元。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王 林

四川省广安市四川省广安市：：

全域全程全力融入重庆都市圈全域全程全力融入重庆都市圈
日前，《重庆市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1-2035年)》出

台，在重庆规划的“4环10线5横6纵”骨架交通网络中，多条路线

辐射四川省广安市，特别是把广安纳入其中的重庆4环，标志着广

安成为重庆都市圈的“圈内人”。

抢抓机遇，顺势而为，趁势而上。广安在成渝双城大格局中

迅速找准自身定位，不断深化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全域全

程全力融入重庆都市圈，加快建成川渝合作示范区，在落实国家

战略中打头阵、作示范。

▲9月7日，雪花啤酒（罐装）10万千升生产线在四川省

广安市建成投产，产品将覆盖西南市场，成为华润雪花啤酒

在四川及西南地区的主力工厂。 夏俊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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