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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都市圈成都都市圈：：

同城化发展蹄疾步稳同城化发展蹄疾步稳 优质优质““朋友圈朋友圈””深度强化深度强化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我们有信心，通过努力实践，探索
出可以与‘北京荟萃’‘上海质量’‘深圳
速度’相媲美的成都模式。”2020年9月
26日，在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
院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四川省推进成
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对成都都市圈寄予厚望。

今年5月10日，上述负责人再次带
队来到清华大学。在同样的地点，他依
旧身着两年多前的那身服装，但不一样
的是，如果把当初表达愿景时的成都都
市圈比作一个襁褓中的婴儿，那如今的
成都都市圈已初长成。

“成都都市圈常住人口占四川省比
重为35.8%，贡献了四川省46.2%的经
济总量，都市圈作为城镇化优势区域
的特征凸显，建设进入成长期。”该负责
人说。

现代化都市圈初具雏形

从小在山西长大的孟先生毕业于
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成
都，并娶了一位在德阳长大的媳妇。“上
学时我的很多同学都是成都周边城市
人，在我这个外地人听来，几乎听不出
成德眉资四地方言的区别。”孟先生说。

语言相似、地缘相近、人文相亲，这
为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同城化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更为成都都市圈的问世
埋下了伏笔。

2020年1月16日，成德眉资同城化
发展推进会召开，明确把成德眉资同城
化发展作为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支撑性工程。

“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中心城市
—都市圈—城市群’的城镇化主体形
态。在19个城市群中，京津冀、长三角、
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这五个城市群
形成钻石型发展格局，成渝城市群是这
个第一梯队的重要支点。”清华大学中
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
表示，其中，成都都市圈发挥着持续增
强极核主干的引领带动作用，并在深化
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方面提供了经验
和示范。

真正的转折点在2021年。《成都都
市圈发展规划》（简称《规划》）获国家发
展改革委函复同意，成为全国第三个、
中西部第一个都市圈走向舞台中央。

“都市圈既是中心城市的放大版，
又是城市群的缩小版。”在国家发展改
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原副司长周南
看来，其兼有两者的特点，也兼有两者
的作用，所以才会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
成为关键一环。

根据《规划》，成都作为“老大哥”，
将德阳、眉山、资阳三位“小兄弟”纳入

“朋友圈”，到2025年，目标为“基础设施
同城同网基本实现、产业创新协作体系
初步建立、公共服务共享水平稳步提
升、绿色低碳公园城市形态充分显现”。

要从“你的事”“我的事”，变成“我
们的事”，实体化协调机构和常态化协
调机制是重要保障。

三年间，“省同城化领导小组统筹、
省同城化办公室协调、省直部门指导、
四市主体推进、专项合作组联动”工作
推进机制不断完善，畅通了省市部门纵
向衔接、成德眉资四市横向沟通渠道，
增强了跨市域跨层级跨部门协调联动，
确保了同城化重大任务高效落实。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经过近三
年的建设，成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水平
位居中西部地区领先地位，城镇化基础
不断增强、发展质量效益持续提升、同
城化水平优势显著，现代化都市圈初具
雏形。”5月10日，在《现代化成都都市
圈高质量发展指数》发布现场，清华大
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城市群与都
市圈研究分中心主任、清华同衡规划设
计研究院总体中心主任卢庆强介绍说。

一体化交通圈便民利民

近期，孟先生的太太收获了一个令
她振奋的消息：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
S11线项目启动。这意味着，有朝一日
她可以“坐地铁”回娘家。

据了解，S11线路是继S3线（成资）
和S5线（成眉）后成都都市圈启动建设
的第三条市域铁路，也是成德眉资同
城化“两环三射”骨干通勤网络的重要
项目。

这些年来，成都都市圈城市间城际
铁路车次从无到有，多层次轨道交通初
步成网，城际、高铁轨道交通车次在通
勤时段发车频次提高至30分钟/班次
以内。

可以期待的是，根据规划，到2027
年，成都都市圈或将成为全国首个中心
城市到全部区域副中心城市均运营市
域铁路的都市圈。

“成都都市圈轨道交通同城化走在
全国前列。”卢庆强介绍，研究发现，成
都都市圈城市间平均城际铁路班次数
在9个都市圈横向对比中排名第二，跨

市交通通勤可达性和便利性不断提升。
此外，天府通“互通互惠”政策已覆

盖都市圈26个县（市、区），14条跨市公
交线路稳定开行，公共交通同城化持续
深化，“轨道上的都市圈”建设有序推进
……随着交通大动脉逐步打通，“朝看
三星堆、午食坛子肉、夜游东坡水街”的
幸福图景正照进现实。

特色化产业圈错位协同

作为都市圈中心城市，成都在经济
规模上保持绝对优势。用成都人自己
的话说，这次“抱团”是想通过“大手拉
小手”的方式，让经济数据“陡坎变成
斜坡”。

彼岸目标已清晰，路线图已绘制，
但通向一体化发展的“车”在哪里？

去年12月16日，成德眉资四市招
商部门共赴深圳，以整体形象面向粤港
澳大湾区重点企业联合开展“成都都市
圈（深圳）联合招商投资推介会”；同月，
四市联合编制的《成都都市圈重点产业
产业链全景图》发布；今年2月，成德眉
资共赴长三角地区开展成都都市圈全
球投资推介，四市经济合作部门现场签
署成都都市圈联合招商合作协议。这
是四地建设交通圈后，欲建强经济圈的
真实写照。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成德眉资
四市围绕工业强省战略和“建圈强链”
思路，聚焦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生物医
药等重点产业领域，通过组团联合招
商、共建产业园区、共同培育优势产业
集群等方式，推动产业错位协同和特色
化发展。

“根据我们的研究，从产业协作来
看，四市加强推动产业错位协同和特色
化发展，2021年城市间制造业经济联
系、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较上一年分别
增长22.5%、22%。”卢庆强说。

来自四川省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

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截
至2022年，共有1490家企业开展跨市
域产业协作、较2020年增长48%。通
过创新平台共建共享，都市圈内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数量，也由2019年的4463
家增至 2021 年的 8360 家，几乎实现
倍增。

高质量生活圈未来可期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
民，这是做好城市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
落脚点。成都都市圈建设，给四城人民
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上学期我们的生物老师就在成都
树德中学跟岗学习一学期；在竞赛课程
等方面也有成都的老师到校来进行专
题授课，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德阳五中
学生高宇航的一番话，是教育同城化给
同学们带来的最直观感受。

去年3月，来自德阳的1.6万余名高
三学生同步参加成都市第二次高考诊
断，这是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以来，在
教育上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近年来，成都都市圈通过校校合
作、教师互派、职教联盟以及医联体、专
科联盟等方式，多措并举推进教育医疗
资源跨市配置，这也让其他三城居民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成都的优质资源。

不仅如此，公积金贷款异地使用、
社保卡四地“一卡通”、图书异地通借通
还、异地养老政策同享等多项跨区域公
共服务同城化创新举措的实施，将成都
都市圈逐步建成了优质便民的幸福生
活圈。

虽然成绩显著，但不容回避的是，
成都都市圈位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第四
极”，虽然发展势头较为强劲，但发展基
础与水平总体与东部地区相比尚有较
大差距。

四川省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领
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也坦言，对标
全国乃至世界的成熟都市圈，成德眉资
同城化发展、成都都市圈建设任重道远。

如何深化同城化发展，建强动能更
充沛的现代化成都都市圈？

今年2月，《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暨
成都都市圈建设成长期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年）》（简称《成长期行动
计划》）发布。《成长期行动计划》谋划了
197个项目事项，与上一轮起步期行动
计划相比，基础设施领域拟实施项目由
88个减少到60个，公共服务和营商环
境领域拟实施项目由45个增加到55
个。成都都市圈成长期更侧重于从硬
基础建设向软环境优化提级。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将《成长
期行动计划》提到的任务目标分解到今
年，四地分工明确：成都明确突出功能
协同、区域协调，构建“三圈一体”，打造
现代化都市圈；德阳提出实施同城融圈
战略，以更大力度融入成都都市圈和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眉山开启实施成都
都市圈建设新一轮三年行动；资阳提出
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
牵引、以成资同城化为战略支撑推动高
质量发展。图片来源：《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