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深推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合力

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推
进交通互联互通，推进产业协
同。强化双核联动联建。推进公
共服务共建共享，实施交通通信、
畅游巴蜀等十大便捷行动，扩大
高频电子证照跨区域互认、高频
事项“免证办”范围，强化成渝政
策协同，提升两地公共服务一体
化便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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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宽洪大量”“点石成金”等文旅品牌组
合，到“川渝通办”事项全面落地，248个成渝共
建重大项目完成投资4138.4亿元，“共振”一词
在成渝一体化协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徐登权在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无论是去年
的整体工作回顾，还是今年重点抓好的十个方
面工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都排在首要
位置，他感受到了成渝共下一盘棋，两地“同城
融圈”“同频共振”，加速“跑”起来的最新脉动。

成渝文旅“共振”人情味浓
从重庆的第一条高速——成渝高速通车，

到后来火爆的足球川渝“德比”，再到如今国家
级战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远亲不如近
邻，两地心心相印，秉持“一家亲”“一盘棋”意
识，紧密协作、相向而行，重大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交通网络内畅外联、产业集群见势成效……

“两地合作，不仅是成效的比拼，更是人情
味的体现。”从事文化领域多年的徐登权说，政
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今年成渝两地共同打造“宽
洪大量”“点石成金”等文旅品牌组合。这几年
成渝文旅互动频繁，流量十足，成都宽窄巷子和
重庆洪崖洞两大“网红景点”，针对组成的“宽洪

大量”词汇进行文旅CP营销，备受全国网民关注；四川成都金
沙遗址和重庆大足石刻签订《学术文化交流备忘录》，在文化遗
产保护、学术科研交流、展览交流等多领域开启合作，被川渝两
地誉为“点石成金”的典范，无不体现出携手“共振”的含义。

徐登权告诉重庆晨报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总体路径，排在今年重庆重点抓好的十个方面
工作第一位，这意味着成渝两地需要在多个方面共同发力，产
生协同效应，从而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同城融圈”作为首位战略
在未来的发展中，成渝地区还需保持持续“共振”，推动各

领域的深度合作，共同破解发展难题，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几个方面存在提升点。徐登权说，结合报告中提出的纵

深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合力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成渝两地应坚定把“同城融圈”作为首
位战略，增强“协同”之力释放“融合”之效。深化政策协同，
加强两地在产业政策、科技创新政策、人才政策等方面的对
接与合作，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推进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的协同，加快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促进要素流动和经济发展。

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建立跨区域的环境治理机制，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促进产业
协同发展，加强两地在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文化旅
游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产业集群。

针对以上方面，徐登权建议成渝地区采取以下措施：建立
健全政策协调机制，加强政策对接和信息共享，推动政策协同

落地。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协调，统筹推进
项目建设，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建立跨区域的
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机制，共同制定环境治理方案，加大
污染防治力度，推动绿色发展。深化产业合作，发挥各
自优势，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提升区域产业的
整体竞争力。

促进两地企业“脉搏共振”
“我们在四川、成都等地都有合作项目。”徐登权表

示，五洲世纪集团作为成渝文化产业的一员，将牢牢把
握“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加强与成都文化企
业互动和交流，共同打造具有成渝特色的文化产业品
牌。深化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依托五洲书店等文旅
项目，结合两地的文化资源和市场需求，开发具有创意
和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徐登权说，具体在2024年，继续深入两地“脉搏
共振”，加强文化产业合作，共同策划和举办文化活
动和项目，扩大成渝地区文化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
力。正在打造中的五洲书店今年即将开业，是集文
商旅为一体的创新文化项目，旨在打造中国最大、最
美实体书店。“我们计划与成都的知名书店策划新书
发布、文化讲座、阅读对话等活动。”徐登权说，通过
加强两地文化交流，展开平台建设、品牌建设，越来
越多的成渝市民选择与书为伴，“爱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的书香氛围，为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
支持和帮助。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王尊

市人大代表、重庆五洲世纪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徐登权：

远亲不如近邻 成渝“同频共振”创新文化CP

“报告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列为今年十大重点工作之一，
乡村又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认真聆听了政府工作报告
后，市人大代表、巫山县农业农村委主任易前聪感到很振奋。

作为一名来自农业战线上的代表，易前聪代表对当前
乡村振兴工作的“难点”“痛点”有着最为深刻的感受。新重
庆该有着怎样的新农村？新重庆该有着怎样的乡村底色？
巴渝和美乡村该展现出什么样的和美魅力？易前聪说，美
丽的家园、高产的田园、生态特色产业，农民增收致富后的
笑脸，都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要素”。报告提出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实施“四千行动”，这是十分重要的
发力方向。经过我们的苦干、实干，改造提升千万亩高标准
农田、培育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促进千万户农民增收、创

建千个巴渝和美乡村示范点是可行的。在全市人民的共同
努力下，相信我们的乡村必将焕发出蓬勃生机，呈现欣欣向
荣的景象。

易前聪表示，巫山县农业农村委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紧
扣“两个确保”，守住“三农”工作底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
治理水平，让更多的农民切实享受到发展成果，感受到生活品
质的提升。

结合工作实际，易前聪代表还建议我市支持巫山县创建
国家数字种植业（巫山脆李）创新应用基地。他说，此举有利
于巫山脆李产业数字化发展和巫山脆李区域公用品牌的打
造，形成我市脆李全产业链数字化集成应用。

○有力有效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

设巴渝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深入实施“四千行
动”，筑牢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乡
村底色。

○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做好
“土特产”文章，聚力打造火锅食
材、粮油、生态畜牧三大千亿级产
业，壮大预制菜、柑橘、中药材、榨
菜、茶叶、重庆小面六个百亿级产
业。

○鼓励发展农村电商。抓好
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建设。做大
做强“巴味渝珍”“三峡柑橘”等区
域公用品牌，支持区县打造特色
农业品牌，提升特色农产品附加
值和美誉度，把农业建成现代化
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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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锅食材等三大千亿级产业，柑橘、中药材等六个百亿
级产业，将对乡村产业、乡村就业等产生的带动效应，可想而
知！”在认真聆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后，市人大代表、市畜牧科学
院发展改革处副处长曹政说，报告十分鼓舞人心！

如何保证持续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推进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曹政一直在关注。他认为，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大力发展乡村产
业，做大做强“巴味渝
珍”“三峡柑橘”等区域
公用品牌，对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可谓抓到了

真正的“点子”上。
他说，在壮大了这些产业后，众多的农村人员将会深度镶

嵌在生态畜牧、预制菜、柑橘、中药材、榨菜等特色产业之中，
每年收益保障性强，发生返贫的可能性就极低了。而只要努
力打造、培育出更多的带有重庆辨识度的区域公用品牌，提升
重庆特色农产品附加值和美誉度，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时日就不远了。

曹政建议，发展乡村产业，打造区域公用品牌，要注重科
学、合理的规划，避免同质化、无序竞争，在品牌上要注重指向
性，形成自己的辨识度。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圣泉 陈军

市人大代表、巫山县农业农村委主任易前聪

把准发力方向 乡村必将焕发蓬勃生机

市人大代表、市畜牧科学院发展改革处副处长曹政：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报告抓到了真正的“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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