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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贺岁 川渝高竹新区引活水
新骨架新路子新产业，全国首个跨省域实体化运行共建新区见成效

1月17日8点过，距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10公里外
的南北大道三期施工现场，几十名工人干劲十足，争分夺
秒地画线、安设护栏。从重庆渝北区驱车前往川渝高竹
新区上班的肖楠，不时停车查看工程进度，确保月底南北
大道通车仪式如期举行。这条路肖楠已走了三年多。

2020年初，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被赋予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使命
的川渝高竹新区，当年底在四川邻水县高滩镇挂牌成
立。作为渝北区第一批抽调的骨干人员，肖楠是其中之
一，任川渝高竹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三年
来，川渝高竹新区从无到有，从零散布局到综合性新区，
肖楠见证了太多项目竣工、企业落地。华丽转身的背
后，是国家战略的指引，川渝政府的推动，以及两地干部
群众的探索跟付出。

交通有了新骨架
路网立体化 构建两铁四高五快

1月16日19点过，肖楠赶回渝北区区委拿材料，第
二天中午12点前要处理完并提交。来回100公里，是
他的工作常态。

“现在的交通改善多了，刚来时真叫‘行路难’。”
2020年11月25日，广安市和渝北区抽调骨干人员正式
到岗，渝北区最早一批干部去了10多人，干部轮换，目前
满三年的只剩4人。那时，连接渝北跟高竹新区的南北
大道二期尚未通车，走完南北大道一期后，还需绕行25
公里长210国道，弯道多，冬天大雾浓。当初因干部不熟
悉路，看不清前方，曾发生了好几起车祸，令人心有余悸。

“行路难”同时体现在时间上。初到高竹，第一个任
务是内部筹备，理顺体制机制。“工作头绪多，加上交通不
便，渝北、广安两地不少干部曾一个多月都没回过家。”肖
楠说，川渝高竹新区是川渝共耕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
度分离的“试验田”，当时，高竹去渝北城区和广安市区的
路程均需1.5小时左右，“赶路的时间比开会时间长”。

随着包茂高速高竹互通、南北大道二期2021年通
车，新区交通得到改善。南北大道二期通车后，走国道
少了15公里，节省半小时。南北大道尚剩10公里的三
期工程，目前路面铺设已完成，正在画线、安装护栏、红
绿灯等，计划月底全线贯通，届时新区至重庆中心城区
的车程最快缩短至半小时。这是川渝高竹新区三年来
交通最大的变化。

去年，川渝高竹新区提出“两铁、四高、五快”新的交
通格局。“新区的交通骨架逐渐成形。”肖楠说，南北大道
通往渝北，但往江北、南岸的路不方便。因此，规划连接
重庆的其他通道迫在眉睫。第二条快速路“川渝路”已
进入论证阶段，这条路与南北大道平行，由川渝高竹新
区经兴隆连接渝北区桃源大道，就在机场路附近。

另外，包茂高速虽已开通高竹互通，但下道口离新
区尚有16公里，对此，准备打通包茂高速和银昆高速联
络线，为南北走向，在距离新区2公里的位置下道。建
好后，实现新区快速上高速，给企业打通一条物流快速
通道。

同时，渝广铁路、广涪柳铁路、合广长高速、水高长快
速通道等交通“大动脉”已启动建设，川渝高竹新区融入
重庆半小时通勤圈的现代综合交通路网雏形便会显现。

探索有了新路子
跨省一体化 哪边政策好用哪边

2020年，川渝高竹新区获川渝两省市政府共同批复
设立，规划面积262平方公里，其中，广安市138平方公里、
渝北区124平方公里，包括广安市邻水县高滩镇、坛同镇
和渝北区茨竹镇、大湾镇部分行政区域，现有户籍人口
18.3万人，成为全国首个跨省域实体化运行的共建新区，
肩负着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重大使命。

作为全国首个，这预示着没有先例。川渝高竹新区
要发展就得创新、改革，打破行政壁垒，在区域内形成一
体化的管理服务体制，推动改革创新。川渝高竹新区管
委会流传着一句玩笑话：都说“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连
石头都没有。

来到川渝高竹新区，处处可以感受到干部的风风火

火和责任担当。
“新区共建意义重大，就是要蹚出一条有效协同的

路，给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个样。”肖楠说，川渝
高竹新区涉及到四川重庆两地，重庆市渝北区、四川省
广安市及邻水县三方财税体制存在诸多差异，经梳理对
比现有差异118项。不仅如此，新区开展的每项工作，
都可能涉及到川渝不同的政策和体制。

“难度可想而知。”肖楠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在建设
领域，两省市的图集、标准、规范均不同。修条横跨川渝
的道路，两边的设计、规范都不一样，一旦遇到类似问
题，不仅要与渝北、广安沟通，有时还得跑川渝的省市级
部门，讨论针对新区的单独方案。

在一张白纸上描绘蓝图，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模
仿，渝北、广安两地坚持边建设、边探索、边总结，在快速
奔跑中发现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加速奔跑。

去年，国家发改委明确，川渝高竹新区是国家首个
跨省域的共建示范区。因此，工作中不断摸索、探索，创
新的工作要多一些。“两地协同，政策就高不就低，成本
就低不就高。哪边政策支持力度大，就用哪边的。”肖楠
说，新区已探索出一条新路子，这是两省市推动，两地干
部同心协力的结果。新区提出行业“跨省一体化”发展，
已完善住房公积金、市场监管及税费调解等跨省域服务
机构，成功打通政务服务、税费征管、医保社保、水电气
讯等领域办事通道，已基本实现“川渝通办”“办事不出
新区”目标。

新区有了新产业
春节前选址 两大项目有望落地

谈到三年来的变化，用肖楠的话说，川渝高竹新区
已是一座崭新的城市。截至2023年底，新区建成区面
积已达6平方公里，市政城市骨架是三年前的两倍，生
活服务配套逐渐完善。

“新区至渝北开了一条公交线路，百姓反响很好。”
肖楠说，公交“川渝20路”从新区出发，走南北大道到渝
北双龙桥，全长52公里，共21个站点，车程2小时。同
时，开设有大站车，只需1.5小时。这条公交线路最大的
意义是实现了川渝“一卡通”。重庆65岁居民可用免费
卡，但广安籍居民享受不了。为了打破壁垒，新区与重
庆通卡公司合作，开发新系统，让广安籍居民享受重庆
政策。开通6个月以来，乘客已达65万人次。

拉骨架、夯厚度、树形象、兴产业，是高竹新区三年
来的发展思路。去年以来，老旧的高滩园区雨污管网年
久失修，于是新区启动管网升级；原有的人行道板已经
破旧，于是铺装新的塑胶人行步道；原有厂房外立面已
经破损，于是按照深圳规划院的城市设计，规范灰色系
为主色调……

位于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旁边的规划展览馆已建
成，“目前正在布展，春节后对外开放，通过馆内的模型
就能看出新区的蜕变。”肖楠说，随着川渝高竹新区建设
提速、企业相继入驻，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高竹新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川渝高竹新区支行相继挂牌运营，加上社
保、行政、银行等一字排开，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因此，这条街被当地民众亲切称为“金融街”。

产业发展方面，拥有酒店、人才公寓、创新园等的科
创基地已拔地而起，基地分为三期，一期已全部封顶，酒
店年后营业，二期全面开工，三期正在招标。

“今年有两个大项目有望落地，值得期待。”肖楠说，
新项目一个涉及农业服务、一个涉及新能源配套，正有
序推进，相关企业春节前会到新区选址，这将为新区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产业“活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川渝高竹新区：重庆扎实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市域融入、全方位推
进形成新格局。出台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推进方案，“川渝通办”事项全面落地。

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同年12月，被赋予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
离改革使命的川渝高竹新区，在此背景下挂牌成立。三年来，渝北、广安百余名干部共赴新区参与建设，硕果累
累。日前，记者走进川渝高竹新区体验新区的变化，见证干部群众艰辛付出后的成效。

川渝干部增强认同感：
“来了都是高竹人”

张维，川渝高竹新区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学法律出身，抽调到高竹新区
前，曾在重庆市检察院、区县工作过，后经市发改
委到渝北区发改委、商务委历练。

到川渝高竹新区后，面临园区宿舍不足的问
题，很多抽调来的人员只能当天往返重庆。让张
维感动的是，广安市和邻水县两级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仅用两周，便让一栋安置房达到可居住的
条件，这解决了干部们的后顾之忧。

同时，张维发现，当地有一定的企业基础，新区
的起步并不差。广安地缘靠近重庆，在新区成立
前，在靠近渝北的邻水高滩镇便有了开发地，并引
入企业承接重庆的产业转移。张维说，新区成立
后，渝北区明确提出，把部分产业的关键配套落户
高竹新区，作为协同区、配套区、承接区，因此，新区
的产业发展有了目标。

川渝高竹新区三年来，发生变化的还有川渝
高竹新区干部彼此增强的认同感。张维说，刚到
新区时，有重庆的、广安的，现在大家都称自己是

“高竹的”，打破省市区域概念，工作上融为一体，
情感上融为一体。“来了都是高竹人。”大家拧成
一股绳，川渝高竹新区就是一个大家庭，为的就
是一盘棋一体化发展。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王尊 川渝高竹新
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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