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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递

□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实习生 周丹

川渝28城融入“90分钟朋友圈”
2022年 7月，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四川省加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提出到2025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建设取得重大突破，轨道上的双城经济
圈初步建成，对外运输通道、城际交通快
速网、都市圈通勤网基本形成，交通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大幅提升。

川观智库数据团队整理两年来成渝
地区轨道交通建设相关规划文件，对比
2020年 7月数据可发现，成渝城市群的
轨道交通建设呈现覆盖城市增多、多条
成渝干线建设并进等特点。

变化1
成渝1小时和1.5小时交通圈“扩容”
10城90分钟实现跨川渝到达

《规划》指出，2025年要基本形成成
都都市圈 1小时通勤圈，实现成都重庆

“双核”与成渝地区区域中心城市、主要
节点城市1.5小时通达。

通过采集中国铁路 12306最新数据
发现，相较 2020年，以成都为出发点，1
小时所能到达的城市增加 4个，分别是
永川、自贡、大足、雅安；以重庆为出发
点，1小时能到达的城市增加 3个，分别
是綦江、梁平、资阳。

目前，以成都、重庆为出发点，1.5小
时能到达的区域中心城市、主要节点城
市共28个。从成都出发的高铁、动车1.5
小时可到达绵阳、德阳、乐山等市，永川、

沙坪坝、荣昌等区县；以重庆中心城区为
起点的高铁、动车 1.5小时可到达万州、
长寿、涪陵等区县，资阳、遂宁、广安等市。

南充、遂宁、广安、资阳、内江、潼南、
大足、璧山、永川、荣昌10城，是成渝“90
分钟朋友圈”的交集点。这意味着除成
都重庆外，1.5小时内，四川的南充、遂
宁、广安、资阳、内江能到重庆，重庆的潼
南、大足、璧山、永川、荣昌能到成都，实
现跨川渝地区到达。

变化2
成渝中线高铁、渝昆高铁、西渝高铁
加入川渝区域对外开放“群聊”

高速铁路方面，《规划》提出要加快
建设成自宜高铁、渝昆高铁、成达万高
铁，开工建设成渝中线高铁、西渝高铁安
康至重庆段。

已于 2021年启动建设的成渝中线
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沪渝蓉
沿江高铁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群与长江三角洲
城市群实现资源优势互补的重要通道。
该线路建成后，在直达情况下，成都至重
庆铁路旅行时间将缩短至45分钟左右。

普速铁路方面，将加快建设成兰铁
路、川藏铁路、隆黄铁路。力争开工建设
川藏铁路引入成都枢纽天府至朝阳湖段、
成渝铁路扩能改造工程。规划建设珙叙
铁路、成达万高铁扩能改造工程。规划研
究广涪柳铁路、内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新增规划建设的珙县至叙永铁路自
宜珙铁路引出，经宜宾珙县、长宁、江安、
兴文至泸州叙永，接入隆黄铁路，是四川
省响应《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提出
的南向重要货运通道。

变化3
城际市郊铁路新布局

成渝“小伙伴”联系更紧密

《规划》明确，开工建设绵阳至遂宁
至内江铁路，新增成都外环铁路（成都都
市圈环线铁路）、重庆至遂宁铁路两条城
际铁路。成都外环铁路串联成都、德阳、
眉山、资阳等4个市、19个县（市、区），提
高成都都市圈交通便捷度与通达度，支
撑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

在市域（郊）铁路方面，加快建设成
都至资阳市域（郊）铁路（轨道交通资阳
线），开工建设成都至德阳、成都至眉山、
龙泉至天府机场市域（郊）铁路，改造宝
成铁路并规划建设青白江至金堂线等市
域（郊）铁路。在宝成铁路基础上新建青
白江至金堂段，建成后，成都至金堂站站
停运行时间约51分钟、一站直达运行时
间约36分钟。

重庆则利用已有的成渝铁路、渝贵
铁路打造重庆都市圈，规划建设重庆中
心城区至永川、南川、万盛，璧山至大足
等重庆都市圈市域（郊）铁路，联动重庆
中心城区与渝西地区，促进融合发展，实
现重庆与璧山、江津、长寿、南川同城化。

变化4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川渝报道有这些高频词

2020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提出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此后有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话
题热度不减。时隔两年，相关话题热度是
否发生变化？川观智库数据团队近期从
300万个网站、微博等数据中，采集2022年
1月至今，川渝两地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话题相关的公开报道数据，一窥答案。

川观智库对比2020年发布的“8万余
条数据解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如何

‘C位出道’？”发现，各市州、区（县）与“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话题的同频度（指不
同关键词出现在同一话题的频率）变化
较为明显。其中，四川宜宾、资阳、眉山、
自贡，重庆渝中、万州、奉节、巫山等话题
的同频度上升明显。宜宾“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相关话题全网报道量占比排
名同比上升4位，紧跟成都排名第二位。

川观智库数据团队对“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的报道进行词频分析发现，“生态
环境”“交通”“协同”“优化营商环境”“新兴
产业集群”等词，是川渝两地相关报道中
共同出现的高频词。 据四川日报

招投标领域是否公平、公正，是检验
一个区域营商环境优劣的重要内容。

8月 8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市
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获悉，为解决过去
招投标领域监管职能分散、监管标准不
一等问题，重庆统一监管体制、制度规
则、平台交易、信息管理和服务标准，创
新构建直接监管格局，推动市场秩序更
加规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统一监管
破解“九龙治水”难题

“政出多门”“九龙治水”曾是招投标
领域面临的难题。

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彻底打破这一局面，2018年 10
月，重庆开展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原发展
改革、城乡建设、交通、水利等11个部门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的监督、管理、执
法职责等进行整合，组建重庆市公共资
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组建后，该局对市级审批、核准、备
案的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投标实施直接监管；对政府采购、国有资
产交易、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等进
行集中统一监管。

此后，全市各区县相继开展监管体
制改革，直接监管区县审批、核准、备案
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

全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政出
多门”“九龙治水”问题彻底解决。

体制机制改革后，政策体系建设随即
跟上。2019年11月，我市印发《关于深化
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改革的意见（试
行）》，包括1个总体意见、4个监督管理办
法和9个配套制度规则，形成全市统一的
公共资源交易监管“1+4+9”政策体系。

我市还将原有的5个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进行整合，成立重庆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成为全国首个实行企业化管理
的省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品类达
30多个。此外，我市还建立了“标准化+
公共资源交易”四大体系共122项标准，
交易服务事项标准达到全覆盖。

统一标准
遏制围标串标等行为

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招标投标
市场环境是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的基
础。为此，重庆下大力气推行科学评标方
法，遏制围标串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法定的评标方法有经评审的最低投
标价法和综合评估法，通俗地说，前者为

“价低者得”，后者为“评分高者得”。

针对恶意弃标、低价中标高价结算、
偷工减料劣质工程等常见问题，重庆制
定项目法人责任制、合同变更管理等配
套措施，确保责任落实到人，保障项目顺
利推进。

同时，重庆还兼顾工程的质量和价
格。2021年，全市工程施工类项目采用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3579个、占比
82%，节约资金319亿元、节资率16.5%，
政府投资效益进一步提高。

大数据分析显示，2019年以前投标
50次却从未中标的 73家投标人未再参
与投标；2020年至今，采用经评审最低
投标价法的施工类项目平均投标人为
7.4家，较 2019年平均减少 6.1家、降幅
45.3%。陪标、围标、串标等不正之风得
到有效遏制。

推进全流程电子化
每年为市场主体减负约2亿元

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推进招投标全流程
电子化改革，以及推进电子证照、电子签
章在招投标等领域全面应用和互通互认。

国家有部署，重庆有行动。如今，重
庆市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已经建成，标准
统一、终端覆盖全市。截至目前，全市工
程建设项目全流程电子化率超 99%，每

年为市场主体减少负担约2亿元。
针对招投标的“电子身份证”CA证

书，重庆打造CA证书共享互认平台，积极
引入手机CA证书，实现了一套CA全市通
用，并推动实现成渝地区跨区域互认。

为方便市场主体参与招投标，重庆还
在国家部委颁发的标准文本基础上，结合
实际编制形成标准化的招标文件，并将其
植入全流程电子招标投标系统，解决了以
往招标文件“五花八门”的问题。

一方面优化服务，一方面借助大数
据加强监管。截至目前，重庆市招标投
标信用平台注册市场主体4.6万个；纳入
不良行为信用记分管理350个、重点关注
名单 80个、黑名单 7个、红名单 184个。
今年1—7月，通过招标投标信用平台完
成4574个项目投标人信用状况查询，涉
及投标人4.4万个，其中4141个投标人享
受红名单优惠政策、470个投标人因属重
点关注名单或黑名单被限制投标。

此外，重庆还密切部门间协作，开展
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全过程监管，全
市形成监管执法“一盘棋”强大合力。据
统计，2019年以来，重庆共下达行政处
罚（处理）决定书 1286份，处罚 652家市
场主体、388名责任人，罚款 5400余万
元，不退还投标保证金 2.4亿元，规避招
标、意向招标、转包、违法分包等乱象得
到有效治理，营商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

近日，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会同市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举
办重庆市垃圾分类微视频大赛的通知》，
组织开展重庆市垃圾分类微视频大赛，
邀请广大市民创作拍摄微视频，一起助
力垃圾分类，追逐“新时尚”。

据了解，此次重庆市垃圾分类微视
频大赛以“引领垃圾分类时尚、共建美丽
城市家园”为主题，从即日起至9月10日
为作品征集时间。

“我们希望大家通过多维度、多视

角，拍摄出有创意、有意义的垃圾分类微
视频。”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希望通过此次拍摄微视频能引导大众自
觉自愿地分好垃圾，轻松掌握垃圾分类
知识与技巧，学习宣传贯彻《重庆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引领绿色生活新风尚。

据了解，参赛作品要紧扣本次活动
主题，并必须是原创。参选者应拥有作
品的完整版权，不得抄袭、剽窃他人作

品。每件作品时长为 5分钟以内，视频
格式为MP4。

参赛者可在重庆市垃圾分类微信公
众号的大赛活动专区进行报名，并按要
求将作品发送至指定邮箱 cqljflwsp@
163.com。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此次活动最高
可获得 1万元的奖金。活动设特等奖 1
名，奖金 1万元；一等奖 2名，奖金 5000

元；二等奖 3名，奖金 3000元；三等奖 5
名，奖金 2000 元；优秀奖 10 名，奖金
1000元。

获奖作品还将用于公益宣传，在市
级主流媒体、重庆城市管理公众号、视频
号，以及重庆市垃圾分类公众号上进行
展播。同时，部分获奖作品还将登上城
市“封面”，在中心城区重要区域的大屏
幕上进行展播。

“双碳”目标下，风力发电作为能源结构转型的重点
产业，迎来重大发展机遇。8月8日，记者从市经信委获
悉，目前，重庆已经形成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海装）为龙头企业，带动80多家配
套企业，年产值达到500亿元的风电产业集群。

今年 5月底，由中国海装牵头自主研发，国内首
台深远海浮式风电机组“扶摇号”浮体平台，配备了
6.2兆瓦抗台型 I类风力发电机组，在广东茂名码头起
航，前往平均水深 65米的广东湛江附近海域进行示
范应用。“扶摇号”浮体平台长 72米、深 33米、宽 80
米，其搭载的 6.2兆瓦抗台型 I类风力发电机组，浮体
和机组总重量超过 4000吨，是迄今国内体积最大的
浮式风电机组。

据介绍，在“扶摇号”浮体平台研制过程中，中国海
装牵头20多家联合研制企业，先后攻克了复杂海洋环
境气动及水动载荷耦合动力学分析技术、海上浮式风
电装备协同控制技术等众多“卡脖子”难题，填补了我
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研制空白。值得一提的是，“扶
摇号”的组装部件有9成多都是国内企业进行配套。

8月5日，由大足区招商投资局主办的2022招商技能
大赛举行，10位参赛选手同台“比武”，展现招商人员们的
专业技能和独特风采。大足区政府副区长杨爱民、杨桦，
双桥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罗登才出席。

新渝报见习记者 陈浩

统一监管 统一标准

重庆创新构建招标投标领域直接监管格局
□ 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实习生 桑瑶佳

重庆市垃圾分类微视频大赛启动
获奖作品最高可获1万元奖金

□ 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重庆形成500亿元
规模风电产业集群

要营造良好的工业设计发展氛围，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通过评选一批优秀工业设计作品，发挥其示
范作用是实施路径之一。8月 8日，市经信委消息称，
即日起，工信部将启动本年度全国优秀工业设计奖评
奖，合规渝企可向该委提出申报。

据介绍，此次评选活动主要面向机械装备、电子信
息、消费品这三个类别的企业进行作品征集。其中，涉
及人工智能、5G设备、新能源汽车、农机装备等产品，
以及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新消费和乡村振兴、应急
防护等领域的产品将予以优先鼓励申报。评选活动分
为产品设计奖和概念作品奖这两类作品进行征集，将
设立金奖10个、银奖20个、铜奖30个。

企业作品申报须满足条件包括，申报作品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及相关技术、标准等规定；申报产品不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申报企业近 3年内无重大质量、安全、
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等事故，无违法、违规记录；申报产
品设计奖的作品须是在2020年1月1日之后上市的产
品；申报概念作品奖的作品需在功能、结构、技术、形
态、材料、工艺等方面有较大创新。

届时，合规申报企业可在8月19日前，向市经信委
生产服务处发送邮件进行申报，该委将组织初评，择优
向工信部报送。

工信部启动全国优秀工业设计奖评选

合规渝企快申报
□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实习生 周丹

8月 8日，来自重庆市税务局消息称，截至 8月 2
日，重庆市税务局已向全市24万多户纳税人精准推送
了“红利账单”。

所谓“红利账单”，就是重庆市税务局为帮助广大
纳税人算清算细享受退税减税降费的“红利账”，研发
了“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红利账单”推送程序，通过电
子税务局、税企沟通平台等渠道定期向纳税人推送，增
强纳税人对税费支持政策的获得感。

据介绍，“红利账单”内容非常详细，除了有税费减
免金额，还有适用政策、减免事项、所属期等。每个减
免金额都标明了适用的政策依据文件、文号和具体条
款，纳税人可根据自身需要学习政策，解决对政策吃不
透、拿不准的问题。纳税人若对账单数据有异议，或对
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有意见建议，均可通过“税企互
动”平台发送回执反馈。

重庆市税务局已向24万户
纳税人推送“红利账单”
□ 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 实习生 李冬琴

8月6日清晨，繁忙的重庆江北
国际机场。

据了解，7 月份，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旅客吞吐量超 309 万人次，其
中，有15天的单日客运量超10万人
次，单日最高旅客吞吐量突破11.5万
人次。根据目前的运行态势，整个
暑运有望起降航班5万多架次，运输
旅客约630万人次。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江北机场暑运第一个月

““吞吐吞吐””旅客旅客
309309万人次万人次

近日，随着重庆国际商事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欧
洲重庆中心法律服务基地的入驻，“长江上游法律服务
中心”在重庆两江新区正式全面运行，前期入驻的相关
法律服务单位已开始运转。

“长江上游法律服务中心”是由重庆市司法局、市
律师协会联合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共同打造的长
江上游首个集律师、仲裁、公证、司法鉴定、调解、破产
管理、涉外商事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法律服务中心。

目前，“长江上游法律服务中心”已引进了中国重
庆两江国际仲裁中心、重庆两江国际商事调解中心、重
庆市贸易摩擦预警和救济中心及“一带一路”法律服务
研究中心、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法律服务研究中心等
挂牌入驻，并集合重庆市破产管理人协会、重庆市公证
处、重庆市两江公证处及重庆律师学院、重庆市律师协
会教育培训中心和4家中小型律师事务所等。

同时，长江上游法律服务中心依托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大学法学院充沛的法律学术资源和优秀的创新人
才等优势，联动“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东盟国家

“域外法律查询平台”等国际合作科研平台，深化成渝
法律服务及研究合作。

长江上游首个综合性
法律服务中心在重庆全面运行
□ 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