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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大足区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要把落实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任务作为全区工
作总抓手，紧紧围绕“加快做靓
享誉世界的文化会客厅、建强链
接成渝的‘两高’桥头堡”两大目
标，进一步聚焦“国际文旅名城、
特色产业高地、城乡融合示范”
三篇大文章，加快做优做强园
区、景区、城区发展平台，更好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
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稳
进增效、除险清患、改革求变、惠
民有感，确保新时代新征程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大足开
好局、起好步。

在深入融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和聚焦“三篇大文
章”过程中，大足区相关镇街、部
门将如何出实招、求实效，把市
委、市政府和大足区委擘画的发
展“蓝图”转化为“路径图”“施工
图”“实景图”。

本期“两会”会客厅，我们邀
请了相关镇街、部门的负责人，
畅谈推进举措，细化行动目标。

在“成渝双圈”协同发展中
实现互利共赢

更好发挥全市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主战场作用

XIN YU BAO
06~072023年2月9日 星期四

责编 黄小倩 美编 吴静

··““两会两会””会客厅会客厅

主持人：
新渝报记者 余佳 罗婷婷 侯小梅

访谈嘉宾：
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大足石刻博物馆
馆长 黎方银
大足区文旅委主任 陈奇林
大足区文旅集团董事长 张军
大足区拾万镇党委书记 周建森
大足区经信委主任 晏大利
经开区经发局副局长 何超
大足区发改委主任 汤伟
大足区农业农村委主任 黄克成
大足区住建委主任 叶小龙
大足区交通局局长 童强
大足区铁山镇党委书记 杨洪亮
大足区海棠新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 谢洪
大足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万古
镇党委书记 陈川
大足石刻文创园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三驱镇党委书记 唐陈
大足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龙水镇党委书
记 周泰候

本版图片由新渝报记者 瞿波 摄 制图 蒋丽娟

新渝报：近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发布《2023年全球旅游业晴雨表》报
告，指出2023年全球旅游业将迎来强
劲复苏。面对新形势新机遇，具体有
哪些谋划？

2023 年，是文旅事业高水平复
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年。陈奇林
说，为建设国际文旅名城，大足区将加
快构建“日月辉映、繁星闪烁”的文旅
融合发展新格局。

“今年，我们将重点围绕‘招商引
资、企业培育、产品培塑、业态提升、品
牌营销‘实施‘五个计划’。”陈奇林说，
2023年，将加大企业培育力度，出台
《文旅体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让旅
游民宿、自驾车房车营地、演艺新空间
等新兴旅游业态以及企业享受到更多
政策扶持。

“2023年，我们计划投资文旅项目
19个、总投资9.9亿元。”张军说，今年，
大足区旅游集团将以项目、招商、融资
为全年工作抓手。重点做好南北宋
街、广大寺片区、宝顶学堂、游客中心商
业的招商工作，完善景区商业布局，丰
富景区经营业态。探索性地尝试引入
社会资本参与景区投资经营，加强与在
外乡亲、企业家联系，吸引民资回归。

“提升隆平五彩田园文旅产品品
质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周建森
说，拾万镇隆平五彩田园景区将以“乡
愁”为主题，升级改造五彩农庄、共享

农庄，建设稻小米游乐园，实施一批有
别于城市游乐场，具有浓郁乡愁记忆
的体验娱乐项目。

周建森表示，2023年，拾万镇还
将拓展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引进稻家
民宿和特色农家乐，举办农民丰收节
和系列乡村趣味赛事，打造大足“乡村
会客厅”。今年预计接待游客人数达
30万人次，中小学开展研学5万人。

如何用好“大足石刻”这张金字名
片，提升大足的国际影响力？黎方银
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大足石刻研究院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黎方银说，一是在文物保护上添
措施，推进国际合作交流，高质量举办
2023年首届“石窟寺保护国际高峰论
坛”等国际学术论坛，与日本联合开展
峰山寺摩崖造像保护研究。二是在价
值挖掘上下实功，开展以国家重点社
科基金项目为代表的各类科研项目
20余项，编辑出版《大足观音造像》等
4部图书。三是在传承弘扬上求实
效，选择重点城市举办大足石刻主题
展览，推动“云游·大足石刻”数字文旅
项目落地见效，推出 “云上龙门 走
进大足”大型直播宣传活动。四是在
景区建设上重实干，聚焦“国际化”，推
进智慧景区和智慧化博物馆建设，建
成大足石刻数字博物馆。加快推动巴
蜀石窟博物馆、大足石刻学院、宝顶书
院和宝顶学堂、宝顶讲堂等“六馆”“三
院”“两堂”活化利用项目。

新渝报：大足区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把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作为全区工作总抓手。2023年，大
足将如何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机遇，发挥好

“桥头堡”作用？

“2023年，我们将加快形成更多
具有大足辨识度的‘双圈’建设标志性
成果。”汤伟说，下一步，大足区将深入
推进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大安
农业园区、石刻文创园建设，协同推进
川南渝西地区融合发展，深化基础设
施共建、产业协作共兴、品牌形象共
塑；研究出台针对性政策措施，加快推
动基础设施、产业、人员、社会民生等
互通互融，进一步增强对毗邻地区的
吸引辐射力。

“今年，大足区将加快构建高效便
捷的交通网络，提升外联内畅水平。”
童强介绍，2023年，大足区交通局将
全力推进成渝中线高铁（大足段）建
设，开工建设市域铁路璧山至大足
线、成渝高速扩能改造（大足段）、渝
蓉高速大足石刻服务区。同时，开展
市郊铁路合大线、物流大通道（G348
邮亭过境段）、大足至安岳高速公路
前期工作，建成后将促进大足、安岳
互联互通，助力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
范区建设。

去年，铁山镇以大安农业园区
建设为契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由
单一特色产业发展向立体化产业发
展转型。“今年，铁山镇将继续围绕
大安农业园区建设目标任务，突出
三产融合。建立大足、安岳企业发

展联盟，引导两地龙头企业强强联
合，错位发展；推动科技研发成果、
新品种新技术、仓储冷链物流设施、
农产品销售共营渠道等共享互惠。”
杨洪亮说。

2022 年，大足与资阳共同推出
了《镌刻千年的巴蜀印记》《我们的
故事》等文化精品、唱响了“资足常
乐”品牌。“2023年，我们将进一步推
动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走
深走实。”陈奇林说，大足区将积极
推动川渝石刻文创园、大安农产品
精深加工园等共建项目建设，推进
大足石刻文创园纳入国家级文化产
业示范园区创建名录；持续推出一
批巴蜀旅游精品路线、共塑一批文
化艺术精品，共同举办和参加一批
文旅节会活动，加大“资足常乐”品
牌培育营销力度。

“2023年，大足石刻研究院将加
快推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黎方
银称，为协同成渝地区打造世界级文
化旅游目的地，大足石刻研究院作出
如下谋划：一是，完成《川渝石窟寺国
家遗址公园（重庆片区）总体规划》《大
足石刻保护利用总体规划》编制，高
标准建设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
二是启动《巴蜀石窟全集》编撰工作，
推动巴蜀石窟博物馆建设；三是推动
资大文旅融合发展，加强与安岳石窟
研究院在石窟保护、学术研究、合理
利用、宣传营销等方面的深入合作；
四是积极共建“巴
蜀世界遗产联盟”

“巴蜀石窟文化旅
游走廊联盟”。

构建“近悦远来、主客共享”
文旅融合新局面

新渝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
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近年来，大足区作为首批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让
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过去一年，我们深入推动城市建
设、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效促进
了城乡融合发展。”汤伟表示，去年以
来，“一中心三组团多节点”发展更加协
调、更加向心，预计城市建成区面积扩
大至55.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提高至 63.5%。实现农业增加值 73.5
亿元、增长 3.6%。国家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新增农村

“三变”改革村 45个，累计达到 99个。
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 2:1，城乡差距
逐步缩小。“下一步，将持续推动城市集
聚向心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国家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努力实现城
乡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衡。”汤伟说。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做
好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黄克成表
示，2022年，大足全域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耕耘出 93.89万亩粮食、31.88万
亩油料和 26.54万亩蔬菜，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2400家。

黄克成表示，下一步，大足区农业
农村委将坚决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粮
食安全、根底保护三条底线，夯实农业
农村发展根基；依托禀赋资源，发展特
色产业，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以科
技、改革双轮驱动，推动城乡协同发展；
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
宜游和美乡村。

“推动城乡融合示范，大足区住建
委将以城、镇、村为抓手，有力推动城乡
功能日臻完善，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叶
小龙说，过去一年，大足区住建委全面

提升母城宜居品质，夯实场镇平台功
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全力推进C3线
建设和小镇“焕新”试点，整治农村旧房
3170户，实施旅游线绿化美化 60余公
里。接下来，大足区住建委将继续加速
推进C3线建设，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全
面开展主城城乡接合部、大安园区等农
村旧房整治提升，有序推进宝顶、石马
等小镇“焕新”工程，扎实抓好美丽庭院
创建和传统村落保护，不断改善乡村人
居环境。

谢洪说，海棠新城将以敢闯敢干、
唯实争先的精神状态，高起点规划建
设大足石刻文化城，统筹推进城乡融
合发展。

谢洪表示，接下来，海棠新城管委
会将全面建设大足石刻文化城，以成渝
中线大足石刻站开工建设为依托，完工
石窟寺保护利用国际交流基地配套设
施项目，实施化龙溪河道整治，建设主
次干道、缆线管廊。加快城市“南拓”步
伐，以财信中心恢复重建为牵引，高标
准实施海棠湖片区策划规划，带动周边
土地整体开发利用，着力打造新城
CBD。

道路通，百业兴。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
要素流动。童强说，目前，124公里高速
公路让大足以成渝为跳板，畅达四海八
方。3600公里普通公路、28条公交线
路、65条农客线路，助力城乡互通互融。

童强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推进交
通五大重点工程，一是全面开工建设成
渝中线高铁，二是开工建设成渝高速公
路扩能改造工程；三是开工并建成渝蓉
高速公路大足石刻服务区；四是开工建
设渝蓉高速公路石马下
道口；五是开工建设城区
至中敖快速通道，推动城
乡交通融为一体。

新渝报：产业兴则大足兴，产业强
则大足强。接下来，大足在做好“特色
产业高地”这篇大文章上将如何发力？

2022年，大足加速建设特色产业
高地，工业经济综合运行指数列全市第
2位，工业对全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
过45%。

“今年，大足将紧盯走好新型工业化
道路，抓实工业投资、招商引资、扶优扶
强、助企纾困‘四大抓手’，加快特色产业

‘五化’转型发展，积极构建‘6+2’现代产
业体系，确保规上工业产值迈上千亿台
阶、增长15%以上，推动特色产业高地建
设提质增效。”晏大利说。

“当前，高新区紧盯产业链招商图
谱，灵活运用会展招商、产业链招商、以
商招商、基金招商等多种招商方法，聚
力招大引强引优、强链补链延链，全年
签约项目84个，协议投资208亿元。”陈
川表示，接下来，大足高新区将继续围
绕创建国家高新区主目标，紧盯全市高
新技术产业新高地和全区高、新、特产
业发展的增长极两个定位，做强智能电
梯、新能源汽摩、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三
大特色产业，建设特色化、集群化、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示范引领区，
打造成渝智造高地、现代科创新城。

大足石刻文创园从一张白纸成为
了一方“热土”，在大足区特色产业高地
建设上，承担着重要作用。“大足石刻文
创园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按照‘建设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
文创产业高地、文化艺术高地、创新创
业基地、文旅研学基地’发展定位，建立
起朝气蓬勃、活力迸发、动能强劲的文
创经济。”唐陈说，下一步，大足石刻文

创园将建设产业生态圈，共建川渝石刻
特色文创产业实训基地、川渝雕塑共享
产业园、石雕孵化园、玉雕孵化园；建设
文化生态圈，打造巴蜀文化艺术产业发
展论坛，承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
艺术联盟大会；建设市场生态圈，打造
西部最大的石雕石材市场、川渝玉石市
场，共同实现石雕产业发展、艺术复兴，
打造享誉全国的特色产业新高地。

作为大足“老牌”工业园区，大足工
业园区近年来通过数字化改革，实现了

“老树发新枝”。“大足工业园区一直以
来高度重视招商引资，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周泰候表示，为了加快建设全国重
要的现代五金产业基地、全市特色消费
品产业基地，推动特色产业高地建设，
大足工业园区将着力从强化科技创新
赋能、加快企业梯度引育、加强质量品
牌增效、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优化园区
发展环境 5个方面持续发力，力争到
2026年，全部工业总产值达到 450亿
元，规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400亿元，亿
级工业企业达到 150家、10亿级工业
企业达到 3家、100亿级工业企业达到
1家。

“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是
做好‘特色产业高地’这篇大文章的关
键。”何超信心满满地表示，2022年，双
桥经开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465亿元，同比增长13.3%。2023年，经
开区将以创建国家级经开区为目标，以

“对外开放、产业发展、狠抓项目、科技
创新”为重点，继续积极补链增效、谋划
产业升级、优化营商服务，积极打造特
色产业聚集地，构建高质量特色产业体
系、高水平开放经济体系、高能级综合
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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