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东风来 “ ”春满园
——大足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周年记

以前，成渝高速、成渝高铁、渝遂高铁、渝遂高速
等“四横八纵”交通网络，要不与大足“挨边”，要不“错
过”大足。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背景下，如今的大
足，区位优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地处成渝中
间地带，上“链”成都，下“链”重庆，成为了链接成渝的

“桥头堡”。
“大内高速通车了！走！这个周末去内江耍！”

2023年9月15日，得知大内高速正式并网通车后，大
足市民李娅立马给朋友打去电话，邀约周末一起自驾
去内江游玩。

“以前就听说内江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对那
里一直都心怀向往。特别是川南大草原，既有南国的
婉约，又有北国的豪放，很想去看看草原风光，感受一
下蒙古风情。”李娅说，以前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现
在趁着大内高速通车，给自己放个假，来一场说走就
走的旅行。

随着大内高速的通车，有出游计划的市民不少，
王璐也是其中之一。

大内高速起于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经重庆市荣
昌区，止于重庆市大足区，全长约50公里。通车后，内
江市到大足区的车程从原来的一小时缩短至半小时，
到重庆市主城区车程压缩至1个小时。作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发展规划的高速公路重要项
目，大内高速自规划以来，便备受两地人民广泛关注。

大内高速的全线并网通车，是大足把握重大机
遇，不断增强重大平台能级、提速增效重大项目建设、
持续深化产业协作共兴的一个缩影。

大足在积极融入“双圈”过程中，紧盯目标，蹄疾
步稳——

协同自贡、泸州、荣昌等地共推川南渝西地区融
合发展，《推动川南渝西地区融合发展总体方案》《川
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发展规划》正式印发实施。

深入推进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联合举

办系列文旅活动20余场，“资足常乐”品牌标识日益
凸显，共同争创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区。

大安农业园区多个项目加快推进，新增“稻药”
“稻虾”基地2.57万亩，实现亩均综合产值1万元以
上，成功纳入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
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名单，市农作
物种业创新基地项目落户园区。

成渝中线高铁（大足段）桥梁、隧道、路基等加快
建设，累计完成投资11.73亿元。

渝西水资源配置泵站、管线、隧洞等工程加快推
进，累计完成投资9.65亿元。

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500千伏送出工
程、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等项目（大足段）加
快建设，成渝高速扩能改造、重庆都市圈铁路西环线、
中心城区至永川至大足至荣昌物流通道（G348邮亭
过境段）、大足至安岳高速公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加快
推进。

大足石刻文创园区、大足安岳成渝现代高效特色
农业带粮药合作示范园区、川渝石窟寺保护传承与科
技创新项目、大足园科院污泥处置中心、大足环锂新
能源动力电池综合利用5个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累
计完成投资75.36亿元，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紧扣服务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聚
力打造“246”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

深化大足高新区、资阳高新区首批川渝产业合作
示范园区建设，配套合作企业达32家，2023年协作
配套金额25亿元以上。

联合内江、绵阳等川渝12个产业园区组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静脉产业园区发展联盟，推动区内企
业与内江巨腾、宜宾智能云谷、泸州百象等深度合作。

大足高新区获批国家级绿色园区、中国（重庆）自
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创新区、国家电梯质量检验检测中
心（重庆）大足电梯产业创新基地。

把握重大机遇
乘风崛起建好“桥头堡”

川渝界，楠木“邻”。
2023年12月25日，大足、安岳两地共同启动野生

楠木生态保护基地。
大足区高坪镇境内有3000余亩野生楠木，是全国

规模最大的野生金丝楠木（桢楠）林区，集中成片达
1115亩，共计5万余株。为推动生态环境检察与林业行
政监管、林区属地保护有效衔接，加大保护和合理利用
大足安岳交界区域的野生金丝楠木生态种群，大足区人
民检察院、安岳县人民检察院、大足区林业局、安岳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高坪镇、两板桥镇、双龙街乡联合设立
大足安岳野生楠木生态保护基地，共同筑牢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助力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野生楠木生态保护基地总面积1718.8亩（高坪保护
区673.6亩、安岳界内保护区1045.2亩），设置有3个功
能区和1个派驻场所。其中，以高坪镇、两板桥镇、双龙
街乡交界区域的野生楠木林为主体设置野生楠木保护
区，以大足安岳交界处石羊河两岸及048县道两侧及双
龙街乡孔雀村部分区域为主体设置森林生态修复区，以
双高楠木林旅游集散中心及楠木林通行道路为主体设
置法治宣传教育区。

大足安岳野生楠木生态保护基地建成后，将定期通
报两地森林保护、林区开发、林业执法、生态检察的政
策、信息，定期组织开展保护基地林区安全联合巡查工
作，联合办理保护基地及周边跨行政区划的生态环境类
检察案件，以及引入生态环境涉案赔偿金、罚没金用于
保护基地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等，从而总结川渝两
地森林资源和珍贵野生动植物检察保护的实践经验，联
合开展理论调研和制度探索。

“双城”东风吹拂，棠城大地生机勃勃。川渝两地
“一盘棋”，让两地市民“获得感”不断提升——

持续开展跨界河流联防联控，与资阳、铜梁等毗邻
地区召开河长制联席会议并联合巡查高升河、淮远河等
跨界河流，国考、市考断面水质全部达标。

强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与永川、荣昌、泸州、内江、
资阳等实现城市空气质量数据共享，开展大气污染防治
联合执法，露天秸秆管控及综合利用做法获全市推广，
2023年城区空气优良天数322天，列渝西地区第一。

深化川渝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协作，与安
岳、潼南、江津、荣昌法院共推川渝毗邻地区环境资源
保护司法协作。巩固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成果，建成创

森模范社区3个、森林校园3个、森林厂区3个。棠香、
万古等17个镇街成功创建市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
镇（街道）。

全面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便捷生活行动事项、
三批311项川渝通办事项清单等，累计办理“跨省通办”

“川渝通办”事项12.09万件次。
与内江市率先开展跨省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交叉

互评并被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跨
区域协作经验做法总结推广并上报国务院。

与资阳市合作开展市场监管第三方评估检查模式
获全国推广，互相移送违法案件线索23条、开展联合执
法检查5次、立案查处案件21件。

联合资阳打造“资大文旅车载巡回法庭”，累计办案
112件。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4024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
与本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大足区人民医院与成都中医大银海眼科医院合作
成立了四川省中西医结合近视防治中心分中心，接收资
阳口腔职业学院实习生25人。

全面落实川渝异地就医无需参保人备案政策，
2022年以来吸引周边地区居民来足就医3.5万人次。

联合资阳、内江、泸州、宜宾、遂宁等地开展线上线
下招聘活动35场次，实现就业9800余人。与安岳县互
设“人社服务驿站”。

联合资阳开展边界森林防灭火、禁种铲毒等，处置
边界地区警情27次。联合宜宾警方侦破专案并抓获犯
罪嫌疑人11人。

与资阳、潼南建立气象服务合作机制，联合发布旅
游及农业气象服务专报234期。大足至安岳跨省公交
线路增至2条。

在前不久召开的大足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大足区委、区政府明确表示：将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认真落实全市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作推进
大会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紧扣一
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强化双城经济圈建设与西部
陆海新通道建设、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腹
地建设等协同联动，强化川渝“一盘棋”，强化全区域融
入、全方位推进，打造双城经济圈建设“一号工程”升级
版，形成具有影响力和大足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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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渝西地区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先行
区的排头兵。

“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春风，正吹拂着棠城大地……

“有了中敖火龙助演，菜花节欢乐气氛更上一
层楼。”

“大足各个非遗表演真是牛啊，精彩绝伦。”
“大足真是个好地方，有机会要去实地看看。”
……

“胜利源点，画里乡村”追忆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
因暨2024第十五届菜花旅游文化节在四川省泸州市
古蔺县双沙镇开幕。

中敖火龙一亮相，现场观众被大足非遗表演深深
打动，赞叹不已。在抖音等平台，观看中敖火龙表演
的收看旋风掀起，不少观众称赞“这可能是本届菜花
节节目中最大的亮点”。

像这样的文化助演，在成渝中的城市之间经常
上演。

2023年12月2日，在中国·重庆大足第三届川剧
旅游文化艺术节暨首届双城“梅花”盛典上，吴熙、蒋
淑梅、胡瑜斌、虞佳等川渝两地“梅花奖”获得者，带来
《访友》《塔底思亲》《曹甫走雪》《打饼》等经典川剧折
子戏；川剧变脸、戏剧小品、曲艺故事、四川清音、散打
评书等节目轮番上演，让现场戏迷大饱耳福。

川渝两地大咖云集，这样的场面并非首次。
2019年，大足首届川剧文化艺术节上，以沈铁梅、肖
德美、王玉梅、熊剑等为代表的众多川剧名家进行了
为期两天的川剧展演。整个活动吸引了7万余名游
客。据统计，从2021年以来，大足文化部门组织参与
的川渝两地文艺互演活动就达30余场。

本着一体化和高质量的发展理念，近年来，大足
区积极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携手共建资大
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取得新成果，开放协作取得新
实效——

深入落实《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十项行动计
划》，签订共建石窟寺保护利用机制等合作协议5个，
推进实施宝顶山摩崖造像广大寺修缮、石门山摩崖造
像抢救性保护等保护项目18项。

川渝石窟寺保护传承与科技创新项目纳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项目。

启动《巴蜀石窟全集》编撰，完成合川区、安岳县
等近50处石窟点、3500个龛窟现场拍摄。

川渝雕刻共享产业园引进12家龙头企业，与四
川美术学院共建大足石雕研究院、研创实训基地，与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长江师
范学院共建教学实训基地，与川音成都美术学院等
10所院校共建产教融合平台。

与安岳联合发布“资足常乐”石刻精品旅游线路。
携手资阳、乐山、武隆等持续推进巴蜀世界遗产

联盟、巴蜀石窟文化旅游走廊联盟建设，推出系列旅
游精品线路和主题旅游商品。

成功举办川剧旅游文化艺术节暨首届双城“梅
花”盛典，川渝两地14位“梅花奖”得主齐聚大足，共
话川剧艺术传承发展。

圆满承办首届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并获市委宣
传部肯定，发布《气候变化下的石窟寺保护大足宣言》
并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权威媒体刊载报道。
持续开展省部级文物保护课题研究7项，推进川渝石
窟保护研究中心、联合实验室及科技创新基地建设。
协同敦煌、云冈、龙门石窟研究院成立中国石窟文化
联合研究生院，共同培养石窟资源保护利用创新人
才。联合渝北、安岳法院成立“资大文旅巡回法庭”，
加强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生态司法保护。2023年
全区接待游客3512.6万人次、增长15.1%，实现旅游
总收入201.7亿元、增长24.6%。

文旅融合创新
“朋友圈”不断提质扩容

□ 新渝报记者 陈龙

天上星河转，人间又一春。
新年伊始，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站前4标大足许家坡隧道出口建设现场，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许家坡进口、许家坡明洞等多个作业面

同样在紧张的施工中。
许家坡隧道是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站前4标的最长隧道，全长4240米，是标段内重难点工程之一。目前已经完成770.6米的正洞施工。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之一，成渝中线高铁将于2027年11月30日前完工。届时，重庆、成都两大都市圈将实现

50分钟通达。
好风凭借力，棠城满园春。
2023年，市委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一号工程”和全市工作总抓手总牵引，出台了《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行动

方案（2023—2027年）》，推动战略共识不断深化、重大项目加快建设、重大改革持续推进、重大政策深入实施、重大平台优化提升。
2023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总结推广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跨区域协作形成的18条经验做法，供其他地方在城市群建设和其他跨区

域合作中借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效日益凸显。
大足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和一体化发展理念，立足争做渝西地区打造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先行区的排头兵，制定五年实施计划、年度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市委“一号工程”，提质提速大足行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对外开放合作
“获得感”激发新动力

李荣茜李荣茜 绘图绘图
大足石刻文创园等大足石刻文创园等55个个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575..3636亿元亿元。。

铁路铁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水利等基础设施建

设累计投资设累计投资2121..3838亿元亿元。。

大足与资阳大足与资阳、、铜梁等毗邻地铜梁等毗邻地

区区联合巡河联合巡河，，共护蓝天碧水共护蓝天碧水。。

大安农业园新增
“稻药”“稻虾”基地

22..5757万亩万亩。

大足安岳为17181718..88亩亩
野生楠木林划“保护区”。

40244024名名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入学与本地居民享受

同等同等教育、医疗等待遇。

携手资阳携手资阳、、乐山乐山、、武隆等持续推进武隆等持续推进

巴蜀世界遗产联盟巴蜀世界遗产联盟建设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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