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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
全力打造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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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新能源日发电量连创新高
本报讯 今年立春以来，云南进入大

风季，且光照充足，南方电网云南电网
统调光伏、风电日发电量连创新高。其
中 2月 19日，光伏日发电量达 1.01亿千
瓦时，风电日发电量2.65亿千瓦时。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云南省新能
源发电量达 41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6% ，新 能 源 发 电 利 用 率 达 99.78% 。
2023年云南新能源装机增幅明显，全年
累计投产集中式新能源（装机）2086 万
千瓦，新增投产容量居全国前列。

截至目前，云南统调新能源装机达
3590万千瓦，占云南电网统调装机容量
的近 30%，新能源已成为云南省装机规
模第二大能源。新能源发电量的持续
发力，有效缓解水电蓄能的快速消耗。

接下来，云南将充分利用省内清洁
能源资源禀赋优势，不断提升新能源可
观、可测、可控能力，大力实施多能源互
补优化调度，为省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保驾护航”。
（张晋瑞）

■本报综合报道

2月 18日，重庆召开建设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工作推进大会，主题均聚焦双城
经济圈建设，进一步释放举全市之力推动

“一号工程”的强烈信号。这已经是重庆第
二次将“新春第一会”聚焦双城经济圈建
设，将全市目光集中到“一号工程”上。连
续两年，任务接续，迭代升级，就是要进一
步发出举全市之力推动“一号工程”的强烈
信号，不断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

2月 19日，四川召开了全省推进新型
工业化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工
作会议。四川的“新春第一会”将目标对准
了工业，而且从会议名称来看，本次会议的
主题非常具体，聚焦于制造业的智能化改
造和数字化转型。

重庆和四川的“新春第一会”，方向不
同，目标一致。两省市都以自家优势，补链
强链促发展，高位推进川渝世界级产业集
群打造。

2024 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步入第五个年头。刚刚过去的2023年，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GDP 达到 81986.67 亿
元，迈上 8万亿元新台阶。《共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2024年重大项目清单》共列项
目 300 个、总投资约 3.6万亿元，助力成渝
地区进一步建强“产业集群”、深化“协同创
新”、做优双城“生活圈”。

协同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

2月 11日，位于雅安的四川建安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100
余条生产线马力全开。

“今年春节我们没停工，铆足干劲、全
力以赴为重庆新能源汽车生产底盘悬架。”

该公司总经理黄朝永说：“480台底盘悬架
一下线，连夜装车，第二天便可送达重庆。”

2月 15日，在重庆赛力斯汽车智慧工
厂，数千名员工已经到岗，配合着伸缩旋转
的机械臂和高速运转的激光焊接机器……
30秒，一台新能源汽车就能下线。

“目前，长安汽车主流车型搭载了四川
50 家供应企业提供的零部件，带动川渝
683家合作伙伴发展、12万人就业。”长安
汽车董事长朱华荣说，一辆“重庆造”的汽
车，身上离不开四川的配套产品。

红红火火的生产场景，是川渝两省市
汽车产业高效协作的写照。2023年，川渝
两地合计生产汽车 329.3 万辆，同比增长
3.9%，占全国汽车总产量10.9%。

成渝“双圈”建设至今，两省市一直把
促进产业共建共兴摆在重要位置。在《共
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24 年重大项目
清单》中，现代产业类项目有 114个，数量

占比达 38%，聚焦川渝协同共建的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汽车、特色消费品等世界级
产业集群。

推进毗邻地区合作平台建设

过去一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成势见效，双城经济圈跨区域协作首
批 18条经验做法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总
结推广。

其中，川渝高竹新区作为全国首个跨
省共建的省级新区、两地共耕探索经济区
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试验田”，率先打通
了跨省办税缴费的“最后一公里”，让企业
尽享改革带来的“便利”“红利”。

为吸引企业投资“筑巢”，川渝高竹新
区率先统一川渝两地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口
径，以“政策从优、程序从简、负担从轻”为
标准，企业在税费政策上可以适用两地更

优的标准，在土地及水电气等要素成本上
可以适用两地较低的标准。

川渝高竹新区的先行先试为加强川渝
毗邻地区合作“打了样”——得益于“打通
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数据信息跨区共
享，位于四川隆昌的永星蘑菇卖到了重庆
荣昌、四川泸州等周边城市，而在遂潼川渝
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锂电产业税
收大数据平台则帮助当地 15家锂电企业
成功办理了增值税留抵退税……

在今年两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强
川渝毗邻地区合作成了关键词：四川提出
加快中部地区崛起，落实万达开地区(重庆
万州区、四川达州市、重庆开州区)统筹发
展、川南渝西地区融合发展总体方案，深化
10个毗邻地区合作平台建设；重庆则将加
强川渝毗邻地区合作，深化经济区与行政
区适度分离、双城经济圈市场一体化等改
革，纵深推进毗邻地区合作平台建设，加强
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协作，持续优化成渝中
部地区协同发展格局。

“双城”生活享同城便利

春节假期刚结束，家住重庆、在四川成
都开服装店的钟晓路“重启”了她的“双城
生活”。对她而言，成渝间高铁动车公交化
运营，两地通勤时间不断缩短，让她工作生
活如同在一个城市般便捷。

近年来，川渝间 18 条高速公路大通
道、渝西高铁、成达万高铁等一批重大高铁
项目加快施工，成渝地区基础设施“一张
网”越织越密。

2023 年，成渝高铁累计发送旅客超
5000万人次，日均开行动车组102对，日均
发送旅客 13.7万人次。两地之间，成渝铁
路、成遂渝铁路、成渝高铁3条客运通道迎
来送往。

畅通“大动脉”，远不止于此。
春节前夕，重庆铜梁区至四川资中县

高速公路项目磨盘湾隧道，建设者们争分
夺秒抓紧施工。

60公里外，位于重庆大足区宝顶镇的
成渝中线高铁刘三寨隧道建设现场也是一
派繁忙。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互联互通的
标志性项目，成渝中线高铁全线建成通车
后，重庆与成都将实现 50分钟通达，受益
人口近3000万。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让川渝两地越来
越“近”；而“川渝通办”的便捷，则让百姓日
常生活越来越“快”。

2023 年，311 项“川渝通办”事项全面
落地，涉及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多个
重点民生领域，累计办理超过 1500 万件
次，7项“一件事一次办”集成服务和 34项

“免证办”事项实施，“双城”生活更有“同
城”体验。

本报讯 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消息，
经过一年半时间的初赛、复赛、决赛角逐，
四川省批复组建首批 5 个赛马制创新平
台，以“赛马”方式组建工程研究中心为全
国首创。

2021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采取“揭榜挂帅”方式深入推进全面创新改
革，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为全国唯
一单位，揭榜实施“在创新平台组建中引入
赛马机制”改革任务，探索建立更加公平公
开激烈的竞争机制，推动提高创新平台组
建质效。

“引入赛马机制，是对创新平台组建模
式和流程的重构，以探索更优组建方式和
路径。”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以
前组建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实行“先批后
建”，申报单位获批后再启动建设，可能出
现批复后无法完成目标任务的情况，而赛
马制工程研究中心目标绩效考核贯穿组建
全过程，只有完成目标的最终胜出者才能

获批授牌。
2022 年 5月，省发展改革委正式启动

“赛马”组建工作，将整个赛程分为初赛、复
赛、决赛3个阶段，吸引全省8个市的18家
单位报名参赛。同时，组建领域由“大领
域”向“小领域”下沉，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
细分领域，选定在医疗健康设备、锂离子电
池材料、氢能、高效节能设备、新兴软件和
新型信息技术服务等5个“赛道”组建工程
研究中心。

布法罗机器人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迅速联合 3 家产学研合作单位一同“出
赛”，全新的遴选方式令公司负责人程洪
眼前一亮：“既在一个周期内横向与同行
比拼，又纵向与自己提出的目标较劲，竞
争的氛围颇为浓厚，更有利于展现创新
实力。”

优先支持决赛胜出单位承担创新能力
建设项目、优先纳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创
建储备库……这些激励政策也调动了让

“马儿”跑起来、跑得快、跑得远的积极性。
经过集中评审，2022年6月，15家单位入围
为期1年的复赛；2023年7月，13家完成复
赛绩效考核目标并通过现场核验，10家入
围决赛；半年后，每个领域最终决赛胜出 1
家单位。

据统计，进入复赛的单位累计投入研
发资金超 2亿元，实现成果转化收入超 10
亿元，申请发明专利近300件，为行业提供
开放共享服务470余次。

“赛马制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竞争择
优，以实践选择创新平台最优建设单位，以
实效检验创新平台组建成效。”四川省技术
创新促进会副会长王卫华说，这有利于激
发创新主体动力活力，提升创新平台整体
效能，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

“赛马”胜出者也并非一劳永逸，按照
规定，赛马制工程研究中心也将纳入后期
运行评价管理，评价结果作为动态调整的
重要依据。 （吴 明）

西安首家区级“农交所”揭牌
本报讯 近日，城乡融合要素交易市

场（西安长安）有限公司在西安揭牌，标
志着西安首家区级城乡融合要素交易
市场正式投入运营。

城乡融合要素交易市场（西安长
安）有限公司以城乡融合发展为核心，
以壮大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增收致富为
目标，由西安城乡融合要素交易市场有
限公司与西安市长安乡村振兴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共同组建，是西安城乡融合
要素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的9个区（县）子
公司之一，主要围绕农村资源资产产权
交易类、农业农村项目投资招商类、农
产品流通类以及农村工程类、货物及服

务采购类4大类资产交易进行服务。
据悉，去年 12月 28日，全国首家以

城乡融合要素命名的交易市场——西
安城乡融合要素交易市场揭牌成立。
西安城乡融合要素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下设灞桥区、长安区、阎良区、高陵区、
临潼区、鄠邑区、蓝田县、周至县、西咸
新区9个子公司，高新区1个分公司。

据介绍，此次率先揭牌投运将逐步
拉开西安各区（县）子公司运营的序幕，
通过“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不断提
升西安农村资源配置的信息化、标准化、
规范化水平，为城乡融合发展、农业现代
化、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张 玮）

四川布局组建赛马制工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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