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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合川

合川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

合川着力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北向枢纽

核心提示

今年2月，合川区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会召开。在这个龙年“新春第一会”上，合川区作出决定：把工作
聚焦在建设“一中心、一枢纽、一基地、一名城”上，通过重点领域抓纲带目、集成攻坚，努力推动融入和服务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性、标志性成果，更好在新重庆建设中扛起合川担当、展现合川作为。

该区所提出的“一中心、一枢纽、一基地、一名城”分别为：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北向枢纽、重
庆综合能源基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

为此，合川区将紧扣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产教融合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庆北部综合性物流基地、成渝“后花
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六大功能定位”，通过加快建设“一中心、一枢纽、一基地、一名城”，全面融入和服
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拓展合川发展新空间、塑造合川发展新优势，让合川经济社会发展在更加宽阔
的发展空间中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

把市委“一号工程”作为总抓手总牵引
经济社会发展实现“10个新”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重庆
市委的“一号工程”。

2023年，合川区把市委“一号工程”作为
总抓手总牵引，将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各项工作全面嵌入、系统融合经济社会
发展全过程、各领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
现了“10个新”。

城市功能品质实现新提升。改造老旧
小区91.8万平方米，整治违法建筑2.5万平
方米。全国文明城区、国家卫生城市通过复
审，建成海绵城市18.3平方公里。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兰渝高铁、
合川至广安至长寿高速等联城通道纳入全
市大盘子，渝西高铁（合川段）有序推进，渝
武复线、钱双、合川西环线等高速公路加快
建设。哈密—重庆、金上—湖北等特高压输
电工程破土动工，利泽航电枢纽坝顶全线贯
通，新型储能项目建成投产。

产业融合发展汇聚新动能。引进建安

驱动、平伟汽车等项目134个，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11%。成功入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和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火锅
食材加工业产值增速全市第一。

科技创新赋能塑造新优势。市级技术
创新中心、市级重大科研项目、“赛马制”科
研项目实现“零的突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06家、科技型企业492家，新培育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市级“专精特新”
企业35家。

商贸消费市场释放新潜力。盘活闲置
商业设施13万平方米，建成4个乡镇商贸中
心。钓鱼城景区被列入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创建名单，旅游综合收入增长85.9%。

生态环境治理展现新成效。广安、合川
两地跨界河流水质实现自动监测全覆盖，跨
界国家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100%。在全国
率先开展碳排放权融资业务，新增国家级、
市级绿色工厂8家，合川高新区成功创建市

级绿色园区。
改革攻坚突破焕发新活力。“141”基层智

治体系实现镇街全覆盖。新争取小微型企业创
业创新示范基地等6项国家级改革试点任务，
改革经验获全国性肯定评价42次、获市级推广
467次，标志性改革成果数量位居全市前列。

对外开放水平实现新跨越。成功举办
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渝西片区首
发仪式，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货值同比增
长43.1%。

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新变化。新增 5 个
国家级、市级乡村治理示范村镇，村集体经
营性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占比达75%。

公共服务供给再上新台阶。新建成一批
村级就业创业超市，城镇新增就业2.1万人。
实现川渝地区三级公立医院检验检查结果互
认、社保服务异地通办，311项“川渝通办”事
项累计办结17万余件，成功创建首批成渝地
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试验区。

持续做强“铁公水”多式联运优势
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北向枢纽呼之欲出

合川历来为重庆通往陕、甘、宁等地的交
通要道和川东北、渝西北的重要交通节点。

据合川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透露，近年
来，该区通过持续做强“铁公水”多式联运优
势，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北向枢纽呼之欲出。

在合川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北向枢纽
的布局当中，渭沱物流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
角色。渭沱物流园规划面积 14 平方公里，
园区以建设陆港商贸型物流园区为目标，具
备“铁公水”多式联运功能，可通过兰渝铁
路、兰海高速、嘉陵江航道，联通“丝绸之路
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成
为合川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平台。

与此同时，合川全力建设综合交通枢
纽，通过建设“大通道”、打造“大平台”，促进

“大开放”。
在打造铁路枢纽方面，该区加快推动重

大铁路项目规划建设，加快完善高铁双通道格
局，提速构建“北上南下东进西出”多向出合铁
路大通道。渝西高铁、合川东站及站前大道正
加快建设，兰渝高铁前期研究也已启动。

该区加快融入重庆都市圈通勤网，助推
重庆都市圈环线铁路合川—永川段前期工
作加快推进，有效衔接中欧班列（兰渝）、渝
满俄（襄渝）、遂渝（成渝北线）、西部陆海新
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高阳铁路货运站建
成投运，拓展双槐电厂铁路专用线功能。

目前，该区共有国铁干线140公里，铁路
客运站1座，货运站3座，国铁通车里程位居
渝西地区第1。

在完善高速路网方面，该区紧扣“加密与
中心城区同城化发展高速通道、实现与周边区
县全部高速直达”目标，提速高速公路建设。

其中，合璧津高速合川至璧山段已建成
通车，渝武复线预计今年5月建成通车，钱双、
合川西环线2025年建成通车；合川大石至武
胜赛马等3条高速将力争年内开工建设，合川
至广安至长寿等3条高速已启动前期工作。

目前，合川已有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94
公里，位列渝西地区第2；上述高速公路全部
建成后，全区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到382
公里，位列渝西地区第1。

在改善水运通道方面，该区加快完善嘉
陵江、涪江、渠江水运基础设施，高等级航道
体系初步建立，三江航道通航里程达到248
公里。渠江航道整治工程主体完工，石盘沱
水水中转码头投运。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
工程一期船闸投运通航，二期工程正有序推
进，将于2024年底建成投运。

目前，该区已启动涪江渭沱、富金坝枢
纽船闸扩能升级改造及涪江航道整治。随
着三江高等级航道体系和流域统一调度机
制进一步完善，三江流域1000吨级、合川境
内3000吨级船舶可实现通江达海。

在“铁公水”多式联运优势的加持下，合
川聚焦“通道+经贸+产业”融合发展，从“全
国卖”向“全球卖”。数据显示，2023年，合川
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值超5亿元，位居重
庆前列。

聚焦重点领域集成攻坚
加快建设“一中心、一枢纽、一基地、一名城”

合川如何加快建设“一中心、一枢纽、一基地、一名城”？
在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方面，该区将进一步提速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产教融合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区域性公共服
务中心建设，加快建设高能级产业服务平台、高质量综合服务高
地和高品质消费供给网络，不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善城市经
济体系，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聚力打造成渝腹地重要经济中心、科
技创新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公共服务中心。力争到2027年，地
区生产总值达到135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北向枢纽方面，该区将进一步
提速重庆北部综合性物流基地建设，加快构建“北上、南下、东进、
西出”大通道格局，不断完善“铁公水空管”综合立体交通运输网
络，全方位、一体化提升通道、口岸、平台、产业、服务能级。力争
到2027年基本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内通外畅、智慧高效、绿
色安全的现代交通物流体系，渭沱物流园入驻规上、限上企业达
到20家，全区枢纽货物年运输量突破8000万吨，货物进出口总额
达到50亿元，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达到2万标箱。

在建设重庆综合能源基地方面，该区将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
腹地建设，进一步发挥北煤入渝、疆电入渝、川气东输等重要能源
管线汇聚合川的优势，巩固重庆电力主供区和天然气主产区地
位，不断扩大能源合作朋友圈，全面推进水火生、风光储、煤油气等
重大能源项目建设，着力建成重庆战略物资储备保障地。力争到
2027年，综合能源基地初具规模，电力装机容量突破500万千瓦，天
然气开采量突破15亿立方米，分别占全市的七分之一、五分之一。

在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方面，该区将聚焦
钓鱼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两大
重点任务，深入挖掘、传承和展示合川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推
进跨区域、跨流域历史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全面融入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建设，精心打造本土特色文化品牌，提速建成成渝“后
花园”。力争到2027年，成功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钓鱼城成
功创建国家5A级景区，钓鱼城遗址申遗取得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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