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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川渝齐下“一盘棋” 两地共担新使命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年鉴（2023）》

出版发行

5月 20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编纂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年鉴（2023）》（以下简称《双城年

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双城年鉴》是川渝两省（市）地方志办、发展改革委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全局，紧扣“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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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质量”，充分发挥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功用，贯

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发展战略，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

的重要举措。该书自 2021年起由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和重庆

市地方志办公室轮流负责编纂出版。

《双城年鉴》由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承编，主要记述 2022

年度四川、重庆两省（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

政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决策部署，聚焦“两中心两

地”战略定位，不断深化区域协同合作，优化经济结构调整，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大事、要事，旨

在真实反映川渝两省（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发展历

程，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为社会各界提供咨询，为宣传、

了解、研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基本资料。

《双城年鉴》资料征集范围广，编纂任务重、时间紧，川渝

两省（市）地方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中央直属机构等 240

余个单位参与供稿。经资料征集、初稿撰写、编辑修改、史实核

查、总纂统稿、刊误补遗、分级评审等环节，历时 1年，终成定

稿，付梓成书。全书设特载、综述、大事记、组织动员、对口合

作、国土空间布局优化、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协同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共建、富有巴蜀特色

的国际消费目的地打造、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共筑、内陆改革开放

高地联手打造、城乡融合发展、公共服务共建共享、附录 15个类

目，共 124个分目、2059 个条目、252幅随文照片，书前刊载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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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图片 36页，成书 103.8万字，全面记录川渝两地在推进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中的年度新举措、新成果、新经验。川渝

两省（市）地方志办、发展改革委在编纂工作中始终坚持以服务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导向，在全面展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果的同时，重点突出川渝两省（市）

建立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长期共荣的经济圈一体化

发展机制，促进产业共建共兴、共同建设统一市场、协同推动对

外开放、深化生态环境共治、推动社会共建互融、完善协调协商

机制的改革创新举措，充分展现川渝共建经济圈亮点特色。

2022年，川渝两省（市）牢固树立“一体化”和“高质量”

发展理念，持续强化战略协作、政策协同和工作协调，推动重点

区域、关键领域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经济实力稳步增强。全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7587.99亿元，占全国的

比重为 6.4%，占西部地区的比重为 30.2%；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

增长 3.0%，与全国持平。川渝两省（市）多层次开展共建，举行

2次党政联席会议、2次常务副省（市）长协调会议、6次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合办公室主任调度会议；共同发布重大

项目清单，涉及 160个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5628亿元；共建西部

陆海新通道，开通中泰、中越、中缅印班列，常态化双向开行中

老国际货运班列（成渝—万象），线路辐射全球 118个国家（地

区）393个港口；川渝间建成及在建省际高速公路通道 20条，建

成省际高速公路“电走廊”11条，成渝“氢走廊”已建成加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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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座、投入运营氢燃料电池汽车 567辆；成渝纳入国家“东数西

算”工程算力枢纽节点布局，川渝两省（市）已建、在建数据中

心机架总量超 36万个，131个部门（单位）政务数据实现互挂共

享；万达开统筹发展示范区等 10个毗邻地区合作平台建设持续推

动；发布 311项“川渝通办”事项，推出两批次便捷生活行动举

措，34家公共图书馆实现图书资源通借通还；互派第三批挂职（顶

岗）干部 100人。

《双城年鉴》的编纂出版，不仅详细记录这些亮点和成果，

更展现出川渝两地携手共进、共谋发展的决心和信心。该年鉴不

仅是对过去一年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果的全面回顾，也包含对未来

发展的展望和规划，表达出川渝两地将按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继续深化合作，共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迈入聚力推进、

深度融合的发展新阶段，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地方志办）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政协四川省委。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省直各部门，中央驻川机构。

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

发：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地方志编纂中心），

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省方志馆高校分馆。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4年 5月 20日印发

（共印 21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