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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总书记重托 奋力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深入学习贯彻市委七届七次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赵敬梅）8 月 2
日，我市举行解读市委七届七次全会
精神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主要任务是
解读市委七届七次全会提出的加快建
设川陕甘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和四川
北向东出桥头堡这一奋斗主题。

发布会上，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宋明强解读了建设川陕甘结合部区
域中心城市和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
的背景和意义，市规划建设和住房
局局长李昱隆解读了如何建设川陕
甘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市交通运
输局局长田刚富解读了如何建设交
通大通道桥头堡，市外侨港澳办主
任赵平解读了如何建设大开放大合
作桥头堡。市委外宣办、市政府新
闻办主任王武生主持发布会。

“市委七届七次全会作出了‘加
快建设川陕甘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
和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的重大决
定，这是市委深刻把握新时代广元
发展历史方位，作出的总体谋划和
战略布局。”宋明强说，建设川陕甘
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是国家、省赋
予广元的重大使命。广元“建设川
陕甘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
是国务院批复同意的《川陕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规划》对广元的定位，也
是市第七次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
标，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对这个目
标充分认可，并写入了省委决定。打
造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是广元推动
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面临
的重大机遇，也是我们应有的使命责
任，必须担当担责、主动作为。

“市委七届七次全会认真落实
《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和省
委十一届三次全会赋予广元的重大
历史使命，依托广元的交通区位、生
态环境、文旅资源和医疗优势，提出
了建设川陕甘结合部区域中心城
市，把广元打造成广元、巴中、汉中、
陇南和绵阳部分地区范围内的区域
红色文化传承教育中心、区域振兴
发展辐射带动中心、区域人口人才
吸附集聚中心。”李昱隆说，这充分体
现了市委坚定对标对表，聚焦聚力落
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
充分彰显了市委把握广元历史方位，
抢抓重要机遇，加快推进广元大发展
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必须紧盯目标、
攻坚克难，以务实的举措、过硬的作
风推动这一部署落地落实。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明确提
出，广元要建成全省四个进出川门
户型综合交通枢纽的北向枢纽。市
委七届七次全会按照省委这一定
位，作出了“加快建设内联外畅、通
江达海、辐射甘陕、融入亚欧的进出
川门户型综合交通枢纽”的重大决
定，田刚富说，这是市委认真对标对
表省委要求，深刻把握新时代广元
交通发展规律，作出的全市交通运
输工作总体谋划和战略布局。广元
交通已基本实现由“蜀道难”到“蜀
道通”转变，发展水平基本达到全省
平均水平，在川东北经济区名列前
茅，交通运输先行引领作用不断彰
显，已成为群众获得感最强、受益最
多的行业。

赵平对如何建设大开放大合作
桥头堡进行了解读，他说，刚刚闭幕
的市委七届七次全会，根据省委对
广元的定位，提出了“把广元打造成
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这个定位，
既是省委“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的
战略考量，也是基于历史和现实对
广元战略地位的精准画像。作为广
元，一方面要在四川北向东出战略
中作出广元贡献。另一方面，广元
要打造成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必
须通过“四向拓展、全域开放”，建成
内陆开放高地桥头堡，在全省乃至
全国内陆市中作出示范。

据悉，此次发布会吸引了来自
省市主要媒体及重点新闻网站等近
20家媒体的记者到会采访报道。

我市举行解读市委七届七次全会精神第二场新闻发布会

本报记者 赵敬梅

建设川陕甘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
是国家、省赋予广元的重大使命

“全会指出，建设川陕甘结合部区域
中心城市，广元就是要在这个区域发挥

‘领头雁’‘主引擎’‘现代城’‘宜居地’的
重要作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
任宋明强说。

宋明强表示，广元“建设川陕甘结合
部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一是标定了广
元在区域发展中新的坐标。在四川“一
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中，
广元地处川北、比邻陕甘，区位独特、发
展条件较好，建设川陕甘结合部区域中
心城市，就是要求广元立足这个区域，发
挥引领作用，形成核心地位。二是必将
成为激励全市接续奋斗新的目标。建设
区域中心城市，必须在现代产业发展、基
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人员人才集
聚等发展，取得优于周边、发挥集聚作用
的成绩。三是为建设现代中心城市树立
了新的标杆。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就是

要把城市建设得更加具有吸引力，基础
设施更加完善，城市功能更加配套，城市
更具现代气息，在经济、科技、信息、观
念、活力等方面具有创新性、开放性。这
就要求我们要有更具前瞻、更富创新、更
高标准、更有效率地建设好广元，打造中
心“现代城”。四是为对外宣传城市形象
亮出了新的名片。建设区域中心，有利
于塑造城市新形象，有利于对外宣传展
示。

打造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是广元
推动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面临
的重大机遇

广元是四川北大门，也是东向出川
对接先进生产力的重要通道，建设四川
北向东出桥头堡，这是省委的决定，同时
也是我们应有的使命责任，必须担当担
责、主动作为。

全会指出，建设四川北向东出桥头
堡，从内涵上要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打
造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桥头堡。全会要
求，建设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就是要把

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筑牢安全之盾。二是打造进出川大通道
的桥头堡。广元交通区位已发生根本性
改变，迎来了“高铁时代”。全会要求，建
设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必须在扩容、扩
能、加密、保畅上下功夫，努力构建内联
外畅、通江达海、辐射甘陕、融入亚欧的
进出川门户型综合交通枢纽。三是打造
四川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桥头堡。省委
作出“四向拓展、全域开放”重大部署，根
本目的就是对接先进生产力，推动区域
合作，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全会要求，建
设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就是要充分发
挥区位优势，加强区域战略合作，进一步
扩大开放，在全省开放格局中作贡献。
四是打造链接南北文化、展示巴蜀形象
的桥头堡。广元是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
交融的重要走廊，也是展示巴蜀形象的
重要窗口。全会强调，建设四川北向东
出桥头堡，就是要深度挖掘和打造蜀道
文化、三国文化、武则天名人文化、红色
文化，充分展示广元独特的文化魅力，当
好巴蜀文化的形象窗口。

立足区域中心城市
推动广元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
——建设川陕甘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和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背景及意义

本报记者 赵敬梅

市委七届七次全会，认真落实《川陕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和省委十一届
三次全会赋予广元的重大历史使命，依
托广元的交通区位、生态环境、文旅资源
和医疗优势，提出了建设川陕甘结合部
区域中心城市，把广元打造成广元、巴
中、汉中、陇南和绵阳部分地区范围内的
区域红色文化传承教育中心、区域振兴
发展辐射带动中心、区域人口人才吸附
集聚中心。

如何建设川陕甘结合部区域中心城
市？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党组书记、局
长李昱隆从“大规划、大建设、大统筹”三
个方面对加快川陕甘结合部区域中心城
市建设进行解读。

坚持以大规划抓大引领。以顶层设
计理念强化规划引领，深入推进全市规
划一盘棋，加快推进“多规合一”，实现

“一张蓝图干到底”。突出区域性中心，

提升城市规划。确定了以主城区、三江
新区、东部新城、北部新城构成的人口规
模达 106 万的大城市发展空间，形成了
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县城为重要支点、重
点镇为支撑、一般镇为基础的现代城乡
格局。突出生态康养，提升城市品位。
规划构建了中心城区“一湖、两区、两城、
五园”的康养旅游规划项目体系，最终把
广元建设成美丽城市和中国生态康养旅
游名市。

坚持以大建设促三江新区大发展。
坚持把三江新区作为城市建设主战场，
作为“特区”建设，打造成为我市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坚持高端化，高点
定位、高点起步、高点建设；坚持绿色化，
把新区建设成为人人向往的康养宜人之
城、绿色产业之城、创新创造之城；坚持
集约化，实现布局集约、配套集约、资源
集约。目前，已围绕市政道路交通、公园
建设、市政管网等储备项目 140余个，估
算总投资 400亿元以上。开工建设了蜀

道动植物园、宝轮环线昭化段、宝红路、
梁坪子隧道、陵宝快速至机场连接道等
一批重大项目。下半年，将启动建设宝
轮环线南段、白龙江大桥、白龙江滨江路
及堤防工程、安全坝城市综合体等 10余
个，总投资超过70亿元的重大项目。

坚持以大统筹推动城市宜居度大提
升。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
展理念，完善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
突出精品城市建设，推动城市转型发展、
创新发展、跨越发展。按照生态修复和
城市修补要求，加快推进黑石坡森林公
园改造提升、地下综合管廊、南河海绵城
市建设等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城市棚户
区改造、红军文化产业园、栖凤湖公园、
南河体育公园等项目，进一步提升城市
品位。有序增加城市住房用地供给，多
措并举稳定房地产市场。充分利用广元
的区位优势和生态康养特色，提供多样
化的、高品质的住房，吸引更多的外地人
来广元购房兴业，做安居乐业的广元人。

“三个坚持”加快川陕甘结合部
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如何建设川陕甘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

本报记者 赵敬梅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明确提出，
广元要建成全省四个进出川门户型综
合交通枢纽的北向枢纽。全会强调，
广元未来几年，将重点从铁路、公路、
水运、航空和智慧交通五个方面攻坚，
着力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形成大通道、大
枢纽、大物流、大开放新格局。

聚集省委、市委提出的“建设进出
川门户型综合交通枢纽”重大历史使
命，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田刚
富表示，交通运输部门将勇挑重担、主
动作为，全面启动“交通强市”建设，加
快实施“脱贫奔康交通三年大会战”，
全力打好公路、铁路、水运、航空、智慧
交通攻坚战，加快形成进出川大通道，
为我市打造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提供
坚强的交通运输支撑。

围绕“扩容”这个重点，加快公路
建设。通过实施“交通三年大会战”，扩
大公路网规模和覆盖范围，优化路网结
构，提高路网总体供给能力。到 2020
年，全市公路总里程达到2.2万公里，其
中二级及以上公路1600公里。高速公
路方面加快推进广平高速、绵阳至苍溪
至巴中高速、G5京昆高速公路广元段
扩容等项目，到2020年，高速公路通车
和在建里程达到 570 公里，基本建成

“一环、二横、五线”的高速公路网。

围绕“扩能”这个关键，加快铁路
建设。加快推进广元铁路枢纽“1+8+3”
建设项目，即：广元动车运用所、广巴铁
路扩能改造、中欧班列广元组货基地等
8个近中期项目和广元城市轨道交通、
广巴达城际客专等3个中远期项目。

围绕“复航”这个短板，加快水运
发展。打造一个通道，实现嘉陵江广
元段全程通航。实施五大工程，即广
元港张家坝作业区、嘉陵江广元段航
运配套、上石盘航电枢纽船闸等工
程。培育三个市场，即水路客运市场、
水路货运市场、船舶建造市场。四是
完善两大体系，即水上安全监管体系、
水路运输监管体系。

围绕“加密”这个难点，加快机场升
级。力争航线达到 8-10条；推进广元
机场改扩建和换代升级工作，力争达到
口岸机场标准；建成剑阁通用机场，开
工建设青川通用机场，规划研究苍溪、
旺苍、朝天、利州、昭化通用机场。

根据上述铁路、公路、水运、航空
项目建设，到“十三五”末，广元交通运
输将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接近全国平
均水平，在三省结合部区域城市中处
于领先水平。目前，广元交通已基本
实现由“蜀道难”到“蜀道通”转变，发
展水平基本达到全省平均水平，在川
东北经济区名列前茅，我市交通运输
先行引领作用不断彰显，已成为群众
获得感最强、受益最多的行业。

全面启动“交通强市”建设
加快实施“脱贫奔康交通三年大会战”
——如何建设交通大通道桥头堡

本报记者 赵敬梅

刚刚闭幕的市委七届七次全会，
根据省委对广元的定位，提出了“把广
元打造成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这
个定位，既是省委“四向拓展、全域开
放”的战略考量，也是基于历史和现实
对广元战略地位的精准画像。市外侨
港澳办主任赵平认为，市委七届七次
全会提出的“融入南向、突出东向、深
化北向、拓展西向”。作为广元，一方
面要在四川北向东出战略中作出广元
贡献。另一方面，广元要打造成四川北
向东出桥头堡，必须通过“四向拓展、全
域开放”，建成内陆开放高地桥头堡，在
全省乃至全国内陆市中作出示范。

“融入南向”。全会要求，首先是
主动融入成渝经济区，主动响应成都
这个经济之“干”和重庆这个经济之核
的辐射带动。要进一步对接成都“研
发设计在成都、转化生产在广元”的产
业互动模式、“存量不动+增量分成”区
域利益分享模式、“创业苗圃+孵化器+
加速器”梯级大孵化体系，以及构建

“总部+基地”“研发+生产”“中心加网
络”新型产业协作关系，积极承接产业
转移和配套产业发展，加快建设融入
成都平原经济区示范市。主动对接北
部湾市场，融入国家中新合作机制。
对接南亚、东南亚，承接产业转移，引
进更多侨商、侨资来广投资。

“突出东向”。全会强调，主要是
对接先进生产力，首先，对接以浙江为
重点的长三角地区，创建东西部扶贫
协作示范市。浙广合作已开展 20 余

年。目前浙江在广元落户企业373家，
总投资 151 亿元，累计实现税收近 20
亿元。其次，对接以深圳为重点的粤
港澳大湾区，主要承接电子信息产
业。要进一步发挥好援助平台作用，
持续深化与港澳特区的合作。再次，
加强与日韩及环太平洋国家的合作，
引进资金、技术，在产业上形成合作。

“深化北向”。全会提出，首先，要
全面落实与西安的合作协议，推动深
化西广合作。我市与西安的战略合作
协议已经签订，并已取得初步成果，还
要继续深入推进协议落实。其次，是
积极对接京津冀、环渤海等发达地
区。再次，积极参与中俄蒙经济走廊
建设。建设中俄蒙经济走廊，是国家
外交的重要内容。积极参与中俄蒙经
济走廊建设，不仅服务国家外交战略，
拓展我市相关产业、产品在东北亚的
市场，更可以在参与过程中得到国家
的政策扶持，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拓展西向”。全会强调，主要是
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合作。丝
绸之路经济带横贯亚欧，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关系着国家的发展与安全，
与沿线城市形成合作，将会获得国省
的大力支持，有助于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桥头堡。首先，加强与兰州、乌鲁木
齐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对接合
作，其次，主要是依托丝绸之路，借助
渝新欧和蓉欧铁路，通过阿拉山、喀什
等边境口岸，渐次实现与中巴、新亚欧
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蒙俄四大
经济走廊的联通互动，走进中亚、欧洲
市场，形成交流合作。

“四向拓展、全域开放”
建成内陆开放高地桥头堡
——如何建设大开放大合作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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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渝铁路（拱桥） 赵辉 摄

▲亭子口电站 赵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