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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广汉市委、市政府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历

史机遇，认真落实省委“一干多支”发展战略，积极融入成都都

市圈建设，大力推动成德同城化发展。充分发挥区位、产业、人

文等综合优势，扎实推进区域交通、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生态

环境、城市品质等协同共建，全力打造成德同城化发展桥头堡。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交通设施同城同网。聚焦构建“骨干路网、城际公交、

轨道交通”三位一体通勤圈，畅通广汉与成都地区交通连接。一

是同城交通骨干网络不断完善。天府大道北延线加快建设，三星

堆示范段已基本完成。G5京昆高速扩容正抓紧征地拆迁，“三改”

工程及杆管线迁改已全面启动。彭广青淮快速路加快前期对接，

配合完成市域铁路 S11线工可编制。二是交界地带城市道路加快

联网，与青白江区共同推进 6条城市道路对接，投资 2亿元的玉

璋路南段已具备通车条件，投资 9.7亿元的环璧南路正抓紧施工，

建成后将与青白江区构建 10 分钟都市融合经济圈。三是城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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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交通服务不断提升。开通 3条至新都、青白江跨区域公交，日

均发送旅客 5000余人次，率先启动城市公交“天府跨城一卡通”，

广汉至成都东高铁班次增加至 19班次。交通网络不断完善，让广

汉成为成都都市圈内跨城通勤人数最多的地区。 

（二）产业发展协作共兴。一是打造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围

绕油气产业协作发展，广汉市与新都区、西南石油大学三方签署

油气钻采产业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一城一镇两基地”的油

气产业生态圈。加快建设一汽解放商用车广汉基地项目及相关零

部件配套项目，积极对接成都经开区，主动融入成都汽车产业生

态圈，建设西部最大商用车生产基地。广汉市与电子科技大学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打造中国西部传感谷，目前，四川省传感

器创新中心分中心、四川省传感器产业孵化中心已正式揭牌，首

批吸纳 8家企业入驻。二是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规划

建设 160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投资 13.9

亿元建设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已正式签署

联合申遗合作协议，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三）公共服务共惠共享。一是优质教育资源同城共享。先

后组织 300余名教师参加成都培训会，29名优秀教师入选新都区

名师名校长工作室，青白江大弯中学与广汉中学实验学校等 6对

学校结对共建，新引入重庆巴川公学、博雅明德高中等优质教育

资源。二是医疗服务同城合作不断深化。市级医院与成都等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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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医院建立专科联盟 24个，广汉市人民医院与四川省人民医院

建立托管型城市医疗集团。全市 34家定点医院已全面开通省内和

跨省异地联网即时结算，321 家定点零售药店全面开通个人账户

异地联网结算。取消成德眉资部分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转诊转院手

续，参保人员无需提前备案即可直接联网结算。实现成德眉资职

工基本医保跨区转移。三是社会服务同城发展迈向纵深。深化“大

港+人才联盟”合作，常态化举办成德同城化“广青新津金”网络

招聘会，今年五地已组织 949 家企业，累计提供岗位 3 万余个。

在全省率先打破行政地域限制，实现审批服务跨区域通办，青广

通办事项已达 270余项。 

（四）生态环境联保共治。一是建立水环境治理联防联控机

制，成立青广生态环境保护联络办公室，建立河长制联席制度。

积极推动水污染治理，在青白江大河新建水质自动监测站，启动

青白江大河入河排口调查及整治工作。二是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建

设及保护工作，协调新都区完成广汉市第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

定，青广两地网格员对青白江大河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开展常态

化联合巡查。三是加强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管理，强化青广交界

地带扬尘管控，约谈交界地带在建工地 8 次，督促整改到位 35

处。 

（五）公园城市共建共享。广汉市与青白江区共同规划建设

318.3 平方公里的融合发展区，核心融合区将按照“三湖两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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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城”的发展思路，共同打造以教育为特色的高品质公园城

市。一是“凤凰湖•三星湖”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加快推进，完

成环湖路和三星湖引水渠部分景观，湖区总工程量完成 80%。二

是新鸥鹏教育小镇二期加快建设，巴川公学一期已完工，并于

2019 年启用招生，目前在校学生约 2000 人，二期学生宿舍楼主

体正在加快施工。三是正式启用德阳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创业黑马和猪八戒网等 24 家企业已入驻。四是推进交界地带重

点镇（街）结对共建，青白江区大弯街道、大同街道，广汉市汉

州街道、三水镇已签署合作协议，四方将加强协调，共同推进交

界地带合作共建。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融合发展程度还不够深。虽然整体上签订了合作协议，

各个部门也开展了相关领域合作，但大多处于起步阶段，工作进

度和成效还不明显。二是产业发展协同度还需增强。同青白江、

新都产业趋同，交接地带产业布局缺少相应规划指导，与成都国

际铁路港合作方面，需成都市北改办出台正式文件，明确具体合

作事项和具体项目。三是公共服务供给提质还需加快。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水平与群众的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四是要素指标瓶

颈亟待突破。天府大道北延线、市域铁路 S11等重大项目的征拆

资金和土地指标缺口较大，需进一步保障。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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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动交通网络共建。重点推进天府大道北延线、G5扩

容线、市域铁路 S11线等引领性交通工程建设。配合开展天府机

场快速通道、彭广青淮快速路、货运大道等项目前期工作。加快

环璧南路、白琮路、航空路等交接地带路网建设。持续优化跨区

域城际公交线路，争取更多高铁班次经停。 

（二）促进产业协作共兴。主动融入“金青新”大港区，建

设成德临港经济产业带示范区。同新都共建油气装备制造供需平

台，召开机会清单发布会，率先形成产业“小循环”。推动三星堆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加快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联合

申遗进程。推进三星湖、鸥鹏教育小镇建设，高标准打造交界地

带精品示范点。 

（三）开展生态环境共治。加强与周边地区在大气污染防治、

扬尘管控等方面合作。落实河长制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做好界河

水质监测。加快推动沱江流域广汉段黑臭水体整治项目建设，建

设青白江、马牧河、湔江等生态廊道，不断改善出境断面水环境

质量，共同保护沱江流域生态环境。 

（四）加强公共服务共享。加强教师培养、教学交流合作，

推进“校对校”结对发展。探索以社保卡为载体的“一卡通”管

理服务模式，推动社保数据互认，医保“双定”互认。联合成都

都市圈知名医院共同打造“医联体”，促进医疗共享。持续深化“大

港+人才联盟”合作，联合举办同城化招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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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开放平台共建。依托成都国际铁路港和德阳国际

铁路物流港对外开放平台优势，完善物流运行能力，推动物流通

道一体化，提升广汉对外开放水平。强化重大项目招引，壮大园

区产业规模，跨区域构建产业生态圈，提升园区发展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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