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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特刊 09·重庆

2008 年 7 月 20 日，对重庆这座正在飞

速发展的直辖市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

日子。这一天，“五个重庆”——“宜居重

庆”、“ 畅通重庆”、“ 森林重庆”、“ 平安重

庆”和“健康重庆”，作为重庆发展的新目

标、新追求，首次在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

委会上被浓墨重彩地提出，成为重庆的战

略决策。

“五个重庆”都是“以人为本”，都是为

人民服务，都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森

林重庆”是要改善环境，让老百姓多吸氧；

“畅通重庆”是要改善交通条件，主城不塞

车，乡村有油路；“平安重庆”要增强老百

姓 的 安 全 感；“ 健 康 重 庆”要 让 孩 子 长 得

壮、老人活得长，全民活得健康；“宜居重

庆”则 要 着 力 改 善 百 姓 的 居 住 条 件 和 环

境。这是引领全市人民奔小康的五项重

要举措。“五个重庆”也是开放之基，是重

庆建设西部开放高地的五块基石。通过

打造软硬环境，提高城市品位，来增强重

庆的吸引力。“五个重庆”还将积聚重庆的

发展后劲。它营造发展环境，将使重庆赢

得更多的人才、技术和资本，使重庆今后

50 年不落后，100 年后更美好。这种后发

优势，将使重庆越干越有底气，真正实现

可持续发展。

激情梦想 华丽诞生

相比于京津沪三个直辖市，重庆底子

薄，且地处西南腹地，大城市、大农村、大山

区、大库区并存，必须走出一条独特的道

路。“五个重庆”的提出，背后有这样的现

实：直辖 10 年，重庆 GDP 年均增长 10%以

上，城乡面貌极大改善，但经济总量在全国

仍然靠后。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才是符合

重庆的科学发展？

2008 年 3 月起，一场“解放思想、扩大

开放”的大讨论，让重庆看清了差距，也点

燃了热情。重庆党政干部再赴东南沿海

“取经”，市内媒体详细地介绍外地经验。

东西差距、城乡差距，让人“坐不住”、“睡不

好”，要改变现状必须加快发展、率先发展。

早在 2007 年 12 月召开的重庆市经济

工作会议上，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就提出，

“推动重庆又好又快发展，实现重庆新的跨

越”，打造“活力之都”、“宜居之城”。

2008 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开始了紧锣

密鼓的调研——4 月初，重庆市委书记薄熙

来调研渝东南，提出借力林权制度改革，

“唤醒沉睡的大山，变荒山穷山为秀山宝

山”；4 月 8 日，他到南岸调研危旧房改造，

嘱咐“增绿”、“留白”，让城市更宜居，建设

“森林南岸”；4 月 11 日，他考察部分中小学

校和医疗卫生机构，初步提出“健康重庆”

概念……

与此同时，时任重庆市市长王鸿举远

赴广东、广西、江苏等省学习考察，取解放

思想之经……

重庆市级部门、区县党政领导，也纷纷

奔赴各地，寻找可供借鉴的经验。网络上，

重庆人则尽情挥洒着热情，提出一条条建

设性意见。

重庆的现实、外地的经验结合在一起，

问题逐步理清，思想的涓涓溪流在汇聚。

不久，重庆抛出了自己的思路——重庆市

委三届三次全委会对重庆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作出具体安排。

2008 年 3 月 26 日，在重庆市管领导干

部现代经济知识培训班上，薄熙来作了题

为《解放思想、扩大开放，把“314”总体部署

落到实处》的专题报告，这也是全市开展

“ 解 放 思 想、扩 大 开 放”大 讨 论 的 动 员 报

告。会上，薄熙来说：“要通过扩大开放，把

一切可为我所用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

等要素汇聚起来，让一切创新、创造、创业

的种子都能在重庆开花结果。扩大开放，

搞好软硬环境是基本功，要精心塑造重庆，

开发重庆的内涵，营造以人为本、安商、助

商的综合环境。”

这份决定为重庆市的扩大开放画出了

清晰的线路图：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

略，努力建设开放型制造业高地，大力发展

物流商贸、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积极引

进技术、智力和人才，着力培育金融业，发

展内陆型加工贸易，支持企业“走出去”；坚

持把区县作为对外开放的主战场，推动农

村、“两翼”和库区在开放中实现新发展，大

力发展服务外包，不断提高重庆开放的整

体水平。

“ 宜 居 重 庆”、“ 畅 通 重 庆”、“ 森 林 重

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作为具体举

措，被写入全委会决定，正式成为重庆的战

略决策。

梦想激发城市热情

“五个重庆”正是针对重庆“软肋”提出

的，意在“各个击破”，培育重庆特色综合环

境优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

光认为，建设“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

林重庆”，将有效改善硬件环境；建设“畅通

重庆”，实现半小时主城，强化主城辐射功

能，将有效带动区县发展；“宜居重庆”将从

根本上改善重庆的人居环境；“森林重庆”，

则可以提高森林覆盖率。而“平安重庆”和

“健康重庆”，是改善软环境的两大助力。

最终，“五个重庆”将提升城市品质，吸引和

积聚相关产业、资本和人才。

更重要的是，“五个重庆”蕴涵着浓郁

的人本思想，每个“重庆”既是经济工程，也

是民生工程。“森林重庆”侧重环境，“畅通

重庆”偏重效率，“宜居重庆”重舒适，“平安

重庆”注重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健

康重庆”更是关注人本身。“五个重庆”连在

一起，形成了一个改善民生的体系。

正是基于此，“五个重庆”一经提出，便

激发出了重庆人的参与热情：

2008 年 8 月 19 日，“森林重庆”建设启

动，巴渝大地随即掀起一场植树造林热潮，

先后有 1000 万人次参与。全市累积造林

103 万亩，栽植树木 8700 万株，市级财政投

入相当于直辖 10 年的总和。

“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健康重庆”

等概念，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改善工作生

活条件的希望。交通要改善，以后进城不

再难；县城修图书馆，“读书难”问题悄然缓

解；偏远区县的中小学生们，第一次有机会

看到 400 米塑胶跑道，而且每周体育课要

增加到 4 节……

“五个重庆”，传递出一个个令百姓期

待的声音，也强烈吸引着世界。

得知兰渝铁路开工建设，世界 IT 巨头

——惠普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11 日，在渝

开建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准备形成 400

万台的年产量，以重庆为基地，覆盖西南市

场，并供给东南亚和欧洲市场。 外来者、

本地人迸发出的巨大热情，仅以利用外资

为例，2008 年前 11 个月，重庆实际利用外

资 25.6 亿 元，较 2007 年 同 期 的 增 幅 高 达

185%。“五个重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

众多领域和单位，一旦这些资源聚合起来，

将产生巨大能量。

一切都坚定着重庆人的信心。

对于“五个重庆”的前景，众多专家学

者乐观地预测，当发展观念为之一新、决策

转化为行为时，“五个重庆”将对重庆经济

发展起到倍增作用。

在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看来，建

设“五个重庆”，对市民来讲，可以改善生产

生活条件；对企业来讲，就是改善投资环

境；对城市来讲，则是一次脱胎换骨。

一个例证是，已开工的兰渝铁路和纳入

规划的郑渝昆铁路，能使重庆更快捷地连接

欧亚大陆桥和东南亚，加上现有到长三角、

珠三角和北部湾的三条出海大通道，重庆必

将成为西货东出、南北物流的战略大枢纽和

沿海产业西移、东资西进的“桥头堡”。

“五个重庆”带来的投资提速，更是重

庆应对经济放缓局势、发挥投资拉动作用

的关键所在。

“五个重庆”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0 年，在由新华社《 望东方周刊》

等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颁奖典礼”

上，重庆接过了写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的奖牌。重庆正在建设的“五个重庆”，

被融合进了重庆幸福指数的描述中：

有这样一座城市，用宜居丰满街头巷

尾的细节，用畅通谱写欢快跃动的旋律，用

森林阅读绿色浪漫的童话，用平安温暖民

生大众的梦境，用健康提炼城市骨骼的强

健。当我们在这座城市的坡上坎下寻找属

于她的独特风景和传诵千年的故事时，我

们惊奇地发现，这座城市那流传了成千上

百年的山水相依的故事，都深藏在她的第

一次呼吸里，任何时候都在有形无形地提

示着她的独特和与众不同。

“率领中西部崛起的中心城市，重庆当

仁不让。”曾力推重庆入围国内五大中心城

市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高级

城市规划师李晓江认为，“世界经济复苏将

从中国开始。而在未来 10 年里，重庆将成

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

让这个亮点发光的最重要推手，正是

“五个重庆”。

2010 年初时，重庆入围国家五大中心

城市之列，肩负五重使命：区域功能、西部

直接对外的开放型城市、西部国际门户枢

纽、承担特殊的国家战略性产业或经济职

能、深化改革开放的政策实验区。那时，李

晓江有些“苛刻”地评价：“重庆现在的空间

结构并不足以撑起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

标。作为一个未来的国家中心城市，如何

让城市经济总量健康地扩大，是一个迫在

眉睫的问题。”当时间走到 2011 年初，通过

实施“五个重庆”建设，重庆的国家中心城

市雏形显现。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总结，2010 年，重

庆 经 济 保 持 了 快 速 发 展 的 良 好 势 头 ，

GDP 同 比 增 长 17％，同 时 在 内 陆 和 国 家

枢 纽 建 设 方 面 有 了 重 大 突 破 ，“ 二 环 八

射 ”2000 公 里 高 速 公 路 全 面 建 成 ，新 的

1000 公 里 又 陆 续 开 工，11 条 铁 路 同 时 在

建，江北国际机场第二跑道建成，货运吞

吐 能 力 居 西 部 第 一；城 市 面 貌 得 到 大 幅

度 改 观，主 城 区 累 计 改 造 危 旧 房 1200 万

平方米，拆迁改造城中村房屋 420 万平方

米；启 动 了“ 绿 化 长 江·重 庆 行 动”，完 成

森林工程 500 万亩。

另一方面，借由“五个重庆”铺设好的

环境，重庆市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为重

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迅速形成了以惠

普、宏 为龙头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

在汽车摩托车方面，也突破了 3000 亿元产

值，汽车产量达 200 多万辆。装备制造、材

料工业、石油天然气化工、基础能源产业的

销售值均突破千亿元。

公 租 房 ，无 疑 是 2010 年 重 庆 的 热 词

之一。

这一年，重庆在全国率先开建了 1300

万平方米公租房，建立起“市场+保障”的

双轨制住房供应体系，为“宜居重庆”的建

设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事实上，巨大规模的公租房除了将“夹

心层”从房贷的重压中彻底解脱出来，更是

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之一。

黄奇帆认为，加大民生投入，不仅可以

缓解贫困群体的困难，帮助他们过上幸福生

活，促进社会稳定，而且在未来还将极大地

促进消费，使发展方式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等外延的拉动，转变为持续内需的拉动。

在尽力满足居民住房需求的同时，一

场史无前例的城市“洗脸”行动也铺开了。

2010 年 2 月，重庆启动城市环境综合

整治。薄熙来说，一个城市自身的形象，是

千家万户的生活环境。他表示，一个城市

为大众共享，当然应该打扫得干干净净，打

扮得漂漂亮亮，大家才能一上街就心旷神

怡，神清气爽，城市也才能吸引四面八方的

客人。新加坡有美好的城市环境，吸引了

数千家跨国公司总部落户。

事实亦是如此。

良 好 的 环 境 吸 引 来 了 更 多 的 投 资 ，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港澳台及外商在重庆

投资总额为 89 亿元，增长 25％，其中外商

投资 48 亿元，增长 85％。

如果说“宜居重庆”、“森林重庆”、“畅

通重庆”、“健康重庆”是为重庆的投资环境

孕育出外部环境，那么，“ 平安重庆”便是

为 重 庆 的 投 资 环 境 来 了 一 次 内 部“ 大 排

毒”：自“平安重庆”启动建设以来，重庆市

掀起“打黑除恶”风暴、推行交巡合一实施

24 小时不间断动态管控、增设专职校警为

学生保驾护航等等。数据显示，2010 年重

庆市的 110 报警量下降四成；群众安全感

指数达到 96.62%，列全国第九，居四个直

辖市之首；2009 年破获命案积案数超过前

5 年总和。

而来自市外经贸委的数据显示，2005

年，重庆直接利用外资 5 亿美元。2010 年，

这个数字增至 60 亿美元，足足较 5 年前增

长了 12 倍，总量居西部第一，增幅全国第

一。截至目前，已有 150 多家世界 500 强企

业入驻重庆。不可否认，这与“五个重庆”

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不久前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八次全

会上，重庆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路线图”

开始清晰：以“五个重庆”建设贯穿城市化进

程的主轴，使之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牵

引力，建成特色鲜明的国家中心城市。在“十

二五”期间，重庆将基本建成“五个重庆”。届

时，这座曾经创造了无数“重庆模式”的年轻

直辖市，将书写出更为精彩的篇章。

■ 本报记者 郭 辉

重庆重庆：：一座年轻直辖市的激情梦想一座年轻直辖市的激情梦想
————““五个重庆五个重庆””战略举措引领科学发展新路径战略举措引领科学发展新路径 和谐之城和谐之城

核心提示：重庆，热辣之都，民生

之城。2008 年 7 月，重庆提出建设“五

个重庆”的战略举措。历经两年多的

精心打造，重庆城市形象焕然一新，重

庆也因此当选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

市。事实证明，“五个重庆”是科学发

展观的重庆本地化，是开放之基、幸福

之路，也是重庆建设西部地区重要增

长极的五块基石。在全国两会召开之

际，让我们聚焦重庆，一起品味这座正

在崛起的山水之城！

宜居之城宜居之城

畅通之城畅通之城

【【全国两会特刊全国两会特刊】】聚焦聚焦““五个重庆五个重庆””

山水之城山水之城

魅力之城魅力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