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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重庆成都双核联动推进

公共服务一体化提质扩面行动方案》的通知

渝府办〔2025〕2 号

重庆主城都市区各区、成都各区（市）县人民政府（管委会），重

庆市、成都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成都双核联动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提质扩面行动方案》

已经重庆市政府和成都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

实。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5 年 1 月 2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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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成都双核联动

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提质扩面行动方案

为提升重庆成都双核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增强成渝两地（以

下简称两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结合两地实际，

按照川渝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有关部署，特制定本方案。

一、加快两地公共服务政策标准衔接统一

（一）推动公积金政策融合互通。通过两地灵活就业人员缴存

资金无障碍转移，提取、贷款权益无差别接续，实现灵活就业人员

缴存公积金互认互贷。在两地共建优质服务专窗，实现政策业务互

通、服务协同，更好满足两地群众跨区域公积金办理需求。（责任

单位：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成都公积金中心）

（二）推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互认。持续推进两

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互认、累计计算。两地城镇职工

可根据实际缴费情况和累计年限，灵活选择医保退休认定地，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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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退休认定地享受退休职工医保待遇。（责任单位：重庆市医保

局；成都市医保局）

（三）联动扩大长期护理保险互认范围。推动两地长期护理保

险评估结论互认适用范围由重度失能人群扩大至中度失能人群，实

现两地长期护理保险异地护理服务互认，共同提升异地居住参保失

能人员照护品质。（责任单位：重庆市医保局；成都市医保局）

（四）促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实现高龄津贴本地发放“免申

即享”，开展异地受理高龄津贴申请和审验；统一老年人能力评估

认定尺度，联合编制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监测指标体系，互派专家参

与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实现两地养老服务地图查询功能。（责任单

位：重庆市民政局；成都市民政局）

（五）推动信用报告代替有无违法违规证明互认。在两地企业

申请上市、挂牌、再融资、并购重组、发行债券等场景中，实现两

地信用报告代替有无违法违规证明互认，并逐步将适用场景拓展至

行政服务（申请优惠政策、资金支持、评优评先、资格审查、人员

招录）和商务（招标投标、产权交易）领域，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

成本。（责任单位：重庆市发展改革委；成都市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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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放税务“成渝信用修复提示卡”。联合开展“线上+

线下”涉税咨询辅导服务，主动面向企业发放“成渝纳税信用修复

提示卡”，为两地税费人提供便捷高效的税费服务，推动提升两地

纳税人涉税信用等级。（责任单位：重庆市税务局；成都市税务局）

二、促进两地公共服务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七）增加两地门诊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病种。简化高血压、糖

尿病、恶性肿瘤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

门诊慢特病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程序，增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类风湿关节炎、冠心病、病毒性肝炎、强直性脊柱炎 5 个门诊慢特

病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病种。（责任单位：重庆市医保局；成都

市医保局）

（八）推动高铁货运服务提质。探索推动高铁和快递双网融合，

运用捎带货物和专用车厢等运输方式，共同争取国铁集团常态化开

行至重点城市的高铁货运列车，满足两地“高铁急送”服务需求。

（责任单位：重庆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市交通运输委；成都市交通

运输局）

（九）推动“金融+政务”服务平台联通。依法依规推动成渝

地区个人公积金信息、抵押品信息、企业纳税信息等信用信息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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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查，为企业、群众异地办理贷款服务提供便利。（责任单位：人

行重庆市分行，重庆市委金融办，重庆市税务局，重庆市住房公积

金中心；人行四川省分行，成都市委金融办、市税务局，成都公积

金中心）

（十）推进两地高新区政务服务线上通办。分批在两地高新区

政务服务中心、园区、便民服务中心等设置“虚拟综窗”远程帮办

点位，群众可在任一点位跨层级、跨区域办理两地 220 个政府服务

事项。（责任单位：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成都高新区管

委会）

（十一）促进两地重点群体创业就业。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等重点群体，两地联合举办专场招聘活动，实现岗位需求信息共

享。协同举办（参加）创业大赛、职业规划大赛等创业交流活动，

促进两地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打通两地“12333”信息互享通道，

实现群众企业诉求互转互通、高效协同办理。（责任单位：重庆市

人力社保局；成都市人社局）

（十二）推动人才跨区域便捷流动。实施两地档案存放点互查、

档案接收和传递记载出具相关证明等跨平台通办事项，探索提供流

动人员数字人事档案异地查借阅、政审考察服务，持续推进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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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人事档案接转、查（借）阅“一网通办”“全程网办”。（责任

单位：重庆市人力社保局；成都市人社局）

（十三）健全血液联动保障机制。打造“血液通道”，健全成

渝两地常态化血液调剂联动机制，实现两地血液资源互为补充、关

键设施互为备份，保障成渝两地市民用血需求。联合设立特殊稀有

血型库，解决两地稀有血型人群“用血难”问题。（责任单位：重

庆市卫生健康委；成都市卫健委）

三、推动两地公共服务优质资源联通共享

（十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合作。围绕紧缺型就业方向，强化

两地技工院校合作，共训共育师资队伍，共享数字化课程资源。加

强创业培训和新业态模式从业人员技能培训，两地共同举办跨区域

职业技能大赛。（责任单位：重庆市人力社保局；成都市人社局）

（十五）推动两地职业教育基地共建共享。引导重庆西部职教

基地与成都国际职教城联合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各类职业技能大

赛、创新创业活动等，推进两地人才交流合作，促进两地毕业生高

质量就业。开展学校结对交流，遴选一批优质职业学校开展教育管

理、教学教研、实习实训等方面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两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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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水平。（责任单位：重庆市教委，永川区政府；成都市教育局，

金堂县政府）

（十六）共享共育两地优质旅游资源。持续开行两地城区至两

地周边旅游景点的直通动车组，聚焦两地博物馆、古迹名胜、自然

风光、主题展馆等优质景区景点，打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运用线

上线下渠道加大文旅一卡通推广力度，拓展两地景区、酒店、餐饮

等应用场景，提升游客旅游体验感。（责任单位：重庆市文化旅游

委、市交通运输委，重庆旅游集团；成都市文广旅局、市交通运输

局，成都文旅集团）

（十七）协同打造成渝入境游品牌。争取 240 小时过境免签

联动政策获批，用好多国互免签证和单方面试行免签等政策，推出

“渝进蓉出”“蓉进渝出”入境旅游精品线路，便捷两地入境人员

商务、旅游往来。（责任单位：重庆市公安局、市文化旅游委；成

都市公安局、市文广旅局）

（十八）提升两地机票免费改签服务。探索推动更多航空公司

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和双流国际机场之间提供

“区域通”服务，变更始发机场重新购买机票后，原购机票可申请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

- 8 -

全额退款。（责任单位：重庆市政府口岸物流办，渝北区政府；成

都市口岸物流办，成都东部新区管委会、双流区政府）

（十九）共享公共文化资源。两地联动举办美术作品展、音乐

会等文化活动，开展文艺精品合作创排和巡回展演。打通成渝数字

图书馆，两地市民可通过电子社保卡登录共享两地数字图书资源。

（责任单位：重庆市文化旅游委；成都市文广旅局）

（二十）共促体育事业联动发展。实施体育人才联合培养计划，

两地联合举办铁人三项公开赛、足球、轮滑、体育舞蹈、田径以及

水上项目等青少年体育交流赛事。（责任单位：重庆市体育局；成

都市体育局）

成渝两市发展改革部门作为共建现代化国际都市推进社会公

共政策互联互通专班牵头单位，要做好分析研判、统筹协调等工作，

加强督查指导，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成渝两市相关部门要加强

对上衔接和横向沟通，畅通协同机制，做到统一谋划、一体部署、

相互协作、共同实施，提高政策的协同性、适应性、通用性；要及

时发布政策信息和工作成效，宣传推广先进经验和做法，提升公众

知晓度、参与度，切实畅通公众意见反馈渠道，努力营造良好社会

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