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是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和任务，必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近年来，重庆努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全面把握统筹谋划,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动能转换 产业注入硬核力量

□本报记者 曾立 夏元

2019年12月31日，该年度最后一
个工作日，重庆空气质量优良。

同一天，长江边，奉节县安坪镇三坨
村村民毕明刚，忙着采摘自家果园丰收
的脐橙，准备派送发货；

两江新区，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
有限公司焊接车间工人张健，看着20多
台机器人挥动手臂，灵活地焊接卡车，而
他只需在一旁轻松“监工”……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升级。近
年来，重庆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努力提升经济社会
发展的“绿色含量”。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重庆发展
的主旋律。

植入“智能因子”
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

走进重庆小康动力公司智能工厂，
令人眼前一亮——

无人驾驶的20台智能物料小车，搬
运着各类物料，穿梭于厂房内外，其停车
精度为5毫米，比人工操作更精准。

如今，这样的智能化场景在重庆企
业已是常态。其背后“推手”，是一场新
旧动能大转换。

2018年初，《重庆市以大数据智能
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出台，提出创新运用
大数据智能化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
业，并大力培育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智能产业。

从“制造”到“智造”，两年来，一大批
传统企业在智能化创新浪潮中完成转型
升级——据市经济信息委最新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全市已实施智能化改造项
目1280个，带动企业技改投资大幅上
升，占全市工业投资比重达40%。

当重庆这一老工业基地“加持”智能
化，释放出强大的城市“磁吸力”。

紫光、华为、阿里、腾讯……一大批
智能企业接踵来渝落户，由芯片、液晶
面板、智能终端、核心零部件、物联网组
成的“芯屏器核网”正在补链成群——
来自市科技局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
季度，重庆科技型企业达到15029家、
较 2018年底增长 36.3%，新认定高新
技术企业 1462 家、较 2018 年底增长
61.06%。

在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上，重庆再次提出，集中力量建设“智造
重镇”“智慧名城”。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宣示，而是重庆
对长远发展的深谋远虑，是顺应全球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赢得发展主动
权的战略选择。

当前，重庆智能产业企业超过3000
家，智能产业体系初步构建形成，特别是
连续两年成功举办智博会，已在全市形
成浓厚的创新氛围，以大数据智能化推
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社会共识。

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重庆
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
速分别为12.1%和11.2%，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新能
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18.3%，高技术产
业出口额同比增长18.5%。

淘汰落后产能
设立负面清单夯实绿色本底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我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保护长江生态
环境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
和经济发展方式。

为此，曾以重工业立市的重庆，大力
淘汰落后产能，努力调整产业结构。

2018年11月底，矗立在万州长江
公路大桥北桥头近20年的重庆三阳化
工有限公司生产厂房，被全数拆除。

这家邻近长江边的化工企业，一度
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由于存
在污染隐患，最终被叫停并进行了搬迁
改造。

万州区处于三峡库区腹地，保护好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责任尤其重
大。近年来，万州未新增1家化工企业，
并对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
全数实施了关停。

地处万州下游的云阳县，同样坚持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两年前，云阳有望招商引进一个投
资50亿元、年产值100亿元的项目，此
前已跟进了8年，但由于项目环保不过
关，最终被云阳放弃。

不仅如此，云阳还设立了产业负面
清单和禁投清单，划定投资开发禁止区
域，严禁高能耗、高污染项目落户，同时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不符合环保
政策及产能过剩行业的7家水泥企业、
20家砖瓦窑企业和42家煤矿实施关停
退出。

2019年年底，重庆市政府再发文，
成立“重庆市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制度工作领导小组”，严把市场准入
关。

据统计，最近4年，重庆累计关闭
249户落后产能烧结砖瓦企业，关闭退
出43户钢铁企业，去除钢铁产能817万
吨，去除煤炭行业过剩产能2435万吨、

水泥过剩产能245万吨。目前，全市钢
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重点
行业落后产能已全部淘汰。

做强绿色产业
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满山红叶似彩霞，彩霞年年映三
峡。”2019年11月22日，巫山红叶节如
期而至。巫山县建平乡黄岩村村民王标
笑得合不拢嘴：“去年我开农家乐，收入
30多万元，今年肯定更高。”

“过去，巫山没有大产业，经济支柱
主要是煤矿。”巫山县政府相关负责人
称，近年来，巫山深入践行“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全县32个煤矿全部关闭，
转而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

如今，巫山旅游业对全县GDP的综
合贡献率达25%以上，脆李种植规模达
到22万亩，数万名返乡村民吃上了“生
态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通过念好
“山”字经、做活“水”文章、打好“生态
牌”，巴渝大地，一大批新兴的绿色产业
正在崛起。

奉节，柑橘种植面积达到 33.5 万
亩，书写了一颗树从“养活30万人”到

“致富30万人”的产业奇迹；
丰都，围绕肉牛产业链配齐生态链，

实现绿色循环发展；
秀山，从过去的“一锰独大”，到“四

大绿色产业”齐头并进；
巫溪，建设全国知名生态人文旅游

目的地，红池坝“云中花海”“西流溪湿
地”吸引了八方游客观光游览。

……
与此同时，围绕绿色循环经济，重庆

环保产业发展迅猛。
在梁平，过去被居民拾去当柴火的

木质废家具、竹木边角料，如今被回收后
制作成木门窗，行业年产值近4000万
元。

在彭水，新落户的建筑垃圾综合处
理循环利用项目，可每年为全市节约耕
地200多亩。

数据显示，近年来，重庆环保产业年
增速达到20%左右，2019年销售收入预
计可达近1100亿元，2020年有望达到
1300亿元，环保产业从业人员超过10
万人。

既让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美景永存，
又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重庆通
过做强绿色产业，让群众收获了实实在
在的生态红利。

如今，行走在重庆，看得见山，望得
见水，自然与人文、城市与乡村，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

15029家

2019 年前三季度，重
庆科技型企业达到 15029
家 、较 2018 年 底 增 长
36.3%，新认定高新技术企
业 1462 家、较 2018 年底增
长 61.06%。

增速12.1%

2019年前三季度，重庆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为
12.1%、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增速为 11.2%，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6.9%，新能源汽车产
量同比增长 18.3%，高技术
产 业 出 口 额 同 比 增 长
18.5%。

2435万吨

最近 4 年，重庆累计关
闭249户落后产能烧结砖瓦
企业，关闭退出43户钢铁企
业，去除钢铁产能817万吨，
去 除 煤 炭 行 业 过 剩 产 能
2435 万吨、水泥过剩产能
245万吨。目前，全市钢铁、
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
璃等重点行业落后产能已
全部淘汰。

1100亿元

近年来，重庆环保产业
年增速达到 20%左右，2019
年 销 售 收 入 预 计 可 达 近
1100亿元，2020年有望达到
1300亿元，环保产业从业人
员超过10万人。

数读

发
展

2019年8月11日，梁平区屏锦镇新桥社区，重庆瑞海
竹艺有限公司编织车间工人在编织仿古灯笼。梁平区践行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先后关停了污染严重的企业
60多家。 特约摄影 刘辉

2018年6月23日，巫山县曲尺乡，脆李丰收。
李中华 摄

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2018年7月27日，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化
的生产线代替了传统的手工操作。 记者 卢越 摄

▲2019年10月22日，永川高新区凤凰湖产业园，长城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智能车间里机器人正在作
业。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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