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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访谈

□本报记者 彭瑜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
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
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构建新发展格局要迈
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作
为主城都市区同城化发展先
行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重要战略支点的江津，将有
什么新作为？近日，重庆日
报记者采访了江津区委书记
程志毅。

“‘十四五’时期，是江津
打牢现代化坚实基础的五
年，是新时代江津推动高质
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
关键五年。”程志毅表示，江
津区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深入落实市委五届
九次全会和全市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准确把握新发展阶
段，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积
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切实担
当新发展使命，突出率先建
成主城都市区同城化发展先
行区、切实发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的重要战略支点作
用、推动综合实力跃上新台
阶三大目标，实现经济行稳
致远、社会安定和谐，确保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开
好局、起好步。

一是紧扣建设重要的科
技创新基地，着力壮大高质
量发展新动能。作为西部
（重庆）科学城和重庆高新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津区将
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创新，在
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以打
造重要的科技创新基地为目
标，以建设西部（重庆）科学
城江津片区为依托，加快推
进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
园、环重庆交通大学创新生
态圈、高效智能制造产业生
态圈“一园两圈”建设，全力
打造创新主体集聚地、科技
人才成长地、科技成果转化
地，不断催生新动能、激发新
活力。

二是紧扣建设重要的先
进制造业基地，着力推动经
济提质增效升级。把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升级壮大消费品、装备

制造、汽摩、材料和智能产业等“4+1”产业集群，加快培育发展高
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
建成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消费品工业高质量集聚区。坚定不
移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发展之路，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加快建设“智慧江津”。

三是紧扣建设重要的内陆开放前沿阵地，着力向全面开放要
新空间。着力拓通道、强平台、优空间，构建“铁公水空”多式联运
体系，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高水平开
发建设江津综合保税区，协同推进重庆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和重
庆西部陆海新通道主枢纽建设，打造集大通道、大口岸、大枢纽、大
基地为一体的高能级开放平台。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做
大做强中国西部（重庆）东盟商品分拨中心、农副产品冷链分拨中
心，推进进口与出口、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

四是紧扣建设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着力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中展现新作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认真贯彻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携手川渝毗邻地区，全面抓
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协同协作、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
态环境联建联治、改革开放共促共进，加快推进泸（州）永（川）江
（津）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机制化、项目化、事项化落实，共同
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和长江经济带物流枢纽。

五是紧扣建设山水人文城市，着力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和品
质。坚持空间“同构”、城乡“同融”、产业“同链”、交通“同建”、科技

“同兴”、生态“同治”、文旅“同线”、服务“同享”，着力构建“一轴两
翼，拥江发展”的城乡空间结构和“一主两副六节点多特色”全面发
展的城镇体系。对标重庆中心城区，大力推进同城发展，全力打造
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建设
精美、环境优美、人文淳美，宜居、宜业、宜游的“三生三美三宜”都
市休闲度假旅游区、山水人文城市。

六是紧扣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着力推进乡村振
兴。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起来，完善激活

“人”“地”“钱”要素的政策举措，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发展富硒特色优势农业，做响“一江津
彩”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扩面深化农村“三变”改革，深入推动“三社”融合
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
农城乡关系。

七是紧扣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着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坚决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强化上游意识，担起上
游责任，深入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加强生态环境系统
保护修复，推进生态环境绿色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筑牢长江
上游生态屏障，让美丽与江津大地相拥、与江津发展同行。

八是紧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着力加强社会建设。
大力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扎实办好民生实
事，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大力推动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事业发展，
不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抓实防灾救灾，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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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雨）1月5日，荣
昌区举行2021年第一季度工业项目集
中开工活动，集中开工项目12个，总投
资42.2亿元。这也是该区实施“链长制”
以来，首批开工的产业链招商项目。

当日开工建设的煌上煌西部生产基
地项目，一期占地100亩、投资10亿元，
原计划2021年2月份开工建设。项目签
约后，荣昌区食品产业链工作组提供项
目专班服务，仅用3天就帮助企业完成
注册，两个月完成地勘、环评、土地平场、
土地招拍挂、厂房设计、施工许可等各项

前期工作，从签约到开工仅用了73天。
当日参与集中开工的还有金纳动力

科技、荣耀电子、洁花智能家居、仕朗智
能家居、银田汽车制造、永荣荣昌配送中
心、上重包装材料、田野生物工程、商顺
换热设备、华冠食品、开达环保科技等项
目。这12个项目总用地614亩，租赁厂
房1.9万平方米。

2020年9月，荣昌区为精准招商、精
准服务、精准发展，围绕食品、医药、陶
瓷、服饰、新材料、智能装备、电子信息、
大数据区块链、运动健康、农牧高新等10

个优势产业，确定10名区委、区政府分
管领导担任“链长”，并建立“一条产业链
条、一个区领导、一个工作专班”工作机
制，全面实施“链长制”。

根据该项制度，荣昌各产业链“链
长”不仅要牵头制定产业链发展计划、重
点难点问题处置，还要牵头负责项目招
商、项目促建、企业服务，为企业提供从
引进、建设、投产到扶持成长壮大等全生
命周期精准服务。

“链长制”实施以来，荣昌食品产业
链工作组已引进7个食品工业项目，合

同投资总额18.5亿元。截至目前，该区
已有食品生产企业157家（其中规上企
业55家），从业人员1.2万人，2020年预
计实现产值165.3亿元（规上产值 159.5
亿元），同比增长11.4%。

“‘链长制’的实施，大幅增强了我区
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已在提升
招商引资效率、提升项目促建效率和推
动产业集群发展上开始显现效果。”荣昌
区负责人表示，这次集中开工的12个工
业项目，大多都是去年第四季度新签约
的项目，开工时间比原计划普遍提前。

荣昌首批产业链招商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 （记者 白麟 通讯员
戴莹）1月4日，从涪陵页岩气田传来好
消息：元旦期间，气田焦页66#扩平台和
焦页56#平台的5口新井先后投产，每天
可新增30万立方米产量进入管网。与
此同时，国内首个页岩气重建套管重复

压裂井——焦页4HF井也获得了14.1
万立方米/天的测试产量。

今年，涪陵页岩气田要完成70亿立
方米的产量目标，任务艰巨。为确保新
年各项工作开好头、起好步，建设开发单
位提前安排部署，为完成全年产量任务

夯实基础。
焦页66#扩平台是国内首个页岩气

三层立体开发平台，为了让两口中部气层
井早日奉献产量，涪陵页岩气公司联合江
汉采油厂、安装施工单位等，克服任务重、
投产急、准备时间短等困难，细化新井投

产方案，紧密工序衔接，备足机具材料，确
保新井平台管网、电网一次性投运。

“焦页66-Z1HF井、焦页66-Z2HF
井两口新井投产，首次打通了气田中部
气层通道，对气田新的一年增储上产意
义重大，为油田‘十四五’百亿产量目标
的实现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涪陵页岩气公司采气工程项
目部主任王周杰说。

据介绍，在焦页4HF井的重复压裂
中，建设开发单位完全颠覆了原来重复
压裂理念，在国内首次开展“套中固套”
重复压裂，让老井成功“新生”。

涪陵页岩气田开年五井连开
每天可新增30万立方米产量进入管网

本报讯 （记者 苏畅）新年伊始，
潼南区双江镇万亩花椒基地有了新的

“成长计划”。1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重庆联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耕公司）获悉，今年该公司将统一规范
双江镇21个村（社区）1万亩花椒种植基
地的生产标准，为全镇花椒进入盛产期
打下坚实基础。

元旦期间，双江镇花椒种植基地
内一片繁忙景象，伴随着“咔嚓咔嚓”
的剪切声，一株株花椒树的枝头被椒
农利落地剪下。“这是椒农在对花椒树
进行剪枝摘尖，作用是让花椒枝条更
粗壮，营养积蓄更有效，以此提高花椒
坐果率。”联耕公司技术员张升平介
绍，花椒树的剪枝摘尖，是公司对双江

镇万亩花椒基地统一规范的生产标准
之一。

花椒树的枝条根数，也是联耕公
司统一规范的生产标准之一。在基地
里，花椒树多余的枝条都会被剪断，整
株树苗只保留5根左右的枝条。张升
平告诉记者，这样能让枝条均匀排布，
让花椒树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提高

挂果量。
进入新一年，基地灌排系统建设也

被提上日程。基地将修建蓄水池和排灌
沟，利用引水渠和排水沟贯通花椒田地，
给花椒生长提供充足的水分。此外，基
地还将建设生产便道、储备仓、烘干房，
为成熟后的花椒提供运输、储存、二次加
工等条件。

“过去，双江镇的椒农缺乏科学的种
植技术，花椒种植零星分散，大多靠天吃
饭，花椒产业无法形成统一的科学生产
标准。”张升平介绍，如今，双江镇万亩花
椒基地以村（社区）为单位进行管理，统
一规范的生产标准将增强花椒产业抗风
险能力。

统一规范生产标准 建设灌排系统等基础设施

潼南双江万亩花椒基地有了新年“成长计划”

□本报记者 左黎韵

1月5日，丰都工业园区，重庆上坤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坤公
司”）10万级洁净车间内一派忙碌景象，
上百名流水线工人身穿洁净服，戴着口
罩和无尘帽，正紧张有序地生产无菌医
用一次性防护服。

这个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洁
净车间于去年5月正式投产，车间洁净
度达10万级，即每立方米浮游菌数不
超过 500 个，洁净指数仅次于无菌车
间。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厚厚的防护玻
璃墙内，46岁的工人杨树军正娴熟地操
控着热合机，将一条条淡蓝色贴条紧密

“焊接”在防护服缝合处。压条是防护服
生产过程中的关键，防护服缝合处的针
眼可能成为细菌入侵的通道，压条正是
为了堵住这些针眼。在车间升级后，公
司多次组织他参加园区举办的专业培

训。“我们进行了大胆尝试，现在工人们
都用无纺布代替PE材质做为贴条原料，
并将竖纹贴条法改为了斜纹贴条法。”杨

树军说，这样生产的防护服防护力度更
强，保质期更长。

而此时的走廊上，三五个运输工则

忙着将刚赶制出的新一批防护服运送
至楼下的灭菌房，利用环氧乙烷对防护
服进行灭菌。“灭菌是防护服生产的重
要环节，但灭菌后，防护服残留的环氧
乙烷会对人体造成危害。所以，必须经
过7-14天的解析，使残留的环氧乙烷
完全释放。”上坤公司总经理杜开伦告
诉记者，解析时间无法缩短，为提高工
效，他们只能在灭菌环节想办法。通常
情况下，一件防护服大致需要24小时
灭菌，而上坤公司通过几个月的不断摸
索，将灭菌时间缩短了 1/3，实现日均
生产防护服1万件，较疫情初期提高了
一倍。

去年春节期间，上坤公司仅用7天
就建成我市当时唯一一条医用一次性防
护服生产线，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国
外疫情不断蔓延，上坤公司也尝试着将
业务由内销转为出口。

去年5月，上坤公司2000套完成收
储的一次性防护服被市政府捐赠给了日
本水户市和广岛市。此后，上坤公司又
主动对接外贸企业，将防护服陆续出口
老挝、缅甸、厄瓜多尔、哥斯达尼加等城
市。“目前，我们正在申报欧盟CE认证和
美国FDA认证，预计年内即可通过，届
时，丰都造防护服将有望登陆欧美等国
家。”杜开伦告诉记者。

重庆上坤公司：

开足马力赶制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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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骏）1月4日上午，
伴随着一声长长的鸣笛，果园港2021年首
班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出发。

本次班列共运输70小柜，货值累计
223.8万元。其中38小柜是由青海格尔木
发出的铁转铁青海纯碱，终点为广西北海；
20小柜元明粉，由四川发运而来，出口到
缅甸仰光。此外，还包括12小柜铁水联运
的膨胀剂，由四川宜宾港运抵果园港，将出
口到印度钦奈。

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在果园港实现
了周周班常态化发运，2020年共发运了63
班，3824标箱，货值4.72亿元。

▶1月4日，果园港首班西部陆海新通
道铁海联运班列正缓缓驶出。

（两江新区供图）

果园港今年首班西部陆海新通道
铁海联运班列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