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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
的。随着潼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群
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也更加强烈。

“十三五”时期，围绕“六养潼南”建
设目标，潼南区大力推动城市提升，补
短板强弱项，城市功能日趋完善，真正
让群众共享了发展成果。

交通历来是评判地方发展潜力的
重要参考指标，也是城市兴旺发达的重
要支撑。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快速崛起，位于成渝两座大城之间中心
地带的潼南，由原来的“重庆边陲”变为
了“成渝枢纽”。借此东风，潼南加速构
建起“四高三铁一江一机场”对外大通
道。

除了大通道外，潼南城市内部交通
网络也快速完善，逐渐形成了八桥横跨
城市南北的交通格局。建成产业大道、
绕城路、东滨路、金滨路、站前大道、百
米大道，升级改造国道246、国道351、
国道319，省道107、省道540、省道539
和综合换乘枢纽，全区公路总里程
5645公里，公路密度356.6公里/百平
方公里（全市平均为213公里/百平方
公里）。

潼南还着力完善与老百姓生活息
息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环保等基础
设施。潼南区人民小学现有教学班54
个，在校学生3000余名，是潼南区江北
城区的一所高品质综合性小学。近年
来，随着城区常住人口不断增加，适龄儿童入学需求
也在不断增长，为此，潼南区启动了人民小学分校的
建设，并在2019年顺利建成投用，新增教学班级36
个，容纳1800名学生就读。

“此外，潼南中学初中部建成投用，潼南区人民
医院、中医院‘创三甲’扩建项目均主体完工，城市功
能变得更加完善。”潼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不
断完善城市建成区功能外，潼南新城区建设也在加
快推进，“六横六纵”的城市交通路网已开建7条，5
条即将开建。

近日，潼南城市中最大的一块“处女地”金福坝
迎来喜讯，潼南万达广场及文旅小镇项目正式签约
落地。项目占地约800亩，将在金福坝打造成为集
休闲、购物、文化、娱乐、居住于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
体和文旅小镇，进一步丰富潼南城市功能和业态，提
升城市的品质。

“我们还在公园城市建设上下功夫，陆续有九龙
山森林公园、人民公园、时光长廊、大佛寺湿地公园、
音乐百花园等10多个公园建成或在建。”该负责人
表示，“十四五”时期，潼南将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历史机遇，加快

“两城”“两都”“两区”“两基地”建设，依托涪江山水
文旅资源，加快两桥、金福坝、金福新区等重点片区
产城景融合发展，着力提升城市品质能级，加快建设
涪江休闲旅游度假区，打造全市知名康养胜地和旅
游目的地，让“巴蜀福地·六养潼南”真正唱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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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高质量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聚焦突出问题，三大攻坚战取得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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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化工
新材料、特色消费品
等主导产业集群逐
步壮大；农业经济稳
定发展，建成国家优
势特色产业（柠檬）
集群；三大攻坚战取
得决定性成果，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逐年提
高至343天；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通过验
收，国家高新区即将
获批；“渝快办”实现
政务服务审批事项
全覆盖，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0%……

“十三五”时期，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
以来，潼南区全面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市委工作要求，坚
持从全局谋划一域、
以一域服务全局，积
极融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围绕
主城都市区“桥头
堡”城市定位，加快
建设“两城”“两都”
“两区”“两基地”，各
项事业不断取得新
进展、迈上新台阶，
“巴蜀福地·六养潼
南”以昂扬奋进的姿
态，迈上“十四五”发
展新征程。

“十三五”时期是潼南撤县设区融入主城快速
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也是潼南区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

2020年3月10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刚刚
取得阶段性成效的情况下，潼南区党政代表团前
往四川省遂宁市考察调研，两地正式签订“1+N”
合作协议，成为潼南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重大战略机遇，合力打造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
发展先行区、助推成渝中部崛起的重要里程碑。

回望潼南“十三五”发展轨迹，潼南一直在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在工业上，我们坚定不移地深入实施工业强
区战略，紧扣‘3+2’产业体系，优化产业布局，倾力
推动做大做强做优以工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潼
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三五”时期，潼南工业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共新增规上工业企业140户，规
上工业实现产值382.7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165
亿元，年增长率9%；战新产业完成产值110亿元，
是“十二五”末的11倍；高技术产业从无到有，规
模高技术工业企业达到36户，实现产值110亿元。

依托高新区“一区三园一高地”载体，形成了
智能制造、化工新材料、特色消费品3个主导产
业，培育壮大环保表面处理、绿色建筑建材2个特
色产业。

其中，智能制造产业以智能终端、智能装备为
主，笔电配套产品涵盖笔电后壳、接插件、零配件
等，已成为全市第二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共有彤
鼎电子、富鸿祥电子、正峰电子、普创长顺等规模

以上智能制造企业79家。
化工新材料产业以天然气综合利用、新材料

为主，利用天然气资源优势，以大庆油田川渝基
地、中海油西南油库等项目为带动，已形成一定规
模的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成为全国领先的天然
气能源化工示范基地。

特色消费品产业以食品工业、轻工制品为主，
汇聚了汇达柠檬、维尔美纸业、健能农业为代表的
52户特色消费品企业。

环保表面处理产业围绕表面处理全产业链，
大力发展表面工程用水清洁处理、重金属在线回
收、全域智能监控等环保产业，全区规模以上环保
科技及新材料能源企业10家。

绿色建筑建材产业则大力发展低碳环保集成
住宅、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节能新型建材、绿色装
饰材料，规模以上绿色建筑建材企业达33家。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坚持一手抓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打造经济
增长新引擎。”潼南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潼南将加快推动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着力培
育“十亿级规模企业、百亿级产业集群、千亿级高
新区”，全面推动制造业质量效益跃上新台阶。力
争到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到700亿元，
工业总产值实现1000亿元。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
验。

“十三五”时期，潼南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突出短板和问题，统筹推进三大攻坚战，
鲜明展现出守底线与守承诺的有机统一，补短
板、堵漏洞与固底板、强弱项的有机统一。

截至目前，潼南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涪江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水质，琼江
水质提升为Ⅲ类，空气质量优良天数逐年提高
至343天，整治污染地块75亩。

潼南于 2002 年被确定为市级扶贫开发重

点工作县，经历了整村推进、整村脱贫、片区
开发、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五个阶
段。2016 年 4 月，获批退出市级扶贫开发重
点县。

近年来，潼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懈怠、
不松劲，倾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尤其是在脱
贫产业发展、贫困户就业、农产品销售方面，
做好“实”字文章，出台实际举措，脱贫攻坚取
得决定性成效，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建档之
初的6.1%下降至2020年的0.06%。

在潼南区塘坝镇金山村，养虾水田一块接
着一块。近年来，潼南区将小龙虾作为脱贫攻
坚重点产业之一，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大力进

行扶持。短短几年时间，潼南小龙虾产业迅猛
发展起来，成为潼南农业的一张新名片。目
前，潼南区从事小龙虾养殖经营规模主体已有
200余家。

同时，潼南还积极建立完善产业发展与贫
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围绕七大扶贫主导产业，
贫困村和重点村发展粮油、蔬菜、柠檬、生猪、
渔业、特经、中药材等主导产业 10.26 万亩，发
挥“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的联结机制作
用，90 家区级以上龙头企业，通过土地流转、
务工就业、生产托管、资金入股、产品代销、股
权化改革、人员培训等方式带动10000余户贫
困户增收收益，投入 8000 余万元实施 55个股
权化改革项目，带动 2362 户贫困户持股分
红。培育贫困村致富带头人198人、非贫困村
致富带头人 245 人，持续带动贫困户增收致
富。

截至 2020 年，潼南区贫困村产业产值达
到 16.7 亿元，较 2014 年增长 58%，50 个贫困
村和 9 个重点村共建立主导产业和增收产业
基地300余个，规模化产业基地达9.1 万亩，实
现了村村都有规模产业覆盖的目标，拥有千亩
以上规模化产业基地的贫困村（社区）达到 30
个以上，全面消除集体经济“空壳村”，为贫困
户持续增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将认真落实中央、市委关于脱贫攻
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发挥好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
接试点区县的示范带动作用，在规划、政策、
工作、保障上做好衔接，以 8 个重点示范村和
22个综合示范村带动全域，创新创建‘小康家
园’，以乡村全面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带
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潼南区农业农村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

风驰正劲扬帆起“六养”明珠展未来潼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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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高新技术开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