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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1〕16号补遗
各潜在竞买人：
我单位委托南川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就2021年10月9日发布的“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公开出让公告”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1〕16号，现将地块公告时间作如下调整：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10月21日其他内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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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内容

水江组团GY09-07/03地块出让年限为50年

更正后内容

水江组团GY09-07/03地块出让年限为40年

主持人：

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
访谈嘉宾：

市发改委主任 董建国
市经信委主任 蓝庆华
万州区区长 聂红焰
垫江县委书记 毛 平
巫溪县委书记 李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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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 李梦妮聚焦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高质量发展

10月20日，渝东北三峡库
区城镇群工作座谈会召开。会
议提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
局，探索生态优先新路子，打造
绿色发展升级版，更加注重区
域协同，更好实现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有机统一。

我市将如何打造渝东北
三峡库区城镇群绿色发展升
级版？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
群各区县将如何学好用好
“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
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10月22日，重庆
日报记者邀请相关部门和区
县负责人做客重报圆桌会进
行探讨。

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

重庆日报：我市将如何因势利导，
紧跟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变化，
推动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产业绿色
化、集约化、智能化发展，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

蓝庆华：按照市委、市政府对渝东
北三峡库区城镇群“生态优先当示范、
绿色发展当标杆”的总体要求，我们将
通过优化绿色产业发展布局、推进绿色
产业集群发展、完善创新服务支撑体系
以及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渝东北
三峡库区城镇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

我们将引导渝东北各区县打好
“生态牌”“绿色牌”和“三峡牌”，大力
发展生态资源转化型、资源环境友好
型绿色制造业，切实将生态资源优势
转化成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比如，依
托渝东北生态资源富集的优势，发展
现代中药、中药饮片、保健食品、粮油
食品、肉食制品、果蔬饮料、农特产品
等生态资源加工业；再如，以发展资源
消耗低、环境影响小、物流不敏感的加
工制造为导向，支持各区县因地制宜
引进培育电子器件、智能终端、轻纺服
装、特色轻工等优势产业，夯实绿色制
造产业基础。

同时，我们将坚持产业兴园、特色
立园，支持每个园区重点推进1-3个成
长性能优、支撑带动强、个性鲜明突出
的细分领域绿色产业发展，培育形成新
的经济增长点和骨干支柱产业，重点支
持万州照明电气、开州智能家居、云阳
广告材料、垫江装配式建筑、梁平生态
塑料、忠县绿色建材、丰都肉食制品、奉
节眼镜、城口中药材等绿色产业集聚集

群发展。
我们还将支持万州、开州、梁平、垫

江等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区县，集中规
划建设一批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产业
孵化园和中小企业生态家园，以科技型
中小企业发展为重点，推进大中小企业
融通发展，做大市场经济主体总量和规
模。支持渝东北区县建设一批智能工
厂、数字化车间等，着力推进资源循环
利用、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改造提升一
批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绿色园区、绿色
工厂、绿色产品和绿色供应链，推进制
造业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转型发展。

因地制宜打造绿色产业升级版

重庆日报：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
各区县如何因地制宜发展绿色产业，推
动农业上规模提品质、工业抓特色抓配
套，文旅业做靓“大三峡”打造“升级
版”？

聂红焰：万州区将通过培育壮大特
色优势产业，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合作经济，加快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努力在探索产业生态化、生态产
业化新路上走在前、出经验。

具体来说，就是用好万州绿色智
造赋能中心，推进实施传统产业智能
化、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发展壮
大绿色照明、智能装备、食品医药、汽
车、新材料等五大重点产业，加快形成
百亿级产业集群，打造长江上游绿色
制造基地，做大智能循环型工业；聚力
38个镇乡持续推进“双百亿”工程，依
托三峡山地特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赋
能现代农业发展，打响“三峡系”农产
品品牌，加快形成经果林、生态猪百亿
级全产业链集群，做优现代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通过打造特色消费集聚区、
渝东北千亿级市场集聚区，大力发展
集散融合型文化旅游业、休闲养生型
大健康业和功能共享型金融业，做强
现代服务业。

毛平：垫江紧邻重庆主城都市区，
有近千平方公里适宜工业化、城镇化建
设的浅丘地带。我们将充分发挥垫江
区位、交通、资源、产业优势，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发展绿色经济，不断提升产业
发展的含绿量、含新量、含金量。

我们将坚定把绿色制造业作为垫
江发展的胜负手，加快融入两江新区—
长寿—涪陵—垫江万亿级先进制造业
集聚区，重点打造智能装备、生物医药、
新材料、消费品等特色产业，积极培育
建设数字车间、智能工厂和绿色园区，
有力有序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努力建
设国家级数字经济应用示范高地、千亿
工业承载地。

同时，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和绿色服
务业着力建设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
产基地、国家级优质粮油示范基地、国
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加快渝
东农贸城、渝东汽贸城和电商物流园，
以及大垫丰武高速和广垫忠黔、长垫梁
开货运铁路等对外通道建设，全力打造
区域性商贸物流基地，以大物流、大通
道带动产业大发展。

李卫东：巫溪要用好人文和生态两
个“宝贝”，打造绿色产业升级版。在大
力培育旅游业为第一支柱产业的同时，
一体推进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绿色
工业、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

“旅为龙头，农为基础。”巫溪将打
好人文历史、休闲度假、宁河画廊、科考
探险、美丽乡村五张牌，实现全域生态
化、景区品牌化、城区景区化、乡镇景点

化、乡村田园化目标，大力建设红池坝、
大宁古城等重点景区，全面融入长江三
峡国际黄金旅游带建设，协同打好“大
三峡牌”。同时，按照“小规模、多品种、
高品质、好价钱”发展方向优化农业生
产布局，培育壮大巫溪马铃薯、巫溪冬
桃、巫溪晚李等特色农业，协同打造大
三峡区域生态绿色产品公共品牌。

工业方面，巫溪将推动清洁能源、
环保建材、生物医药等绿色工业高质量
发展，打造全市重要清洁能源、绿色食
品深加工、中药制药、教育装备基地。
同时，坚持现代服务业为引擎，打造渝
陕鄂川边贸物流中心，渝陕鄂川边区医
疗卫生高地、休闲康养基地。

深入推进区域板块协同联动

重庆日报：深入推动渝东北三峡库
区城镇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更加注
重协同发展。我市将如何通过促进区
域板块协同联动，增强渝东北三峡库区
城镇群区域发展的竞争力？

董建国：一年来，通过推动渝东北、
川东北地区一体化发展，加快跨区域合
作平台建设，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区
域协调发展态势进一步增强。目前，万
达开川渝统筹示范区年度43项重点工
作有序推进，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
设全面启动、总体方案已经市政府审议
通过。万开云同城化发展方案已制定
实施，万州至开州南雅高速、万云滨江
快速路等标志性项目全面推进，“三峡
库心·长江盆景”正加快建设。进一步
深化了区县对口协作，江津·开州产业
合作示范园等6个协作园区已挂牌运
行。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按照“+生

态”“生态+”谋发展，打好“三峡牌”、建
好“城镇群”，深入实施长江上游重要生
态屏障打造、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长江
绿色经济走廊建设、乡村振兴持续发
力、“江城”特色城镇化发展、内外开放
联动等六大行动，抓好规划引领、政策
扶持、项目调度和监测评估，不断探索
三峡绿色发展新模式。

具体到深入推进区域板块协同联
动方面，我们将坚持一体化规划、组团
式发展、协同性建设，加快构建中心城
市带动、沿江城市互动、功能板块联动
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全面融
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川渝
毗邻地区功能平台建设，加强规划、政
策、项目统筹，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
生态环保等领域探索利益共享机制，打
造川渝统筹发展试点示范。推动万开
云、“三峡库心·长江盆景”、长江三峡

“黄金三角”等跨区域合作平台建设，积
极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创新
区县合作新模式。用好用活“一区”对
口协同帮扶资源，探索开展科研攻关、
成果转化、景区园区共建和产业链共同
打造等深层次合作。

聂红焰：万州区将坚持一体化规
划、组团式发展、协同性建设，主动融入
和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
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

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上，万州将深
入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规划纲要》，聚焦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
示范区创建、万开云同城化发展、两江
新区对口协同发展，加快推动万达开
43个年度重大合作项目、万开云39个
年度重大项目事项、对口协同36项年
度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建好两江数字经
济产业园万州园、川渝东出智慧物流港
等一批协作平台、功能载体，推动区域
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同时，坚持规划同图、发展同向，优
化“一廊三核六组团”城市空间布局，推
动城市向东向北发展，高品质规划建设
高铁片区、江湾片区等城市新区，加快
提升城市发展能级，打造巴渝特色品质
江城，协同建好万开云中心城市和沿江
城镇带，推动城市相向发展。

更好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

打好三张“牌”打造绿色发展升级版

□本报记者 彭瑜

10月1日，位于忠县滨江路的三
峡留城·忠州老街国庆集市火热开市，
手工技艺、非遗美食、文创产品等齐齐
亮相，引来众多市民和游客。

“三峡留城·忠州老街”是巴蔓子刎
首留城之地，也是三峡库区留下的唯一
一座旧貌原址的半淹县城。多年来，老
街内建筑老旧破败、配套设施老化残缺、
违章搭建严重，是当地出名的“脏乱差”。

去年，忠县推进“三峡留城·忠州
老街”项目打造，推动文旅融合，唤起
了老街新生。市民们都说，“忠州老街
回来了！”

老城新面貌

忠州老街约0.4平方公里，居住有
1.3万余人。忠县住房和城乡建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老街的老建筑、老院落残
缺破败，改建、新建及周边区域开发建
设杂乱无序，街巷水泥路、石板路、石块
路、地砖路等路面铺设风格各异；消防
设施、管线管网等配套设施破旧；绿化
缺乏维护、违章搭建严重，街区风貌混
杂。既影响城市形象，也影响老街原住
居民生活品质。

去年，忠县借助城市更新和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契机，启动实施“三峡留
城·忠州老街”项目，坚持整体保护、不

大拆大建、修旧如旧，重点改造完善小
区配套和市政基础设施，优化老城空
间结构，充分融入历史文化元素，对年
代久远的建筑物进行规范整治，采用
微改造，实现忠州老街的保护性改造
和更新。

如今的忠州老街，路面是现代工艺
铺就老石板路，街面窗户的防盗网拆除
了，消防通道通了、消防栓有了，还新增
了地下管道，完善了地下雨水污水排水
系统；半空中电缆形成的“蜘蛛网”没
了，店招店牌也进行了统一规范。

“出门、进屋就是花的世界。”79岁
的黄仲直说，现在，家附近的垃圾进了垃
圾箱，杂草、零散小灌木变成了园林植
物，街道还把盆景花卉还送到居民家。

老街新场景

忠州老街有近千年历史的东门城
墙，临江岩摩崖石刻、龙家院子、苏家
梯子、大府邸、饶家院子等文物古遗迹
和传统古建筑，以及数量众多的传统
四合院民居。

按照“三峡库心·长江盆景”的规
划和定位，“三峡留城·忠州老街”以整
体保护与老街复兴为前提，全面挖掘
整理文化遗存，还原历史文化空间和
业态，再现三峡原生态生活场景和市
民生活变迁历程。

此外，老街的东门城墙，是目前重

庆仅存的两处明城墙之一，如今也得
以修缮。与此同时，临江岩摩崖石刻、
龙家院子、苏家梯子、大府邸、饶家院
子等也得到了修缮和保护。同时，这
里还新建了忠州展览馆，集中展示老
街所蕴含的“忠”文化、“汉阙文化”及
三峡移民历史。

汉阙是汉代的一种石质建筑，有
“石质汉书”之称，是研究我国汉代建
筑的重要实物。目前，我国现存相对
完整的汉阙30余处，忠县拥有4处，素
有“中国汉阙之乡”的美誉。在“三峡
留城·忠州老街”入口，忠县建起了忠
州汉阙广场，按1∶1比例复原展示了
全国9处汉阙。

通过挖掘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
厚重的老街节点呼之欲出，文化有了
新生命。

创意新商机

70岁的秦文兵，家住忠州老街，现在
在“三峡留城·忠州老街”项目工地做饭。
老人说，等老街游客多了，他就开个餐馆。

对忠州老街同样充满信心的还有
康七烤鱼老板康顺勇。老康在这里10
多年了，当初老街人行道、路灯都没
有，“现在成了旅游景区，生意肯定越
来越红火。”

“既是承载城市历史记忆的载体，
也是丰富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
忠县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微改造”，
忠州老街完善了东坡路文化体验带和
入口形象区、文化商业街区、住宅风貌
控制区、诗意园林休闲区等四大功能
区，努力建设具有文化旅游价值、艺术
美学价值、游憩娱乐价值、涵养居住价
值等多重价值融合发展的旅游目的
地。在单一业态基础上引入特色商
业、特色餐饮、文化展示、民宿客栈、服
务配套等五大业态。

比如重庆北仓文化创意集团有限
公司投资5亿元，参与“三峡留城·忠州
老街”项目建设，推进川剧团、非遗文
化馆、民宿、物业等项目打造。

据透露，“三峡留城·忠州老街”将
于今年底建成开街。

文旅融合助忠县留下老街记忆

□本报记者 左黎韵

加工车间里，流水生产线实现全程
机械化操作，一枚枚新鲜的鸡蛋经过全
自动清洗、杀菌、照灯、打蜡等十多道工
序后，打包装箱，直接运往商超销售。
这是10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在丰都
县德青源蛋鸡饲养场看到的一幕。这
是该公司首个全自动生产加工车间，每
小时可处理鲜鸡蛋5-6万枚。

近年来，丰都县坚持“龙头带产业，
促振兴”，围绕蛋肉鸡、肉牛、生猪等现
代畜禽产业精准发力，加快构建300亿
级现代畜禽产业基地，推动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

龙头引领 产业规模化发展

德青源蛋鸡养殖区域实行全封闭
式管理，记者通过中央控制区的大屏幕
看到，一只只白羽红冠的蛋鸡正悠闲地
喝水、啄食。饲料、净水被自动喂料机
均匀投喂至笼中，鸡蛋、粪便则被传送
带分别运送至包装车间和制肥厂，整个
过程有条不紊。

德青源是我国著名的鸡蛋品牌，目
前，其在北京的品牌鸡蛋市场占有率已
高达68%。早在2016年，丰都便引入
了德青源公司，建设存栏240万只蛋鸡
的金鸡产业扶贫项目。

“蛋鸡养殖本就是丰都的传统产

业，但过去大多是散户养殖，科技含量
不高，效益较低。引入德青源后，蛋鸡
产业实现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产业抗风险能力也大幅提升。”丰都县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以龙头为引领，丰都不断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除德青源外，当地还先后引
入恒都、华裕、重庆农投等龙头企业，形
成以蛋肉鸡、肉牛、生猪等为主的现代
畜禽产业。预计今年，全县将实现肉牛
出栏9万头，蛋种鸡、蛋鸡存栏80万羽、
300万羽，肉鸡出栏800万羽，生猪出
栏48万头以上。

围绕产业链 做优特色产业

在位于丰都工业园区的华裕蛋鸡
孵化中心，一台好似大转盘的免疫注射
设备吸引了记者注意，只见工作人员将
鸡苗挨个套入盘中，转盘转动一周，鸡
苗便完成自动断喙与免疫注射。“这是
我们从国外引进的免疫设备，每台机器
每小时可为6000羽至8000羽鸡苗进
行断喙，比起人工断喙，设备能减轻断
喙对鸡只造成的应激反应，还可有效提
高雏鸡的生产性能。”华裕蛋鸡孵化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丰都德青源蛋鸡饲养场满栏后，将
达到蛋鸡存栏量240万羽（其中青年鸡
60 万，产蛋鸡 180 万），平均算来，每年
就需要150万羽雏鸡苗。而华裕丰都

孵化中心可为其提供优质、稳定的雏鸡
苗来源。

以龙头企业为支撑，丰都不断引
入上下游企业，让畜禽产业由单一养
殖向育种、屠宰、加工等全产业链条延
伸。以蛋肉鸡产业为例，目前，依托德
清源、华裕和温氏三大国家级农业龙
头企业，丰都便实现子蛋种鸡养殖，蛋
鸡孵化、蛋肉鸡养殖“一站式”供应链
条，成为我市鸡禽养殖行业中，拥有最
完备产业链条，且现代化程度最高的
区县。

通过延长、优化农业产业链，今年
上半年，全县农业增加值14.53亿元，增
速7.1%。

联农带农 共享产业成果

这段时间，包鸾镇飞仙洞村的肉牛
养殖户张林葱有点忙，他饲养的400余
头肉牛已进入最后育肥阶段。“再过几
个月，肉牛就要出栏，预计年利润在
100万元左右。”

依托恒都集团，丰都建立起“公
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合作发展模
式，推出了能繁母牛代养计划。作为集
团合作农户的张林葱不仅免费领回了
30余头能繁母牛，还享受到技术培训、
饲料供应等后续服务。

这只是丰都县依托龙头企业，联农
带农的一个缩影。订单收购、合作经
营、入股分红……通过建立多种利益联
结机制，龙头企业与农户抱团发展，共
同抵抗市场风险，在助力农产业提质增
效的同时，也让农户尝到甜头。

截至目前，丰都培育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80
家。去年，农户人居年纯收入增加至
1.5万余元，比3年前增加了一倍。

“我们还将在人才引进、平台建
设，机制创新等方面下功夫，利用好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一区两群’
协调发展政策支撑，加快推进进口牛
肉精深加工厂、西南地区最大蛋鸡良
种繁育中心等项目建设，在农业农村
现代化上开好局起好步。”丰都县相关
负责人说。

丰都推动山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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