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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区龙水镇 产城融合打造现代五金科技生态新城
北科大广州新材料研究院、数控机床智能装备产业园、八戒（大足）五金智能制造产业园等一批产业

带动性强、功能补充性优的创新示范项目引进落地；小微企业产业园、龙水湖钢材交易市场建成投用；
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GDP）170.2亿元，同比增长7.99%……

近年来，大足区龙水镇始终坚持“干”字为先，以敢于担当、冲锋陷阵、舍我其谁的使命感，紧紧围绕
“特色化、集群化、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推动五金产业发展，做优、做特、做靓中国西部五金之都，向创
新驱动要动力，加快传统五金产业智能化改造升级，持续推进产城融合。咬定目标，真抓实干，精准施策，
抢抓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发展先机，开创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开启了龙水镇建设“全市领先、全国知
名”的现代五金科技生态新城新篇章。

“产城融合”融出了发展的澎湃动能。截至去年，大足龙水镇规上工业总产值达到226亿元，增长
20.72%，增幅位居全市前列。

沿着濑溪河龙水段流域一路向前。
两岸水芙蓉朵朵竞相开放、重阳木棵棵
郁郁葱葱，飞鸟翱翔，虫鸣清幽，一派生
机盎然的景象。

“濑溪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从小我就
在濑溪河边长大，没想到儿时天天上学
路过的河流，现在风景这么秀丽。”市民
张先生站在岸边说道。

濑溪河流域秀丽风光的打造离不开
龙水镇大力进行生态环境治理。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开展环境治
理工作，龙水镇首先从工业企业清查整
治入手。

近年来，龙水镇围绕加快传统行业
绿色转型，开展“小五金”企业综合整
治。通过建立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深入
推进节能减排，推广清洁生产，培育发展
环保装备制造业，做好工业固体废弃物
的处理和综合利用，持续巩固好“小五
金”企业综合整治成效。同时，加快提升
城乡生活污水、垃圾、畜禽养殖污染无害
化处理技术，建立起城乡一体的环境保
护长效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为更好地加快散乱
污企业整治进度，龙水镇按照“引导入园
一批、就地整治一批、整合提升一批、关
停淘汰一批”总体原则和要求，创新建立
四个机制，对每一户纳入整治的企业逐
一提出相应的整治类别、整改标准、完成
时限，实现一企一档一策整治措施，避免

“一刀切”情况发生。现目前，已全面完
成1925家“小五金”企业综合整治总体
目标（其中整合提升、搬迁入园164户、
就地整改1104户、关停淘汰657户）。

与此同时，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龙水镇加快辖区重点河流的生态综合治
理工程，持续推行河长制、湖长制，规范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逐步实现污水
管网全覆盖、雨污彻底分流的目标；深入
开展水污染、大气污染防治和净土保护
攻坚行动，加大执法力度，压实企业在环
境保护与治理中的主体责任。此外，龙
水镇还积极运用环保专项资金，对辖区
污水管网缺失、结构性功能性缺陷等问
题实施建设、修复改造工程，确保辖区赖
溪河龙水段流域断面水质持续稳定达
标。

随着污染治理、资源利用、项目建设
等多方面治理体系不断实施深入。今
年，龙水镇新建成二级污水管网18公
里，促使城镇区生活污水处理率、垃圾收
运处理率达到100%；新建绿化休闲小广
场5个，实现全镇绿化覆盖面积达到455
公顷；河流的生态综合治理工程持续推
进，濑溪河龙水出境断面稳定达到地表
水Ⅲ类水质。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好生态画卷，正在龙水徐徐展开。

王静 杨晨
图片除署名外由大足区龙水镇政府提供

龙水镇，古有“昌州”之誉，今有“五金之
乡”、“中国西部五金之都”美名，历来是大足区
的工业中心、经济重镇。作为千年五金重镇，
龙水镇有着西部最大规模的专业五金市场
群，工业与商贸一直是龙水产业发展的基础。

厚植千年五金生产底蕴，龙水镇以给制
造型企业提供零部件和生产工具的“小五
金”早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传
统五金生产企业的前向和后向整合、实现传
统五金产业从原材料加工到备件供应到成
品制造的企业间战略整合、完成“小五金”向

“大五金”的转变是现目前龙水镇党委政府
正在思考与探索的方向。

为此，大足区编制《大足五金产业高质
量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5年）》，坚持存
量提升和增量引育并举，明确日用五金、工
具五金、家居五金、农机五金、建筑五金和其
他五金六大类重点发展方向及各类别的关
键环节和重点项目，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发
展目标，并从发展实际需求制定了十大专项
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五金产业的发展，为产
城融合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一方面，紧抓产业科技创新。加快传统
五金产业智能化改造。引导朗坤汽车配件、
联海机械、凯罗尔机械等90家企业实施智
能化改造，安装自动化设备450余台（套），

引导16家企业上云上平台，协助50余家企
业申报智能制造补助、创新载体奖补、高企
奖补等多项补助，获得补助奖励金额达
5000余万元。

另一方面，夯实产业基础提质。累计投
资30.5亿元，征地2000余亩，建成投用五金
文化公园、五期标准化厂房、小微企业园、龙
水湖钢材交易市场等项目，组织五金企业组
团参加境内外重点国际展会，开拓东南亚、
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兴市场，扩大
出口规模，实现行业市场竞争力明显提升。
通过完善市场基础设施，整顿市场秩序，加
快推动龙水五金市场打造成全国市场采购
贸易试点。

在大力发展工业经济的同时，龙水镇农
业也搭上发展的快车。龙水镇聚焦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围绕设施蔬菜、经济林果、规
模养殖等特色高效农业产业科学布局，因地
制宜壮大适合本土发展的特色农业产业集
群，成功引进中农竹丰、宝顶冬菜、鑫润花椒
等一批带动力强的农村产业融合体。

“目前，全镇已初步形成50余万只蛋
鸡、1万余亩水产、2400余亩雷竹、1000余
亩花椒、1300余亩花卉、1.2万亩蔬菜、6000
余亩柑橘等特色农业产业集群。”龙水镇相
关负责人介绍。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载体与基础，城市更
新在盘活低效空间，推动产业升级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近年来，大足区龙水镇着力在城
市建设上提高服务功能和承载能力，多措并
举开展一系列举措。

走进幸光社区龙海花苑，居民李女士最
近告别了房屋渗漏的日子，走在小区里心情
不错。去年，她所在的小区被纳入龙水镇老
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项目，随着改造的陆续
竣工，小区里5栋小高楼焕然一新，路面宽
阔敞亮，路灯明亮，同时新增文化休闲设施
3处，体育健身设施1处，公共活动场地1
处，极大地丰富了小区居民的业余生活。

据了解，龙水镇计划五年内对67个小
区、320栋楼栋、8042户实施改造提升，涉
及改造建筑面积约 65.95 万平方米。在
2021年，龙水镇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深入小
区摸排调查，对中和社区、花市社区等5个
社区的9个片区实施建筑主体改造和小区
内配套设施改造，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做
到了既能满足居住群众的需求，又能实现改
造后的小区20年不落后。

与此同时，龙水镇围绕城市更新后的城

市发展提质，启动龙水新城建设。新建龙水
镇人民广场、龙水文化体育公园等公共设
施，完善部分路网、给排水管网、亮化设施及
绿化种植等基础设施，城镇面貌日新月异，
城镇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同时，投资约1.2亿元，完善绿化景观提升、
电力通道建设、管网修复、五金市场市政基
础设施改造、5个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建设
等，城镇环境与城市形象明显改善。

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短板也
是龙水镇加快城乡融合，实现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今年以来龙水镇新建6条10.7公
里“四好农村路”，辖区“四好农村路”里程已
达110余公里，全镇农村公路通达率、通畅
率均达到100%；与此同时，龙水镇将镇域
内所有农村居民全部纳入“大足区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及深化脱贫攻坚户户通工
程”，现已全部实现饮用水集中供水、辖区天
然气主管网直通到家，各行政村(社区)已基
本实现电力、通讯、网络全覆盖。通过这一
系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龙水镇城乡
发展基础正不断筑牢。

千年五金以产促城

城市提质以城兴业

生态赋能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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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溯风领跑 城市向美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