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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芸

近日，沙坪坝区的青凤高科产业园内，金
康新能源汽车工厂总装车间已完成生产线的
安装、调试。记者发现，在生产线两侧，安设有
大量的条码阅读器。

“每完成一道工序，就可以通过这些条码阅
读器读入相关零部件的条码标签、工号等信息，
同步传到主机，供管理人员了解生产实时状
态。”金康新能源汽车有关负责人介绍，这里将
成为我国最先进的汽车整车“智造”车间之一，
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年产能将达到15万台套。

据了解，该工厂是沙坪坝区以信息化带动
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重点项目之
一。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继续推动传统制
造业企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迈进，力争再
建智能工厂6家、数字化车间15个，实施智能
化改造项目100个。”沙坪坝区经信委有关负
责人表示。

引入智能化设备 生产效率提升15%以上

西南药业蓝白配色的粉针剂车间内，机器
精准地将药灌装进一个个手指头大小的玻璃

药瓶。经过20多道工序后，一个个小药瓶被
密封、装盒，再被橙黄色的机器人打包装进纸
箱……整个车间内，只有几名身着白色工作服
的工作人员巡视。“20多道工序都由机器人完
成，整个车间只需要不到30名工人对生产线
进行监控。”西南药业有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第一批“重庆市智能工厂”，近年来西
南药业运用智能化手段提升生产效率：对生产
进行数据采集、监控和报警等可视化管理，引
入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完成复杂繁重的体力
劳动，整体生产效率提升15%以上。

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引入，沙坪坝区大
量像西南药业这样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尝到了
甜头，该区工业也获得快速发展。目前，该区
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133个，建成智能化工厂
6个、数字化车间16个，100余家企业进行了信
息管理系统集成建设和应用。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让沙坪
坝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显著提升。近3
年来，该区智能产业规模突破1900亿元，占规
模工业总产值73%。

积极吸引“智造”企业集聚

2月23日，沙坪坝区举行2022年“潮涌嘉

陵”招商季集中签约活动。“签约的制造业项目
中，都将积极推行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两化’融
合。”沙坪坝区招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准备落户沙坪坝的昆山健博智能装备研
发生产基地项目，将重点研发、生产深海探
测机器人；百誉登精密零部件研发生产基地
项目，利用自主研发的MES智能系统，实现
镁铝合金零部件从设计、生产、仓储等的智
能化研发、生产、管理；西迪齿轮精密生产基
地，则通过全程化引入智能化设备，提升产
品精密度，其相关产品将应用于汽车、航舶
等领域……

“近年来，我们在招商引资时，重点关注具
有‘智造’能力，能实现数字化与智能化‘两化’
融合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企业，为沙坪
坝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该负责人
表示。

“智造”将进一步提速

根据规划，未来沙坪坝将继续通过“两化”
融合，推动传统工业大区向“智造”强区转型。

“十四五”期间，该区将进一步实施大数据
智能化科技赋能工程：引导企业更新数字化装
备或利用智能化技术改造非数字化装备，加快

装备、生产线、车间和工厂向自动化数字化迈
进；提升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给能力，加快工
业机器人、数控机床、工业软件等关键软硬件
产品开发和部署应用；增加智能制造相关技
术、标准、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本地供给；打造

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主动适应“智能工厂+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制造业发展趋势。到
2025年，该区将力争建成智能工厂6家、数字
化车间15个，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100个以
上。

通过“两化”融合向“智造”强区转化
“十四五”沙坪坝将实施100个智能化改造项目

□本报记者 陈维灯

春光明媚，江水环绕的广阳岛草木葱茏，
飞鸟翱翔。

三三两两的市民，或徜徉于雁鸭湖畔，
或陶醉于盛开的油菜花田，或缓步于环岛步
道……春日的广阳岛，草长莺飞、风景宜人。

这是3月3日记者在“奋进新征程 建功
新时代”大型主题采访中，现场见到的景象。

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广阳岛正以
蓝天白云、清水绿岸、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描
绘着重庆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生态和谐画卷。

生态修复
广阳岛生物多样性明显提升

十多年前，面积约10平方公里的广阳岛，
大部分地块被规划为高档居住商业用地，拟规
划总建筑面积一度达到300万平方米。

大开发让岛内自然人文本底遭到严重破
坏。痛定思痛，2017年8月，广阳岛上所有开
发项目被叫停。

经过生态修复，如今的广阳岛上植物已恢
复到594种，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修复后
的广阳岛亲水、亲自然的场景随处可见，引来
了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和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隼、短耳鸮、白琵鹭等在
内的452种动物在此觅食休憩。

“我们积极探索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岛
2/3面积以自然恢复为主，注重‘轻梳理、浅介
入’，结合坡岸、消落带治理建设的环岛11公里
长的‘183滨江步道’，成为最美生态步道。”雁鸭
湖畔，看着鸟儿与游人和谐共处的画面，中国建
筑设计研究院驻广阳岛生态修复项目设计总监
张景华介绍，传承岛上的机场、农场、训练场基
因，设计团队创新应用“护山、理水、营林、疏田、
清湖、丰草”六大策略，建成上坝森林、高峰梯

田、山顶人家、油菜花田、粉黛草田、胜利草场等
生态修复示范地和“鱼场”“鸟场”“牧场”等栖息
地，生物多样性明显改善。

不仅如此，广阳岛聚焦绿色低碳循环，同
步建设清洁能源、生态化供排水、固废循环利
用、绿色交通等高品质生态设施，融合高品质
绿色建筑，整体修复了全岛大开发遗留痕迹，
成为生动表达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
的生态大课堂，如今已对市民预约开放。

品质提升
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态体验

眼下，正是广阳岛上油菜花大面积盛开的
时节，300多亩芬芳怡人的油菜花，吸引着人们
纷至沓来。

令人惊奇的是，虽临近惊蛰，广阳岛上的
红梅花却依旧傲然绽放。与此同时，岛上的桃
花、李花也已含苞待放。

蜂拥而至的市民，对广阳岛的配套服务设
施等提出了更高要求。老鹰茶渡一侧，罗文萍
负责的小摊前座无虚席，“人太多了，一天销售
额超过5000元。”

设置于机场跑道上的“广阳小铺”是一台移
动售货车，“这里没地方坐，销售情况差一点，但
一天也超过2000元。”工作人员刘祖兰介绍。

“广阳小铺”一侧，还摆放着诸多即将启用
的小摊位。“这些售卖点，都是我们根据市民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在春节后增加的。”张景华介
绍，除了售卖点，岛上还增加了休息座椅、移动
公厕等设施设备。“机场跑道上即将启用的小
摊位，是计划开设的‘周末集市’，将成为各区
县农特产品、非遗产品的展示和销售平台。”

金黄色的油菜花田里，一座古朴的建筑坐
落其间，木柱竹墙的吊脚楼风格，与周围的田
园风光融为一体。

“这是中国美院设计的‘芒种驿站’，是生

态修复二期中打造的。”张景华介绍，“芒种驿
站”除了能为游客提供休息、饮食等服务外，
也是一个展示传统农耕文化的场所。“旁边的
猪圈里还养着货真价实的荣昌猪呢！”张景华
说。

“目前，广阳岛生态修复主体已基本完工，
如何提升广阳岛的品质，在保护广阳岛生态的
前提下，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态体验，是我们目
前努力的方向。”张景华如是说。

科普教育
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

春风拂面，许多市民在醉心于广阳岛的美

景时，也发现无论是在雁鸭湖畔还是油菜花田
附近，都安放着许多展示牌。这些展示牌有何
用途呢？

“广阳岛修复保护的理念和技术，和岛上
众多的动植物资源，决定了广阳岛是一个对大
众进行科普教育的好地方。”张景华不无感慨
地说，“修复之前，大开发在这里留下了硬质铺
装和市政化种植，使消落带生态系统受到破
坏。”

广阳岛的消落带生态系统修复，主要运
用“营林、丰草”两大策略，通过“固土、扶野、
搭窝”等具体措施，修复水中芦苇、牛鞭草、狗
牙根群落，与江边天然石梁、沟壑共同构成鱼
类的多样化生境和白鹭、苍鹭等鸟类的栖息
地。

“通过展示牌，人们可以了解到很多广阳
岛生态修复过程中的生态理念和技术，让人们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理
解和认识。”张景华表示，除此之外，对岛上动
植物进行介绍也是展示牌的重要内容之一。

周末的广阳岛上还时常能见到很多小学
生。来到广阳岛后，大部分孩子都会收敛嬉闹
追逐的天性，认真地观察岛上的一草一木。

“这也是我们科普活动的内容之一。目前
广阳岛已接待了30余所在渝高校的师生前来
实践学习。”张景华表示，接下来，广阳岛会与
更多中小学开展合作，让更多孩子到岛上来，
走进自然、亲近自然，了解广阳岛的前世今生，
了解我们成长和生活的家园。

生态优先
广阳岛绿色发展示范效应逐步显现

春风里，红梅花吐露芬芳。许多人都被这
春日奇景所吸引，驻足观看或拍照留念。

不远处，广阳岛国际会议中心正抓紧施
工，长江书院、长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也将于
今年完成主体施工。

如今的广阳岛，是全国35个“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之一，先后承办
2020、2021英才大会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英
才论坛、2021生态保护修复创新实践论坛、
2021智博会智慧生态论坛等重要活动。

待广阳岛国际会议中心、长江书院、长江
生态文明干部学院等设施投用，广阳岛将迎来
更多四海宾客。

“仅3月份，我们就有300多场生态团建活
动的预约。”张景华介绍，无论是农事体验，还
是生态研学活动，都是在坚持生态优先的前提
下，对广阳岛绿色发展的进一步探索。

这几天，52个蜂箱被安置在了油菜花田、
“芒种驿站”周围。无数蜜蜂往返于油菜花田
和蜂箱之间，辛劳采蜜。

“我们来自石柱，广阳岛联系了我们，让我
们带着蜂箱过来。”陈亚梅是石柱有名的养蜂
人，带动了石柱11个乡镇的村民养蜂致富，

“听说岛上不仅有油菜花，还有桃花、李花、柑
橘花……估计这一年我们都要待在这儿。”

52箱蜜蜂登岛，其实是广阳岛全面推进生
态+农业、文化、旅游、体育、智慧、教育有机融
合，加快发展“吃住行游购娱”产业的一种探
索。

“我们在岛上发展农林牧副渔药，全年轮
种水稻、油菜、高粱等农作物，生产蜂蜜、菜
油、橙汁等农副产品，探索三产带动一产、文
化内涵提升农产品价值、场景体验带动在地
化消费、文创复活传统产业的农文旅发展模
式。”张景华介绍，在生态+农业等 6个“生
态+”的带动下，广阳岛绿色发展示范效应已
逐步显现。

生态修复主体基本完工，高校师生实践学习蜂拥上岛，生态团建活动预约电话不断

广阳岛成市民生态体验大课堂

□本报记者 陈维灯

3月春光灿烂，苦竹溪生态公园内，人们
在草地上散步、赏花、晒太阳、放风筝……这样
的情形，也在广阳岛、茵畔苦溪公园等广阳湾
智创生态城的众多公园上演。

这幅惬意的休闲图景，得益于广阳岛片区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不断推进，广阳湾智
创生态城逐渐构建起“产、城、景、人”和谐共进
的城乡空间格局。

近年来，南岸区、重庆经开区高质量创建
广阳湾智创生态城，紧扣“长江风景眼、重庆生
态岛”定位，厚植绿色生态本底，以广阳岛为生
态岛、牛头山为活力心，以铜锣、明月两山为绿
屏，形成“一岛一心两屏多廊”的连贯韧性网络

化生态空间，统筹城市建设与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加强国土空间“三线一单”管控，建
立完善生态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和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系统开展生态保护
和生态修复，有序迁建不符合区域功能定位项
目。

不仅如此，南岸区还组织实施“一山一湖
两路两河”、茶园大道等生态修复工程，严格落
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3条控制线
管制要求；建立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同步构建
涵盖绿色建造、生态修复、绿色智慧道路的64
项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绘制分区分级管控图，
制定管控办法。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格执行土地使用标

准，是广阳湾智创生态城的发展底线。广阳湾
智创生态城按照城市设计和控规优化需要，编
制综合交通、生态环境、水系统、能源、市政设
施及管线、产业发展、智慧城市、乡村振兴、人
才住房、竖向城市、TOD体系等11个专项规
划和1个规划建设导则，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绿色转型，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
体系。

广阳湾智创生态城将力争在 2030 年，
率先实现碳达峰，碳排放量稳中有降，碳中
和水平不断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极富成效，绿色低碳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到 2035 年，广阳湾智创生态城影响力和竞
争力全面提升，创建全国有影响的零碳示范
区。

64项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支撑广阳湾智创生态城绘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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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沙坪坝的西南药业智能化车间。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生态修复

作为全国35个“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之一，广阳岛上植物已恢复到
594 种，植被覆盖率达 90%以
上，引来452种动物觅食休憩

生态体验

即将开放的“周末集市”将
展销各区县特产，“芒种驿站”
为游客提供休憩场所并展示农
耕文化

生态科普

通过广阳岛各处的展示
牌，人们可以了解到广阳岛生
态修复过程，让人们对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有更深刻的理解和
认识

生态效应

在生态+农业等 6 个“生
态+”的带动下，广阳岛绿色发
展示范效应已逐步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