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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 示范试点引领带动 打造民营经济新样板

鼓士气聚人心
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去年末召开的北碚区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今
后5年的重点工作是做好“四篇文章”，其中之一是
发展民营经济。这次会议强调，毫不动摇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落实“三个率先一个努力”要求，发挥示
范试点的引领带动作用，提高政策含金量，提升服
务精准度，鼓励引导民营企业大胆创新、放心创业、
放手创造，营造尊重企业家、支持企业家、爱护企业
家的浓厚氛围，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一轮更高水平
的大发展。

同时，这次会议在部署今后5年的主要任务时
提出，要打造民营经济示范样板。深化民营经济综
合改革示范试点，积极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
区和全国民营经济示范城市先行区。坚持内部挖
潜与外部招引并举，实施“培优育强”“招引提质”两
大行动，推动民营企业增总量、扩规模、提质效。立
足大产业、大市场，支持企业产能对接、抱团发展，
提升整体竞争力。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实施个性
化、精准化、专业化服务，加快形成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打造“亲”“清”政商关系
典范区，光明磊落同民营企业交往，既坦诚相待，又
不失脊梁，让安商亲商蔚然成风。弘扬卢作孚企业
家精神，培养造就一批优秀企业家，将企业家的创
新创造之美融入北碚城市之美。

“今天，我们在这里以专题会议的方式，对民营
经济发展做再动员、再部署、再推进，就是进一步明
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北碚新征程中，全区上
下要发挥示范试点引领作用，一如既往、坚定不移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鼓励引导民营企业大胆创
新、放心创业、放手创造，以崭新姿态走向更加广阔
的舞台。”当日民营经济发展大会上，北碚区委主要
负责人表示。这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还发布了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十条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10条真金白银的硬举措，从加强联系服务、支持企
业发展、着力破解难题、优化营商环境四个方面为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定时间描线路
促进民营经济新一轮大发展

民营经济发展大会是北碚区培育发展民营经
济的最新举措之一。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北碚区
已经为未来民营经济发展设立了目标，并制定了行
动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按照《北碚区民营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到
2025年，北碚区将率先在西部地区形成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政策措施和试点经验，营商环境达到
全国一流水平，打造民营经济示范样板。到2035
年，民营经济发展主要指标西部领先，营商环境保
持全国一流，成功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和
全国民营经济示范城市先行区。

首先，北碚区将进一步壮大民营经济发展规
模。按照规划，到2025年，北碚区市场主体突破10
万户，其中民营企业总量突破3万户。民营经济增
加值达到410亿元，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
55%；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
41%。

其次是对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到
2025年，围绕再造一个“北碚工业”主要目标，打造具

有北碚特色的民营经济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规模
以上民营工业企业总产值达470亿元；民营战略性
新兴制造业产值占规模以上民营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48%；民营数字制造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民营工业
总产值比重达62%；民营服务业增加值达180亿元。

同时，创新能力的培育是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就创新能力而言，按照规划，到2025
年，北碚区规上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区内占比达到
20%，累计建成市级及以上创新创业孵化平台25
个、新型和高端研发机构超过15家、各类科技创新基
地200个，拥有研发机构的规上民营企业比重达到
50%以上，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断健全，科技成果转
化率达到全市先进水平。

就企业自身的实力来看，按照规划，到2025
年，北碚民营科技型企业达2800家、民营高新技术
企业达200家；新培育“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微企
业60家以上；新增“四上”民营企业300家，利润总
额达75亿元；上市民营企业数量达到6家，保持全
市第一梯队。

提效能促创新
构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围绕《北碚区民营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打造
民营经济示范样板，未来几年，北碚区会有哪些大举措？

营商环境的优化方面，北碚区已经获准建设全
市营商环境创新首批试点城市。以此为契机，北碚
将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构建民营经济发展长
效服务机制，全面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持续高标准
推进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全区营商环
境达到全国一流水平。

通过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来提升民营经济发展
质量方面，北碚区将抢抓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链重塑契机，坚定不移支持民营经济和实体经济
发展壮大，持续壮大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现代服
务业，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民营经济质量效益

和核心竞争力。
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方面，北碚区将鼓励、

引导全区民营企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培优
育强”“招引提质”两大行动，内部挖潜与外部招引
并举，培育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
强的创新型领军民营企业。

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和服务水平方面，北碚区将
多措并举整合资源，加快升级集政府公共服务、市场
化服务、社会化公益服务等于一体的高效能综合服
务体系，提升服务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

此外，北碚区还将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有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
宽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合作通道和发展空间。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持续地
以最饱满的热忱，匹配最丰富的政
策资源，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对民营
经济的培育中去。

前不久，北碚区专题召开民营
经济发展大会，开启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征程。“广大民营企业
和民营企业家，都是北碚发展的功
臣！向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重大贡献的民营企业表示衷心感
谢。”会上，北碚区委主要负责人的
一席话，让在座的民营企业家备受
鼓舞。

以打造民营经济示范样板为
目标，在新的时期推动民营经济实
现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大发展，北碚
区毫不动摇、步履铿锵。

核 心 提 示

作为全市唯一的民营经济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区

4年来北碚探索出了怎样的经验？

颜宏齿轮公司自动化生产线 摄/秦廷富

链接

民营市场主体数量增速、上市民企数量，均连续
3年名列全市前茅；

民营科技型企业达到2150家，位于全市第一梯
队，民企贡献了全区70%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成果
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

民营经济生产总值占全区GDP的比重保持
50%左右，税收占全区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78.7%，
吸纳了80%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作为全市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块“试验田”，北碚
承担着为全市改革探路的任务。其民营经济发展，
一直处在聚光灯下——

2017年，北碚区根据相关指示要求，要在全市
民营经济发展中，率先研究政策、率先搞好服务、率
先实现新的增长，努力培育优秀的企业、优秀的企业
家，即“三个率先、一个努力”。

2018年，北碚区被中国企业联合会评为“营商
环境十佳城市”，被重庆市确定为全市唯一的民营经
济综合改革示范试点。

2020年，北碚区服务民企“直通车”获评重庆市
优化营商环境十佳案例。

2021年，全国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基地
在北碚揭牌。

如何才能不负众望，作为全市唯一的民营经济
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区，4年来北碚探索出了怎样的
经验，能够为兄弟区县提供怎样的借鉴？

集中一个部门“专门办”

破解遇事多头跑

一是健全机制。成立民营企业困难问题协调工
作小组，组长由区长担任，常务副组长由常务副区长
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副区长担任。

二是统一受理。在全市率先成立民营经济发展
服务局，民营企业无需多头跑，“只需进一个门”，“只
需找这一家”。

三是分级办理。一般诉求通过“抄告单”个案交
办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涉及多部门的诉求，由区民
营经济发展局组织召开协调会议研究解决。

四是闭环管理。建立线上线下两个“直通车”服
务民营企业制度，发布民营经济智能服务平台（“自己
人”APP），对诉求收集、分析、转办、办理、反馈、评价
等环节工作，作出明确要求，实现对诉求办理的全过
程管理。

选派一支队伍“专人办”

破解有难无人问

一是指定了由谁来办理。区级领导、区级部
门和园城公司主要负责人全覆盖联系服务“四
上”民营企业，民营非“四上”企业由各镇街领导
班子和机关干部全覆盖联系，园城公司领导班子
和机关干部参与所在镇街联系服务工作由镇街
统筹安排。

二是对办理时限有明确要求。区级领导、区级
部门和园城公司主要负责人应按照“首问负责”的
要求，组织区级部门协调处理企业反映的问题，5
个工作日内向企业反馈处理情况。

三是对办事干部有严格考核。对落实不力的镇
街、部门、园城公司在全区范围内进行通报。民营企
业走访情况及困难问题解决情况纳入各单位年度考
核。

形成一套方案“专线办”

破解共性问题纾解难

一是针对办事难问题，探索建立“三级四务”党
群服务体系，推进党务、政务、商务、生活服务进区—
镇街—村（社区）“三级”服务中心，形成一张由200
多个服务中心构成的庞大网络，把政府涉及企业的
政策咨询、招工等上千项服务事项送到企业门口。

二是针对上市难问题，实施企业上市“沃土计
划”，建立推动企业上市工作专班，建立专项培育机
制，为重点培育拟上市企业提供战略性股权投资。

三是针对引才难问题，制定“碚有引力”产业聚
才计划，出台促进青年人才在北碚创新创业十条措
施，出台北碚区青年人才驿站管理办法，为人才提供
就业创业指导、人才政策咨询、交流研讨等支持。

四是针对创新发展难问题，激励支持研发平台
建设，建成数十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市级中小企业
技术研发中心、市级工业和信息化重点实验室以及民
营独立法人研发机构。组织数百家民营企业“上云上
平台”，引导一批龙头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

五是针对市场拓展难题，搭建对外合作平台，为
区内企业与业内企业提供交流合作机会。充分发挥
商协会作用，与境内外商协会建立合作友好关系，开
展商协会企业交流互访，为企业对外合作搭建平台。

王彩艳 陈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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