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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更高质量的产城融合发展，目前，
广阳湾智创生态城从提升城市品质入手，
展开了大刀阔斧的城市改造提升工程。

其中，上文提到的银湖村，城乡融合示
范区建设项目已经启动。乡村环境整治、
接装燃气、治理湖塘、修建城乡融合示范中
心，该项目的投资，将超过两亿元。

包括银湖村在内的一批村落，正在实
施乡村建设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农耕体验、
健康养老、特色民宿等新业态，这里将成为
市民休闲观光的都市“后花园”。

茶园大道，通过生态修复及景观提升已

全面焕新。苦竹溪，正启动实施投资约23
亿元的生态修复及景观提升工程，建设内容
包括水资源、水治理、园林景观、综合治理、
水环境、水生态、水文化等。

广阳大道生态修复及景观提升工程，总投
资18.9亿元，现正推进沿线土石方开挖、新建
苦溪河大桥、港口大道及干部学院路段施工，总
体形象进度完成至19%；峡口镇城市更新项
目，现正在推进外立面整治、温家溪公园、江滨
公园等施工，总体形象进度完成至35%……

与此同时，广阳湾智创生态城城市展
厅·迎龙小院、通江新城中小学、广阳湾大
桥、通江立交、长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广

阳岛国际会议中心等一大批重点项目如火
如荼，不少项目超过预定进度。

城市交通网络上，广阳湾智创生态城
正在进一步提升密度。城市道路方面，整
个重庆经开区规划道路总长约454.6公里，
规划路网密度为5.6公里/平方公里。截至
2021年10月，城市道路已建成约190.4公
里，建成率约 42%。轨道交通方面，至
2035年，重庆经开区及生态城片区共涉及
5条轨道线路，全长约56.6公里，全部建成
后，轨道交通密度居全市前列。

城市管理上，广阳湾智创生态城更是
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的典范。重庆经开区从

数字城市“规、建、管、维”几个方面出发，综
合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将城
市生长过程中各类多源异构数据进行标准
化、数字化、生态化，实现数据成果的传递
和增值，形成城市数据资产，与基础功能服
务平台进行融合，畅通各部门业务壁垒，打
造了广阳湾智创生态城数字沙盘系统、智
慧工地监管平台、工业园区智慧环境综合
管理系统等三大规建管生态一体化平台。

这些平台如何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以智
慧环境综合管理系统为例，该系统通过视频监
控、在线监测、实时预警、智慧调度、统计分析
等线上功能及环保管家专业监管、专业指导、
专业决策等线下服务，及时发现、处理、跟踪问
题，并自动生产周报、月报，达到了全程管理可
视化、数字化、智慧化，提高了环保监管效率。

广阳湾智创生态城
产业与城市有机融合 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
位于广阳湾智创生态城的茶园美林路，鳞次栉比的高楼，沐浴在初夏明媚的阳光里。
以前，由于附近没有工业园区或写字楼，缺少就业机会，这里一直是冷冷清清，了无生气。
不过，一个名为重庆莱福智慧医疗产业园的项目建成后，这里将迎来一场巨变。该项目占地近百亩，建筑面积超10万平方米，将打造成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智慧医疗产业集群示范基地。未来，上万个高收入的就业岗位将有望在这里诞生，从而带动周边经济，真正盘活一个区域。
区域发展，是产业和城市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过程。城市，为产业发展创造优良环境，吸引人才。产业，为城市发展输入动力，提供资

金。
广阳湾智创生态城如何推进产城融合发展？作为其建设主体的重庆经开区有哪些独特的做法，成效如何，下一步还有哪些重大项目和重

大举措？一起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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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于城市发展所创造的良好环境，广
阳湾智创生态城乘势而上，正抓紧搭建平
台，八方引入资源，通过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培育新兴产业“两手抓”，壮大产业规
模，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质量。

就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而言，目前，广阳湾
智创生态城正以创建全市首个零碳示范区为
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绿色制造、高端制造转
型，做大做强医疗器械等大健康产业，加快工
业企业、园区循环式改造，打造先进制造业强
区。依托广阳湾生态总部基地建设，加快碳
中和产业链布局建设，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
业，全面增强经济发展绿色动能。

为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重庆市
碳捕集与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已经在广阳湾智创
生态城建成投用。该中心围绕碳达峰、碳中和

“双碳”目标，拟打造1个总部4个中心。到
2024年，这里将建设成为国内领先的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技术研究机构和中试试验基地。

大数据智能化，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必
然之路。广阳湾智创生态城以大数据智能制
造为引领，借助5G技术对区内工业企业进行
智能改造，加速工业智能制造。截至目前，广阳湾智
创生态城已经建成迪马、机床集团等23个数字化车
间，盟讯电子、桐君阁药厂、隆鑫机车3个智能工厂，入
库智能化改造项目135个。

用大数据智能化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而大
数据智能化自身，也成为一个新的产业门类，叫做数
字经济，它是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数据中心，是广阳湾智创生态城数字经济的
一大亮点。今年2月，成渝地区等8地获准启动建
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而重庆经开区，是重庆数
据产业集群的起步区之一。在这里，已经汇聚了
一批重量级的数字企业和数字产业集聚地。

例如，广联达智慧生态城市总部基地项目落成后，
将推动重庆城市智慧生态建设，数字化转型升级效益
倍增，预计项目五年后产值达40亿元。通过数字化技
术等手段，促进城市建设生产水平提升15%，数字化转
型将促进重庆城市建设产值增加1000亿元。

再如，京东探索研究院超算中心集群算力可达
21.33Pflops，算力排名可达全球前30以内，江南大
数据产业园二期扩建服务器机柜将达到4000架；重
庆软件园总规划面积高达200万平方米，预计到
2025年，园区产业总规模突破1000亿元，成为高质
量创建广阳湾智创生态城的重要支撑。

按照规划，到2025年，重庆经开区工业增加
值有望达到350亿元，年均增长10%，规上工业总
产值达到1100多亿元，年均增长8%以上，规上工
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45万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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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城融合发展的实践中，重庆经开
区起步早，成效显著，令人瞩目。

事实上，重庆莱福智慧医疗产业园项目
对于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远远不止于周边
地区。该项目瞄准大健康产业，该产业在重
庆经开区已培育多年，可谓根深叶茂。

数据显示，2021年，重庆经开区规上
大健康企业营业收入642.2亿元，同比增长
21.3%，年净增量首次突破100亿元，已经
连续3年保持了高增长态势。大健康产业
中发展势头最好的行业是医疗器械，当年，
重庆经开区14家规上医疗器械企业营业

收入16.2亿元，同比增幅高达73.4%。
如此大的产业规模，如此高的增幅，创造它

们的，是规上规下数以百计的大健康企业。这些
企业为啥愿意来重庆经开区，很大程度上要归
结于近些年来重庆经开区在城市建设上的努
力，给企业家和创业者建造了一个美丽家园，提
供了优良的营商环境。重庆经开区大健康产业，
正是以城市发展促进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

不过，此前，重庆经开区这些大健康企
业，分布在城市的各个写字楼和工业园，彼
此间缺乏协同，非但不能形成合力，还会有
价格上的恶性竞争。建立一个专门的产业

园区，引导大健康企业入驻，资源共享、互通
有无、优势互补，迫在眉睫。重庆莱福智慧
医疗产业园项目由此应运而生。大健康产
业做大做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必然将成
为以产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新的典型案例。

事实上，像莱福智慧医疗产业园这样的
产城融合项目，在重庆经开区还有很多。例
如，一般来说，旧城改造或城市有机更新，通
常重在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但重庆经
开区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不但要改善居民生
活环境，还要力尽所能为产业培育留空间。

位于广阳湾智创生态城的银湖村，更

是产城融合发展的典范。该村除了自身发
展潘青桃、猕猴桃等果业之外，还拓展产业
发展能级，推动200亩广阳大五星和白肉
枇杷基地向本村转移，每年销售枇杷、潘青
桃近3000吨，产业带动总收入近8000万
元，做活了果木业融合发展的大文章。

同时，银湖村还以弥猴桃、樱桃等优质
水果规模化种植和生态观光旅游为产业基
础，按照统一打造、统一生产、统一经营、统
一管理、统一销售的“五统一”模式，打造农
旅融合新业态。按照规划，未来，这里将打
造成为以乡村振兴、绿色零碳为展示内容的
城乡融合发展先行示范村，以“人居之美”留
得住最美乡愁，实现“城、镇、村”融合发展，

“产、城、景、人”和谐共进的城乡空间格局。

不管是产业发展还是城市发展，人，都
是关键要素。

高素质人才愿意来，留得住，产业发展
才有根基，城市发展才有保障。产业、城市
和科教协同发展，正是广阳湾智创生态城
产城融合发展的一大亮点。

今年2月，重庆工商大学广阳湾校区项
目建设正式启动。新校区可容纳学生近两
万人，集聚经济学、管理学、工学、理学等优
势学科，整合国家智能制造服务国际科技合
作示范基地、废油资源化技术与装备教育部
工程研究中心、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东

南亚研究中心等35个科技部、教育部及重
庆市科研平台，服务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智
能装备制造、物联网、生物制药、生态环境保
护、休闲旅游、都市生态农业等重点产业。

除了对产业发展提供科技创新资源、带
来巨大的人力资源支持，重庆工商大学对广
阳湾智创生态城的城市建设，也带来了直接
的利好——校区在功能布局上充分尊重和
利用纯自然的景观生态，使各功能组团面向
风景展开，对地貌尽量减少人工干预，运用

“融山留水”的策略随势赋形。建筑采取斜
坡起伏的屋面，外观高低错落。可以说，它

本身就会成为城市生态美丽的又一风景。
鼓励高校和企业联合组织比赛，从比

赛中培养、选拔人才，也是广阳湾智创生态
城产业、城市和教育协同发展的一大举措。

今年5月，“华为杯”重庆邮电大学第
三届IoT创意大赛暨第五届电子设计创新
挑战赛圆满闭幕。本次大赛围绕物联网领
域技术理论研究和行业创新应用，基于华
为云创新物联网相关应用，在智慧城市、智
慧园区、智慧交通、车联网、智慧农业等专
业领域中深挖应用场景，孵化创新应用，为
物联网产业生态发展提供人才储备。

这场比赛极具针对性，近年来，重庆经
开区在重庆全市率先培育发展物联网产
业，至今仍然保持物联网产业的比较优势。

重庆邮电大学通信学院与信息工程学
院院长王汝言坦言，通过产教深度融合，把
产业与教学密切结合，相互支持，相互促
进，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学生通过
参加竞赛，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
题，检验理论学习的效果，提升了工程实践
能力。学校和学生接受企业文化辐射，丰
富了校园文化的内涵，增强了学生对企业
文化的了解，促进了与校园文化的融合。
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由于企业资助的
比赛大都与其业务有所联系，为企业选拔
优秀人才建立了人才储备。

一个产城融合发展的成功实践

产城与科教协同发展的新探索

打造城市改造和管理的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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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阳湾智创生态城

长江绿色创新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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