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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见习记者 王贵江

7月21日至24日，第四届中国
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
西洽会）将在重庆举行。回望前三届
西洽会，我们欣喜地发现，已经累计
签约项目841个，签约总额14172.7
亿元，西洽会已成为促进西部地区投
资合作的重要平台。

作为西洽会“东道主”的重庆，收
获颇丰。重庆日报记者对落户重庆
的部分项目进行走访发现，已有多个
项目“开花结果”。

总装线上，机器人挥舞手臂，将螺
栓逐个拧紧，工人依次装上泡沫垫、

“穿”上护套、装配一系列塑料配件和
安全件，熨烫整齐……7月8日，位于
两江新区的宏立至信麦格纳汽车座椅
有限公司，六条生产线一派繁忙景象。

麦格纳是世界500强企业，在汽
车零部件行业排名世界前三。2021
年西洽会期间，麦格纳座椅（中国）研
发中心项目落户两江新区，总投资
2.3亿元，建成后将是全国唯一的独
立法人的座椅研发中心，能为中国及
国际汽车制造商、全球高铁座椅及全

球儿童座椅提供高性价比的整椅解
决方案。

“按照现在的生产能力，他们平
均1分钟就有一套座椅下线，每年从
这里产出的汽车座椅可达30万套。”
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渝北区在第三届西洽会上签约
的5个项目，截至目前，“欣冠精密结
构件生产基地”“信诚硅胶电子项目”

“海螺（川渝）物流集散中心”项目已
正式签订项目合同；“中国知网知识
大数据中心”已投产运营；“松下真空
节能新材料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于去
年末举行开工仪式，目前已正式开始
建设。

以“松下真空节能新材料研发制
作基地”为例，该项目建筑面积约2.4
万平方米，主要研发生产真空绝热板
应用产品以及关联零部件等，计划总
投资2.5亿元，达产后产值约5亿元，
年税收约1250万元，建成后将成为
松下全球最大的真空绝热材料研发
制造基地，可满足全球该领域近
50%的市场需求。

除了中心城区，重庆不少区县在
西洽会上签约的项目也取得较好进
展。比如，和邦集团在第三届西洽会
上与江津区签约的光能材料及光伏发
电模组项目落户后，3个月完成征地拆
迁、3个月完成项目平场、5个月开工
建设。目前，该项目已完成行政楼及
综合楼主体、厂区公路和雨污管网、原
料车间等建设，正在进行行政楼及综
合楼装修工程、零上钢柱支撑及墙体
工程、烟囱工程等。

前三届西洽会促成800余个项目签约落户

涉及投资1.4万亿元
多个项目“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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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召开的重庆主城都市
区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持续增强门户
枢纽功能，进一步拓展大通道，形成
大枢纽，优化大口岸，提升大平台，深
入做好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
贸带产业文章，努力在西部地区带头
开放、带动开放。要持续增强生态宜
居功能，推进“两江四岸”治理提升，
提高宜居水平，强化文化传承，营造
宜居宜业宜游的良好环境，让更多人
到重庆行千里、致广大。

如今，主城都市区在打造门户
枢纽、营造生态宜居环境等方面取
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将采取哪些
措施？重庆日报记者邀请相关部门
负责人，做客重报圆桌会畅谈发展
思路。

核 心 提 示

□新华社记者 王丁 李勇 韩朝阳

夏日清晨，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云雾缭绕，声声鸟鸣打破山
林的静谧。待朝阳驱散云雾，斜照在
峡谷的崖壁上，记者一行便开启徒步
探访之旅，探寻长江边为何能多出一
片世界自然遗产地。

地处重庆市巫山县东北部的五
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地352平
方公里，与湖北神农架林区相接，保
护区内沟壑密布，山峦起伏，有着丰
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但因神农架
太过出名，五里坡曾经“藏在深闺人
不识”。

2021年7月28日，重庆五里坡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边界微调程
序，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湖北神
农架”的组成部分，神农架遗产地的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得到进一步
延伸和补充。五里坡的神秘面纱也
渐渐揭开。

“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并非易
事，政府、保护区、村民都做了大量事
情。”已在保护区工作20年的工作人
员张克太说，10余年前，“无人区”里
还设立着一个国有林场和2000多人
口的庙堂乡。随着长江生态保护力
度加大，国有林场后撤，林场职工由
伐木种地转为管护森林，庙堂乡也实
施整乡生态搬迁。此后，其他乡镇散
布在五里坡范围内的山村渐次退出，
这里逐渐成为人迹罕至的地方。

记者沿崖壁、顺峡谷所走的崎岖
小道，是当地村民世世代代踩出来的

“羊肠道”，部分路段仍隐隐可见“刀
削斧凿”的痕迹，但更多路段已被草
木遮蔽，隐没“身形”。张克太告诉记
者，沿“羊肠道”巡护时，时常在山道
上看到野猪等动物留下的痕迹，峡谷
两侧的山林里还有大灵猫、黑熊、金
丝猴出没。

50岁的“向导员”罗佑雄是巫山
县当阳乡里河村人。“以前进出村庄

全靠这条‘羊肠道’，我对这条路又爱
又恨。”罗佑雄说，“爱的是这条路牵
着故乡情，恨的是深山村日子苦，‘羊
肠道’路难行。”

“大山困住了人，人也扰了青山，
但限于历史条件，无力破解困局。”当
阳乡党委书记赵岗说，5年前，借着
扶贫搬迁和生态保护的东风，里河村
200 多位村民搬出了大山，“人退

‘绿’进，村民生活改善，大山生态修
复，实现双赢。”

行至中途，在山溪边歇脚，记者
掬起一捧溪水喝上一口，清凉甘甜。

“环境比以前好太多了。”罗佑雄说，
虽然昨晚下过雨，但河水依然清澈见
底，以前溪水在雨后可浑得厉害。

走走停停，记者沿途看到，峡谷里
林木郁郁葱葱，山涧中溪流水声潺潺，
小道旁退耕还林的坡地满是绿意。

“此前，保护区一直面临着人与
自然如何相处的难题，可喜的是，随
着生态理念深入人心，易地搬迁稳步
推进，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和谐。”
张克太说，遍布保护区的200多个红
外摄像头，还捕捉到金猫、云豹等濒
危野生动物的身影。

受益于秦岭、大巴山和巫山山脉
的屏障作用，许多珍稀动植物“隐居”
于这片生态秘境，五里坡也成为我国
西南地区不可多得的天然生物物种
基因库。目前，已发现维管植物
3001种、陆生脊椎动物447种，其中
包括斑羚、林麝和金丝猴等珍稀濒危
或特有野生动物。

近年来，巫山各类生态移民达3万
多人，越来越多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
变成了“无人区”,在长江上游发挥保
护涵养水土、维护物种多样性的作用。

“以前是大自然给人让住处，现
在是人给大自然腾地方，五里坡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地，
开启了巫山生态保护‘新篇章’。”巫
山县委书记曹邦兴说。

（新华社重庆7月18日电）

长江边“长出”世界自然遗产地
——记者徒步11公里找寻生态“密码”

推动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建设

着力构建“1小时通勤圈”“1
日生活圈”和快货物流圈

许仁安表示，近年来，我市积极推
动主城都市区交通互联互通和一体化
发展水平，在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和建
设交通强市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目
前，主城都市区高铁营运里程达到
571 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2367公里，这有效地推动了中心城区
与主城新区之间直连直通。

与此同时，主城都市区内部联系
更加紧密，渝万城际铁路完成提质改
造，枢纽东环线加快推进，渝长高速复
线建成通车，武隆至两江新区、永川至
璧山等高速公路开工建设，毗邻地区
干线公路加快提档升级等。

下一步，我市将大力推动交通
强市建设，以“米”字型高铁网建设
为重点，统筹推进世界级机场群、长
江上游航运中心和高速公路等发
展，推动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着力构建“1小
时通勤圈”“1日生活圈”和快货物流
圈，努力促进主城都市区更好发挥
引领示范作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力推动——

一是强通道。加快建设成渝中线
等5条高铁，年底启动渝西高铁。开
工成渝高速扩能，实施渝遂、渝武等扩
能，推进江津至泸州北线、永川至荣昌
至自贡等项目。加快整治长江朝涪
段，推动嘉陵江、渠江等航道达标建
设。积极构建“双枢纽”机场格局，加
快建设江北机场T3B航站楼及第四
跑道，力争年内开工重庆新机场综合
交通枢纽。

二是强枢纽。打造枢纽港城市新
名片，加快重庆东站站城一体建设，实
施重庆站改造，持续完善主城果园、涪
陵龙头等港口功能，加快推进黄磏港
一期、寸滩邮轮母港等项目。支持建
设涪陵、永川等4个区域枢纽，以及大
足、荣昌等8个一般枢纽。建设西部
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推进中新（重
庆）多式联运示范基地等项目，打造寄
递西部枢纽。

三是强治理。构建“1小时”铁路
公交网，拓展开行公交化列车，推进主

城新区全域公交与中心城区公交政策
协同。建设综合交通“智慧大脑”，丰
富车路协同和智慧服务区应用场景
等。

培育开放型经济新增长点
推动对外开放和商务发展

功能完善、能级提升

章勇武表示，为推动主城都市区
加速对外开放，我市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例如出台《重庆市加快发展外贸新
业态新模式实施方案》，主城都市区
15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及重庆高新
区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建设加快推
进；出台促进自贸试验区贸易投资便
利化若干举措，加快推进主城都市区
6个联动创新区建设等。

同时，主城都市区还获批国家中
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国家人力资源服
务出口基地，实现国家级服务出口基
地零突破。今年1-6月，主城都市区
外贸进出口突破4000亿元，实际使用
外资超过7亿美元。

下一步，我市将以更大力度、更实
举措，推动主城都市区对外开放和商
务发展功能完善、能级提升，重点做好
三方面工作——

一是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先
行区。推动主城都市区全方位开放，
全面提升通道、平台、经济、环境等要
素水平。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国家
级经开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改革创
新，建设好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
示范区，落实好服务业扩大开放、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各项试点
任务。

二是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
区。持续增强主城都市区国际消费集
聚辐射力，推动“两江四岸”核心区商
业商务中心区建设，提档升级中央商
务区，大力发展首发经济、首店经济。
统筹推进国际购物、美食、会展、旅游、
文化“五大名城”建设，高质量参与办
好智博会、西洽会。

三是增强主城都市区带动能力。
持续推动“一区”与“两群”开放平台、
消费资源深度对接。探索建设自贸试
验区联动创新区，带动“一区两群”开
放创新。完善商贸流通体系，加强农
商对接，促进农商互联，推动“两群”农
产品进城。

用好生态和人文两个“宝贝”
推动历史文化元素融入城

市规划建设

扈万泰介绍，近年来，我市坚持以
“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主城都
市区科学发展，城镇化工业化主战场
功能更加凸显；系统完善市政、交通等
主城都市区同城化发展基础支撑体系
规划、管理体制机制。

注重生态和人文品质提升，彰显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独特魅力。聚
焦切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入
选中国十大特色生态修复案例，广阳
岛、铜锣湾矿区生态修复项目入选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COP15）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注重聚焦“两江四岸”主轴加快推
进城市更新，注重推动主城都市区高
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自然资源和土
地管理制度改革，持续释放土地政策
红利等，成效显著。上半年，主城都市
区出让工业用地 1.37 万亩，占全市
90%、比去年提高12个百分点；主城
都市区审批建设用地1.45万亩、占全
市68%，保障了轨道4号线西延伸段
等13个重点项目。

下一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
重点抓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向上争取，聚力划实“三
区三线”，深化完善功能布局，科学布
局城镇建设用地增长，保障各类开发
保护建设活动有序开展。

二是加快优势地区发展步伐，推
动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重大功能
设施向主城都市区布局，增强区域综
合承载能力，建设更具国际影响力和
竞争力、更具活力和魅力的现代化主
城都市区。

三是确保稳经济大盘政策落地落
细，强化政策储备，深化细化优化支持
政策，强化规划项目策划生成，助力稳
投资、稳经济。

四是用好生态和人文两个“宝
贝”，加快实施一批出成绩、出效果、出
亮点的保护修复项目，推动历史文化
元素融入城市规划建设，为城市留住
根脉、留存记忆。

通过以上举措，持续增强主城都
市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在建设国

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大
都市中更好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深入实施城市更新提升
打造近悦远来美好城市

杨治洪表示，主城都市区是全市推
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主力
军，近年来我市在推进城市更新提升、
推动基础设施同城化、补齐民生领域短
板等方面深下功夫，重庆现代化大都市
形象逐步凸显，“轨道上的都市区”提速
建设，“1小时通勤圈”初步构建。

比如，主城都市区开展以“两江四
岸”为“主轴”的城市更新，江北嘴江滩
公园等十大公共空间陆续建成；中心
城区“缓堵促畅”和同城化大通道加快
建设，轨道交通在建及运营里程达
732公里，中心城区至永川、大足、南
川、綦江（万盛）等278公里城轨快线
获国家批复；完成老旧小区改造2790
万平方米，完成棚户区改造39957户，
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0万套；实施城
市更新试点示范项目89个，投用项目
42个等。

下一步，主城都市区将深入实施
城市更新提升，倾力打造近悦远来美
好城市，不断增强广大市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将重点在四个方面深
下功夫——

一是在强功能、提品质上下更大
功夫，把功能提升放在首位，编制《城
市生活功能完善工作指南》，把握城市
更新中的“留改拆增”，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是在强基础、提效能上下更大
功夫，冲刺轨道交通“850+”成网计
划，深入开展“缓堵促畅”和路网更新
工作，加快建设同城化大通道，构建现
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三是在补短板、强弱项上下更大
功夫，重塑“两江四岸”国际化山水都
市风貌，高品质打造长嘉汇、艺术湾等
城市名片，扎实开展城市更新试点示
范，大力实施老旧小区和棚户区改造，
进一步激发城市活力，开启更加宜居、
美好的生活新场景。

四是在转方式、促升级上下更大功
夫，在主城都市区推进智能建造与建筑
工业化协同发展，抓好“新城建”和“双
智”国家试点，争创“智能建造”全国试
点，加快建设绿色、智慧、韧性城市。

主城都市区着力构建“1小时通勤圈”“1日生活圈”和快货物流圈——

打造门户枢纽 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环境

7 月 12 日，游人在酉阳两罾乡内
口村金丝楠木群景区游玩。

7月18日，经专家评审同意，中国
木材保护工业协会正式向酉阳县两罾
乡内口村授予“中国千年金丝楠第一
村”品牌。

目前，内口村方圆1公里内有大小
楠木 1000 株以上，直径 2 米以上的 20
余株，千年以上树龄古树8株，在全国
十分罕见，被林业专家鉴定为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千年金丝楠群落。最大的
一株根盘径有 11.28 米、树高 31.8 米、
围径6.91米，树龄约1500年，有“楠木
之王”之称。内口村的自然地理条件
适宜金丝楠生长，历史上酉阳楠木曾
多次作为土司贡品，越历江河、逶迤万
里，由酉抵京。

特约摄影 冉川 邱洪斌/视觉重庆

酉阳两罾乡内口村获评
“中国千年金丝楠第一村”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7月15
日，重庆数字版权链存证公共服务平
台上线。重庆日报记者从渝中区获
悉，该平台将为互联网时代下的数字
版权转让、追责、保护等提供技术保障。

该平台由重庆数字版权区块链
服务中心开发，目前已入选“国家区
块链创新应用综合性试点”（重庆市
渝中区）重点应用场景之一，上线后，
将由福建中科星泰落地重庆的西区
总部——弦力场（重庆）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运营。

随着网络的高速发展，数字版权

逐渐走入人们视野，音乐、动漫、电子
书、摄像视频随处都能看到数字版权
的身影。然而在网络背景下，“确权
难、举证难、维权难”三大难题仍困扰
着版权市场的发展。“平台将推动区
块链技术与版权制度紧密结合，通过
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模式，着力解
决版权产业在确权、用权、维权上的
难题。”弦力场（重庆）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区块链技术
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具有去中心化、
不可篡改、可溯源等技术优势，为版
权保护工作带来新的解决方案。”

重庆数字版权链存证公共服务平台上线

重庆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区”，一批融城通道及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加速
实施。这是即将通车的江跳线在进行不载客试运行。（摄于5月5日）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