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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 点燃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正在建设中的市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特色产业园区 摄/汪新

鸿路钢构 摄/甘昊旻

位于重庆市中医药产业科技园区的上药慧远生产厂房 摄/汪新

聚力科技创新引领
加快构建新型工业体系

位于南川区工业园区龙岩组团的超群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超轻量化汽车轮毂企业。

“靠的就是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我们的超轻量化汽车轮毂关键
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远销国内外。”超群工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超
群工业3号厂房是市级数字化车间，生产的超轻量化铝合金汽车轮
毂，深受国际知名品牌商家的认可和青睐，成功闯入F1世界锦标赛美
国大奖赛舞台。

在南川区，聚力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的企业，超群工业并非个案。
方略精控是专为紧固件、轴承汽摩、笔电、建筑、军工等行业提供

冷镦精线产品的专业制造商，工艺技术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铝器时
代通过购置工业机器人、智能化数控线等方式，年产50万套电动汽车
电池铝托盘，成为比亚迪、吉利、广汽、小鹏汽车和上海大通等品牌汽
车制造商的合作企业……

南川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南川区以高新区创建为抓手，加快创新
主体培育，大力提升园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2022年，工业园区新认
定创新型中小企业69家、“专精特新”企业31家、市企业技术中心4
家、市级中小企业技术研发中心5家、区级企业研究开发中心11家；
新增市级数字化车间4个，新入库科技型企业94家，新备案认定高新
技术企业35家，方略精控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号，超群
等2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近年来，南川区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为传统产业赋能
智慧，引导企业实施“机器换人”，推动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减少用工
人数，降低生产成本。

重庆海塑南邦铝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工业和建筑铝型材，随着
企业逐渐壮大新实施了年产2万吨挤压铝型材扩建项目，并于去年将
原有的卧式喷涂生产线更新成智能化立式喷涂生产线。在海塑南邦
铝业车间里，一块块经过处理后的铝材，像“挂面条”一样，从立式喷
涂生产线上游被挂起，通过自动喷涂、烘干等程序后，在下游便可直
接完成包装。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智能改造的作用是明显的，新生产线的投
用，极大提高了整体产能，2022年产值超过3亿元。

南川区工业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工业园区作为转型发展的主
战场，紧盯智能产业、智能制造、智能化应用“三位一体”发展，推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档升级“南川制造”，
加快构建新型工业体系。

截至目前，南川区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62家，重庆市科技型企
业588家，建成区级研发中心34个，获批市级“专精特新”企业43家。

王静 刘廷

2022年9月29日，南川区
签约6个新能源汽车配套项目，
总投资超过26亿元。

6个项目包括汽车空调配
件、年产500万件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新能源汽车零配件、年
产800余套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塑胶模具及出风口和遮阳板总
成各30万套、年产5万吨超轻
量铝合金汽车轮毂、年产100
万辆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零部件
等项目，具有量质同步提升、强
链作用突出、更新升级互促等
诸多亮点。

近年来，南川区聚焦新能
源汽车相关配套产业，立足自
身资源优势，依托氧化铝及铝
锭、铝加工材料等现有产业基
础，重点发展轻量化车身、制动
转向系统、智能座舱、动力电池
系统、标准和非标件五大配套
产业链。

到2025年，南川区将打造
全市一流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特色产业园区、示范配套基
地，相关产值将达到100亿元
以上。

《重庆市建设世界级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
规划（2022-2030年）》提出：全
市到2025年，要“引育一批关
键零部件企业”；到2030年，要

“聚集一批先进的零部件企业，
形成全球一流的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生态。”

当前，市经信委与南川区

正共建汽车轻量化配套示范基
地，时代赋予了南川发展新能
源汽车配套产业的历史机遇。

打造汽车轻量化配套示范
基地，南川有产业基础。目前，
南川区已建成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配套企业37家，产品涉及
轻量化基础材料、车身配套、智
能座舱、电池组件配套等，仅
2022年就实现产值逾50亿元，
并涌现出铝器时代电池托盘、
超群工业轮毂、方略精控紧固
件等一大批企业，具有较好的
汽车配套基础。

打造汽车轻量化配套示范
基地，南川有发展空间。南川
工业园区系重庆市特色工业园
区，按“一园四组团”空间布局，
总体规划 66 平方公里，控规
39.62平方公里，建成区15平
方公里。

打造汽车轻量化配套示范
基地，南川有保障能力。南川
处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
点，国家高速路网南北大通道
包茂高速、银百高速在此交汇，
已形成“五高二铁”交通格局，
渝湘高铁、市域铁路建成后半
小时通达中心城区，为产业发
展、物流运输提供便利的交通
条件。

沿着产业链条着力补链延
链强链，向着打造市级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特色产业园目标
阔步前行，南川经济高质量发
展前景一片光明。

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生态
建设汽车轻量化配套示范基地

年终岁末，在位于重庆市中医药
产业科技园区的重庆上药慧远药业
公司包装车间里，工人正在有序作
业。

重庆上药慧远5000吨中药材
精深加工项目，共占地145亩，分两
期建设。项目一期于2022年10月
正式投产，主要生产中药饮片（包括
普通饮片、直服饮片、毒性饮片、贵
细药材等），市场覆盖西南地区，当
年实现产值6100万元；二期即将启
动建设，主要建设中药提取、颗粒剂
生产线等。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成为全市
最大的饮片基地，预计年产量5000
吨，品种达500余种，全线投产后年
产值逾10亿元。

中药材资源富集、中药材种植
历史悠久、科研底蕴深厚……南川
区发展中医药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

南川区立体气候和生物多样性
明显，历来是道地药材重要种植基
地，拥有“南川天麻”“南川玄参”“南
川金佛山中华蜜蜂”等国家地理标志
中药材，方圆1300平方公里的金佛
山探明中药材资源4967种，药用植
物品种约占重庆市的77%、全国的
38%，素有“世界生物基因库”“中华
药库”之称。

不仅如此，南川区还拥有国内
唯一成建制专业从事中药材种植研
究的公益一类科研机构——重庆市
药物种植研究所，汇聚有上百名中
药材专家学者。

2021年，科技部批准设立的国

家科技创新基地——重庆金佛山喀
斯特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为道地药材生态环境提供可
靠的科学数据和理论支持。

近年来，南川区加快推进中医
药全产业链发展，建成了30万亩生
态中药材种植基地、3.9万平方米中
国金佛山中药材物流配送中心、5
平方公里中医药产业科技园区制造
基地，成为全市唯一的国家中医药
健康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同时，南川区研制了《南川区中
药材种植地图》，确定了“5+2”中药
材重点发展品种，加快构建产业链、
创新链、资金链，引进上海医药、华
润三九等40多家知名企业，在南川
区发展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中药
配方颗粒、中成药、中医药保健品、
特色植物资源化妆品以及以中医药
为特色的大健康产业，发展道地药
材示范基地，开展中医药物流配送，
建设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按照《南川区中医药产业发展
规划（2019—2025年）》，南川区坚
持以科技为支撑、种养为基础、制造
为龙头、流通为牵引、旅游为推动、
文化为灵魂，坚持上游带下游、后端
促前端，建设重庆市现代中药绿色
制造基地、国家中药材生态种植基
地、中国西南地区中药材交易集散
地、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到
2025年力争实现全区中医药大健康
产业产值300亿元以上，成为南川
重要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推动南
川成为全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
范区。

全产业链盘活中药材宝库
打造以中医药为特色的大健康产业

铝器时代智能生产线 摄/汪新

2022年，完成钢材产品产出40万吨，完成产值38亿元。刚刚过去的一年，鸿路钢构项目交出了漂亮成绩单。
目前，鸿路钢构一、二期项目均已投产，形成了年产20万吨产能；三期29条生产线预计今年4月将全面建成投产，形成50万吨产能；下一

步，还将建设四期50万吨产能项目。
鸿路钢构项目在南川的快速发展，只是南川近年来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南川区始终把发展工业经济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聚焦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着力培育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和中医药产

业，推动工业经济不断转型增效、发展壮大。刚刚过去的一年，南川工业园区预计实现工业总产值233.6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规上工业产
值203.6亿元，同比增长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