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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 以实干实绩全面融入双城经济圈建设
綦江区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是

人民，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
服务全局，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置身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
新通道等重大国家战略中来谋篇布
局，以加快打造主城都市区重要战略
支点为牵引，坚持产业转型、城乡融
合、教育提质、医疗提速“四个轮子”
一起转、“四驾马车”同步跑，全面融
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产业集聚 能级提升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近年来，綦江立足“重特色、强龙头、
补链条、聚集群、促创新”，加快建设
全市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在实
施工业强区、工业兴区战略征程中
干出了“业绩”、闯出了“新路”。

作为中国东盟专用数据通道、
中新国际互联网专用数据通道南向
枢纽节点，綦江制造业转型升级加
速，发展信息安全产业具有先天优
势，高起点谋划“一谷五组团”空间
布局，全方位推动信息安全谷建设，
吸引重庆安码科技有限公司在内的
多家企业接连入驻。

在綦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
区，以新视通为代表的新兴电子设
备企业，以綦沄等为代表的工业互
联网企业，以金美科技、南舟科技等
为代表的高新性能复合材料企业相
继投产。2019年落户綦江的开拓卫
星，仅用不到两年时间就建成了国
内首条商业化卫星核心部组件自动
化生产线，具备年产200颗卫星产
品的配套能力，实现了卫星太阳电
池阵产品的“綦江造”。

2022年，綦江以“招商建设年”
为主题，成功引进新视通、普洛斯等
补链延链强链项目76个、协议引资
达458.5亿元。锚定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创建，持续培育创新平
台、壮大创新主体，全年新增市级研
发机构15个，完成智能化改造项目
43个，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

家、市级科技型企业417家。
类似好项目在綦江还有很多。

綦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正在阔
步迈进。

城乡融合 宜居宜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近年来，綦江区坚持“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
下足“绣花”功夫办成了群众有感、
市民共情的大事、实事、好事。

走进綦江城区，交通路网四通
八达，商场超市人潮涌动，老旧小区
改头换面，公园社区绿意盎然。

2021年4月，綦江启动全国文
明城区创建。以“创文”为引领，累
计改造老旧小区145万平方米，转
关口大桥建成通车，40公里环城大
道全线贯通……

同时，綦江加快推进城乡融合
发展示范区建设。国务院150项重
大水利工程、渝黔合作示范项目藻
渡水库开工建设，蟠龙抽水蓄能电

站1号机组完工在即。
全区积极推进安习高速、江綦

万桐高速等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打
造遵义—赤水—綦江红色旅游“金
三角”，推动渝南黔北地区各类资源
要素流动。

城乡面貌的日新月异，彰显着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綦江速
度”，传递着人民至上的“綦江温
度”，体现着上下齐心共创高品质生
活的“綦江态度”。

教育提质 凝智聚力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綦江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力促教育事业步入高质量
发展快车道，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綦江集全区之力实施“高校引
进行动”。近两年来，主动承接全国
高职院校资源转移，合计引进德国
埃森大学、重庆信息安全学院、重庆
经贸职业学院等7所院校，建成投用
重庆移通学院綦江校区等2所。

未来，綦江将集聚学生10万人

左右。众多高校的入驻，必将为綦
江打造全市人口和产业重要承载地
的注入新动能，为成渝黔地区信息
安全产业、产学研一体化、地方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充沛人才保障
和智力支撑。

同时，綦江在优化教育资源上
下功夫，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实验小学、石壕小学建成投用，新增
义务教育阶段学位2700个，实验幼
儿园通惠园区开园，39所薄弱学校
完成整改提升。

依托红色资源优势，綦江树立
起了一批具有品牌特色的学校。永
城中学、永城小学、中山路小学、石
壕学校等先后授旗授牌为“中国工
农红军王良红军中学”“中国工农红
军王良红军小学”“中国工农红军重
庆綦江红军小学”“中国工农红军重
庆綦江石壕长征红军学校”。

医疗提速 惠民安康
医疗是群众最关切的民生问

题。近年来，綦江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紧盯“高质量”提速建设，大

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深入推进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

綦江，正朝着建设中西部地区
领先、全国一流的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的目标迈进。

2022年，成功引入江苏省人民
医院重庆医院落户綦江，采取“新院
区+过渡院区”同步走模式，以心血管
内科、心脏外科、肿瘤科等为主的过
渡院区开门问诊，实现了心血管高精
尖手术“零突破”。依托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先进的医疗力量，綦江将打造
辐射川渝黔三省市的区域性心血管
临床诊疗中心和科研创新转化平台。

同时，綦江区疾控中心建成投
用，推进建设綦江区中医院整体迁建
工程（二期），新增21个免疫规划预
防接种数字化门诊，持续补足全区医
疗资源硬件短板。区人民医院“国家
防治卒中心”授牌，区中医院签约中
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累计建
成国市两级重点（特色）专科3个和
20个，充分发挥出了綦江在渝南黔
北边界医疗联盟中的带头、带动作
用。

再展作为 谱写新篇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如何在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展
现更大作为、作出更大贡献？

綦江将持续融入双城经济圈，
主动融入成渝地区现代产业体系，
深化与成都、自贡、宜宾、攀枝花等
城市及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科研
院所产业协作，主动承接产业转移，
积极推进资源能源合作开发、文化
旅游互联互动，高水平合作共建綦
江·自贡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川南渝
西融合发展试验区、国家承接产业
转移创新发展示范区。

同时，建好南向大通道。加快推
进渝南陆港型物流枢纽、西部物流装
备智能制造产业园、冷链物流港、重
庆南部综合物流园等建设，打造重庆
国际物流分拨中心重要支点，早日开
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綦江)班
列，争取布局设置保税仓、保税物流
中心等海关特殊监管区。积极对接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深化与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金
融、物流、康旅等领域合作，建设中新
项目合作示范区，打造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和渝黔合作联结点。

贺娜 姚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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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新城，高楼林立，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智能机械臂助力齿轮加工

城口 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翻开过去一年城口县持续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的成绩单——生态环
境质量综合指数连续12年保持全市
10个重点功能区第一，成功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示范区和国家水土保持示
范县，国家卫生县城通过复审……坚
持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
化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迈出了坚
实步伐。

生态是城口最大潜力和最大优
势。过去一年，城口县坚持把保护
生态作为最大的责任，筑牢长江上
游重要生态屏障，加快建设山清水
秀美丽城口，推动生态环境巩固提
升，绿色工业提档升级，加快生产生
活方式绿色化，推进生态文明制度
创新。努力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中走在前列、作出示范，绿色已然成
为引领城口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的鲜明底色。

加快绿色发展转型
绿色经济稳中有进

走进城口县蓼子乡骑龙村大面
山，400余亩连片的光伏发电板在阳
光下闪闪发光。这里是城口与中广
核新能源重庆有限公司合作建设的
大面山光伏项目一期，年产值可以达
到1200余万元。

城口县年均日照可达 1539 小
时，是重庆市新能源资源最丰富的区
域之一，新能源资源理论可开发量达
到230万千瓦以上。充分利用城口
风光资源，城口县大力推动新能源开
发，开足马力加快建设咸宜二期光
伏、三期风电项目。

新建二期光伏项目装机容量为8
万千瓦，新建一座 110kV升压站。
每 年 可 为 电 网 提 供 清 洁 电 能
74866.9MWh，年平均发电量7648.2
万千瓦时，该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场内
基础施工、光伏组件安装、升压站建
设以及道路施工建设，计划在2023
年6月前全程投运并网发电。

“运用城口资源禀赋优势，加快
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产业，
我们加快建设大巴山新能源基地。
大巴山新能源基地项目已纳入重庆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
划。”城口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坤
表示。

去年以来，城口县积极探索绿色
发展新路子，有序推进“大巴山硒谷”

“大巴山药谷”“大巴山碳谷”建设。
以“大巴山硒谷”区域公用品牌为纽
带，做优“一主两辅”特色产业，推动
城口老腊肉“再出发”；全力打造“大
巴山药谷”，重庆首个灵长类动物养
殖及临床研究公共服务平台GLP项
目落地城口，现代中药产值达7.6亿
元；全力打造“大巴山碳谷”，建成全
市首座“零碳”供电所、全市首座低碳
光伏基站。

在产业绿色转型实现新突破，
城口走深走实生态产业化、产业生
态化路子，加快构建绿色产业体
系。培育壮大绿色食品加工、现代
中药、清洁能源、绿色建材“四大绿
色工业”，绿色工业产值占比提高到
80%。全域发展生态旅游，纵深推
进农文旅融合，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72亿元。

深化生态环境保护
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
觉，失之难存。过去一年，城口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治山、治
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实施蓝天、
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抓实环保

“五大行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
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努力让天更蓝。通过重点控制
交通、工业、扬尘和生活污染，实施网
格化精细管控和空气质量精准预报，
持续开展冬春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和夏秋季臭氧污染防控行动等，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保持在360天以上，

“城口蓝”成为市民生活中的常态。
努力让水更清。深入落实“河长

制”，建成“智慧河长”系统，推进污水
“三排”、河道“三乱”、提升“三率”专
项行动，推进河湖、左右岸、干支流协
同治理，切实改善生态环境和水域生
态功能。实施22个乡镇场镇污水管
网升级改造工程，城乡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整体达标率保持100%，乡
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为
98%以上。

努力让地更绿。实施“两岸青

山·千里林带”、天然林保护和新一轮
退耕还林等国土绿化提升行动，推进
巴山湖湿地公园裸地绿化工程、农田
林网和特色经济林建设等项目，推进
大巴山生态廊道建设、大巴山植物种
质资源圃、退化森林生态系统修复工
程等重点项目，实现广泛植绿、拆墙
透绿、破硬添绿。

作为大巴山腹地的重要组成区
域，由于区域内降雨集中，山高坡陡、
地形复杂，土层薄且土壤抗蚀力弱，
水土流失问题严重。城口县加强土
壤污染、水土流失等治理，近3年水
土流失面积持续减少，水土流失强度
逐年下降，中度及以上水土流失面年
均减少19.75平方公里，年均减幅达
到15.92%。

环境就是民生。保护生态环境，
让城口县绿水青山颜值更高，百姓幸
福指数持续提升。

探索生态文明制度
生态修复稳中提质

去年9月，城口县顺利通过锰行
业落后产能淘汰阶段性目标完成情
况督导工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淘汰落后产能，过去一年来实现了27
宗锰矿山、1个电解锰生产企业平稳

退出的整体目标。
“253个井硐全部封闭，电解锰

渣场闭库工作持续推进；拆除矿山遗
留索道，电解锰生产企业厂房、矿山
仓库等地面设施全部拆除。目前我
们正在推进锰矿山污染治理、生态修
复工作，持续推进锰渣场治理，全力
做好锰行业落后产能淘汰工作后半
篇文章。”城口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罗成铭介绍。

锰矿山生态修复彰显着城口县
努力推动生态修复稳中提质的决
心。去年以来，城口县持续抓好县域

“两大重点流域”“三大生态功能区”
“四大饮用水源地”保护和建设，实施
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大巴山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利用系统工程，建设大巴
山生态廊道和大巴山种质资源库，不
断提高生态支撑能力和水源涵养能
力。

深化“国储林+”改革，推动生态
资源价值转化。城口县大巴山林业
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城口国家储备林
项目实施主体，已完成了11个乡镇
71个村68.03万亩林地收储。项目
依托农村“三变”改革建立完善利益
联结机制，为林下产业规模化和高质
量发展创造了条件。截至目前，已发
展天麻、淫羊藿、大黄、独活、黄连等
林下中药材近5000亩，实现生产总

值10000余万元，将生态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城口的“绿水青山”正
源源不断变为“金山银山”。

同时，城口县还积极引导市民
群众树立绿色生活方式，增强环保
意识、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理念，完
善绿地空间与城市街道、公园广场、
休闲步道等公共活动场所的有机结
合，全县实施城区边角地增绿补绿
8000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提
高到11.6平方米。推动城市交通绿
色转型，实现充电桩全覆盖运营布
局，为满足广大市民低碳、绿色出行
提供了有力保障。

刘钦 陈钰桦

城口县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

施矿山生态修复 27.6公顷，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42.5平方公里。

城区空气优良率达 100%，优的
天数占比达75%。

实施河道清淤 12.4公里，国考
断面水质稳定在Ⅱ类标准以上。

启动全国森林城市创建，新开展
国土绿化 15.2万亩，森林蓄积量达
1800万立方米。

数 读

被绿色群山环抱的生态小城城口县城全景 摄/王荣

天宝药业公司内，工人正在选药 摄/李官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