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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1+2+3”产业科创体系 实现科技创新“六个突破”

涪陵 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高地
春节刚过，涪陵区各个产业园区已

是一派忙碌，车间机器日夜轰鸣，机械
手臂有条不紊，各大企业开足马力生
产，正全力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近年来，涪陵区坚定不移以“科创+
产业”为导向，高水平构建“1+2+3”产
业科创体系，实现科创投入、科创产业、
科创平台、科创企业、科创人才、科创生
态六个“突破”，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2022
年，涪陵区科技创新综合指数稳居全市
第一方阵，位列主城新区第2位，并在全
市率先推动全域科技创新。

奋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新提升，涪
陵区正瞄准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到300
家、科技型企业总量达到2000家，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到63%以上的远期目标
阔步前行。

重构区域创新版图
提升全域科技创新能力
在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建设中，抓

好科技创新是一道必答题。近年来，涪
陵区不断做大做强“1＋2”科创平台，升
级建设涪陵国家高新区，提质建设白涛
新材料科技城和慧谷湖科创小镇，不断
提升科技创新平台承载能力。

聚焦“高”和“新”两个重点，高标准
建设涪陵高新区。新创“汽车制造”“生

物医药”“半导体”等三个市级特色产业
基地，获批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特色
产业园。新引进吉利科技、赣锋锂电、
比克电池3个新能源锂电池牵引性项目
以及11个配套电池材料项目，产能将
达到46GWH，居全市区县首位，2022
年涪陵高新区实现规上工业产值1200
亿元，保持高质量发展良好态势。

书写“智”和“绿”两篇文章，高水平建
设白涛新材料科技城。立足白涛页岩气
等清洁能源产业优势，依托华峰、建峰、中
化涪陵、天原等新材料链主企业，打造“国
家火炬聚氨酯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和

“国际尼龙城”，构建“千亿华峰、百亿建
峰、百亿博赛”产业格局。华峰集团攻克

“己二腈”制备“卡脖子”技术和核心装备，
建成投用西南地区首个年产20万吨高纯
氦气提纯装置等一批科创项目。2022
年，白涛新材料科技城建成国家级绿色工
厂4家，市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3家、智能
工厂8家、数字化车间16个。

紧扣“特”和“优”两个定位，高起点
建设慧谷湖科创小镇。按“一心、一环、
多廊道、多组团”的科创生态社区进行

布局，打造成为科创企业和新型研发机
构集聚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策源
地、高端团队和科创人才创新创业新引
擎。目前，首开区一期白鹭湾建成，已
入驻卡涞科技复合材料科创中心、理工
清科先进材料研究院、智能建造研究院
等高端产业研究院15个。

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对接
推动科技产业深度融合
去年12月，江汉石油工程井下测

试公司在涪陵页岩气工区焦页5-1HF
井成功应用重复压裂国产化技术，标志
着我国在重建井筒重复压裂领域打破
国外制约。目前，该技术已在涪陵页岩
气田成功应用3井次，采收率平均提高
5.1%，居世界第一。

去年以来，涪陵区聚焦绿色低碳、
生命健康、智能科技三大产业方向，强
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将创新链与
产业链高效对接，针对产业链薄弱环节
进行技术攻坚。尼龙66全产业链关键
技术与装备开发及工业化应用等7项研
究成果获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以科技创

新活力激活产业发展潜力。2022年，全
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达到1200亿元，
高新技术企业增幅排全市第6位。

绿色低碳产业跨越新关口。成功
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海相页
岩气田技术开发体系，累计产气达
532亿立方米；打造新材料产业集群，
打通聚酯、聚氨酯、聚酰胺三大新材料
产业链条，产业产值达到1000亿元，
居全市第一；加快智能建造产业发展，
绿色智慧矿山无人矿卡装运系统获全
国推广。

生命健康产业培植新优势。涪陵
榨菜研发突破“浅盐窖藏”“栅栏技术”
等新工艺；建成全国最大的智能化中药
提取及制剂生产基地，成功获批国家中
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实现全市“零突
破”；华兰生物成功研制出狂犬病、乙肝
等高比活特异性人免疫球蛋白，破伤风
免疫球蛋白国内占比22.71%，销量居
全国首位。

此外，涪陵还推动智能科技产业迈
上新台阶，运用大数据智能化赋能提
质，持续壮大现代制造业产业集群，新

能源电池产业全链条和汽车轻量化部
件集群式发展，汽车产业规模达到268
亿元。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产业快速
增长，形成“芯屏端核网”产业集和“云
联数算用”要素群。

优化科技创新生态
完善科技服务保障体系
“涪陵创新创业氛围浓、创新要素

集聚度高、营商环境好，对与涪陵的携
手合作充满信心。”去年6月，涪陵区引
进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团队签订
智能建造产业研究院合作协议、智慧矿
山运营体系项目合作协议，助力涪陵建
设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策源地。

为推动科技、人才、资金深度融合，
涪陵先后制定出台《深入推动科技创新
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推
动创新驱动发展实现新提升工作方案》
《人才（团队）引育十条措施》等系列政
策举措，出台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
22条政策措施，以政策保障促进科技创
新敢闯敢干、唯实争先。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涪陵区深入

开展百名科技专家“进园入企”行动，建
立涪陵区“十大科创事件”“十大科创人
物”评选机制，表彰涪陵区科技创新工
作先进集体50个、先进个人100名。引
育创新团队37个、科技创新人才380
名、产业技能人才2149名。

创新激起千层浪，百舸争流千帆
舞。2023年，涪陵区将紧扣新时代新征
程新重庆涪陵新篇章主题主线，围绕科
技创新“六个突破”，做强科创引擎、聚
集科创要素、增强科创动能、构筑科创
生态，力争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高地建
设迈上新台阶。

“我们将围绕绿色低碳、生命健康、
智能科技三大产业方向，推进以企业为
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全力攻坚国家
高新区创建，提速建设慧谷湖科创小
镇，增强白涛新材料科技城硬实力，积
极争创国家页岩气技术创新中心、页岩
气合成新材料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国
家火炬聚酰胺与聚氨酯特色产业基
地。”涪陵区科技局主要负责人介绍，同
时探索“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建立

“引育留用”全链条人才服务体系，完善
“创新中心+孵化器+科创企业”创新创
业体系，为重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作出贡献。

刘玉珮 陈钰桦 马菱涔

□本报记者 陈国栋发自广西钦州市

1月26日，大年初五，接近晌午，
重庆人王忠明和妻子颜颜来到广西钦
州市钦州湾大道年年丰广场开店营业。

这家名叫“重庆小吃”的餐饮店，主
营重庆小面、重庆杂酱面、重庆酸辣粉。
开门没多久，小店就迎来了几拨客人。

店内墙上，有川剧人物扮相，还有
很多诸如“平安喜乐”“万物可爱”“元气
满满”“乘风破浪”等艺术字。等候上餐
的间隙，年轻的食客们不时用手机拍照
打卡。

7年多前，刚退休的王忠明和妻子
来到钦州，一边陪在这里工作的女儿，
一边开起夫妻店卖重庆小吃。两年后，
女儿回重庆了，夫妇俩却不想走了。

老友鱼、老友粉……钦州一些特色
美食的名字，透露出钦州人的好客。在
王忠明眼中，钦州人除了有重庆人的耿
直、热情，还有一种淡泊、宁静，加之这
里物价便宜、生活便利，夫妇俩喜欢上
了这里。

过年这几天，夫妇俩只在大年三
十休息了一天。当天，两人与商场十
多位做生意的朋友互赠节日礼物：朋
友送他们青蟹、宰杀好的肥鸡和粽子，
他们回馈给朋友们自制的重庆香肠、
腊肉和烧白。

大年三十这天晚上，王忠明做了一
桌丰盛的年夜饭，除了当地的青蟹和白
切鸡，香肠、腊肉、糖醋排骨、卤鸡脚、凉
拌萝卜丝……都是地道的重庆味儿，

“在这里过年，有钦州的味道，也有家乡
的味道。”

营业期间，一有闲暇，王忠明就刷
一下朋友圈，了解重庆的近况，跟重庆
的亲友们问好。颜颜则把书打开，享受
读书的乐趣。

“老板，来碗酸辣粉，不放辣椒。”王
忠明经常接到这样的单子。

“酸辣粉不放辣椒，这在重庆是难
以想象的，但当地人吃得清淡，我们也
入乡随俗。”王忠明说，在这里生活了几
年，慢生活让他和妻子变得平和、包容。

近年来，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推进，重庆、广西互动频繁。两地间的
合作加深，商贸、旅游等交往日益密
切。颜颜经常给钦州的朋友们推介重
庆的壮美三峡、轨道穿楼、梦幻夜景，使
得朋友们都想去重庆看看。

在朋友圈里，颜颜就像一个重庆向
导。朋友们去重庆旅游之前，都会咨询
她。颜颜便帮忙做重庆的旅游攻略，比
如在哪里吃饭味道正宗还实惠；坐哪条
轨道交通线最快捷……

春节期间，两人在不忙不闲中度
过。他们计划，过了大年十五，就歇业
一周，自驾去云南泡温泉。“人生不止是
赚钱，还有很多美丽的风景值得去看
看。”颜颜说。

最近三年，夫妇俩没回老家，但与
家乡的联系，一直存在于生活和工作
中，“我们买的面条，是万州老乡做的，
采用的是重庆挂面的工艺；辣椒也是从
重庆买的……”

对夫妇俩而言，白天，故乡的味道
就在麻辣酸爽的美食制作过程中；夜
晚，故乡的山山水水，就像放电影一样，
一帧帧出现在梦中。

在广西钦州做餐饮生意的重庆人王忠明夫妇：

年夜饭里，有家乡的味道

1月27日，梁平区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市民在健身步道上步行赏景和骑观光自行车游玩。春节
长假，梁平区全区重点旅游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73.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82亿元，与去年同
比分别增长31.2%、33.46%。 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梁平：新春健身氛围浓

（上接1版）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春节，围绕

“回家过年”“家庭聚餐”“筹备年夜饭”等春节特
色，全市餐饮市场加快复苏。

其中，重庆融汇丽笙酒店推出“团年宴到家”、
私宴订制、上门烹饪服务；三生三味、桂龙缘食府
等餐饮企业推出各价位、各类型新春团年宴；美团
联动餐饮商家推出“春节堂食不打烊”活动，方便
市民线上下单“年夜饭”。春节期间，枇杷园火锅、
桂龙缘食府营业额分别增长14.4%、9.9%。

景区游客如织，文旅市场全面复苏

今年春节，重庆各景区游客如织，一派热闹
景象。我市以“新时代 新征程 新重庆”光影

无人机焰火表演拉开假日文旅消费的序幕，中心
城区的都市游仍是旅客的重点选择，渝东南的文
化观光游、渝东北的休闲度假游并驾齐驱。

携程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重庆的整体旅游
订单量同比增长 66%，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
27%，跨省游订单量占比为66%，洪崖洞民俗风
貌区、长江索道、大足石刻、金佛山、仙女山国家
森林公园是游客最喜欢的景点。

截至1月27日，我市重点监测的120家景区
累计接待游客417.5万人次，同比增长37.9%。
其中，南滨路接待游客约167万人次，歌乐山烈
士陵园接待游客13.1万人次，武隆喀斯特旅游区
接待游客14.2万人次，大足石刻接待游客8.9万
人次，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接待游客48万人次。

截至1月26日晚，纳入统计的全市过夜游客
接待人数为124.93万人次，同比增长38.4%，恢
复到2019年的90.2%。

节日期间，重庆文旅业态百花齐放。各区县
共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348场，87.9万
群众参与。全市各主要剧场和演艺新空间共组
织141场文艺演出，累计接待观众36164人。全
市博物馆、纪念馆推出各类临时展览、系列活动
200余个，接待参观人数96.1万人次，同比增长
48%，与2019年同期基本持平。

值得一提的是，第七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季
（冬季）网络惠民活动，共举办文旅消费促进活动
178场次，发放文旅消费补贴498万元，吸引890
万人次参与，直接带动文旅消费18.5亿元。

（上接1版）
随后，69岁的唐兴元夫妇也报了

名。老唐当过民办教师，一直喜欢绘
画，“抓住这个机会圆了我的梦。”

就这样，全乡先后有100多名土家
族农民报名学画画。民盟市委会、市群
众艺术馆、市美术家协会等随即组建专
家团队定期到磨子乡“送教”，李毅力更
是常驻磨子乡挖掘土家文化和民族民
间艺术，开展画工培训。

“还招学员不？”画室里，看着墙上生
动有趣的作品，很多人也有了学绘画的
想法。大家请余善兰帮忙报名，很快得
到回话，“李老师节后就到磨子乡开班！”

画出乡村振兴新面貌

“学画难不？”有人担忧学不会。余
善兰笑了笑，指着一幅名叫《五彩坡》
的作品告诉大家，“这是我的第一幅
画。这是西瓜园，那是养鱼塘，勒是玉
米地……”大家围着画仔细看，突然，有
人惊喜发现：“这就是你家后院看出去
的坡地嘛！”余善兰说：“对头！五彩坡
是李老师取的名儿。”

人群中有人感叹，没想到过去的撂
荒地、荒坡坡，如今遍地是产业。

“猜猜我这是画的哪儿？”唐兴元把
大家引到他的作品《新路通远方》前。
有人立即就认了出来：“这就是我们磨
子高速立交！”

旁边，刘银的《竹山新路》、余胜的
《顺风到我家》同样吸引了大家。几幅
画让大家想起了往事。过去，从磨子乡
乘车到忠县县城，山路弯曲颠簸，单程
就要两个小时。如今，高速公路不仅通
到了乡里，公路也修到了院落，快递送
到了家门口。

王翠琼的《莲莲有鱼》、谢小菊的
《我们的民宿》、陈菊香的《笋嫩竹子
高》、刘光祥的《晨练》……熟悉的场景、
熟悉的故事，让大家越看越激动。

“每一幅画都是身边的人、身边的
事。”唐兴元说，这些都是帮扶集团的党
员干部扎根磨子乡带来的变化。他告
诉参观的村民：“大家都可以来画画乡
村振兴新面貌。”

绘画成了农民“拿手活儿”

“这画上电视了嘛！”突然，有人回
忆起前不久在电视上看到过余善兰和
她的《五彩坡》，“你还接受了记者采访！”

这事发生在1月10日。当天，忠
县磨子土家族乡农民画作品展在重庆
市群众艺术馆开展。开幕式上，重庆市
美术家协会为“忠县磨子土家画乡”授
牌，李毅力被聘为“磨子土家画乡首席
指导专家”。

“农民吃上‘文化饭’，绘画成了‘拿
手活儿’。”磨子乡党委书记卢东海介
绍，目前全乡培训画工学员100余人，
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20多岁的大学
毕业生，有残疾青年，也有留守妇女；另
外，培养骨干农民画工10余人，“从开
始握不住笔到后来自信落笔，磨子农民
画品牌特色逐渐形成。”

去年10月，磨子乡农民画作品开
始线上销售，已陆续收到百余件订单。

“乡村振兴，文化为魂。”市纪委监
委帮扶集团驻磨子乡工作队队长严正
表示，“磨子土家画乡”乡村振兴项目，
引导农民画工们用绘画语言诠释美好
生活，让农民群众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
创造者、参与者、受益者，提振了村民的
精气神，增强了凝聚力。

□本报记者 戴娟

群龙游街、火龙洒花、舞龙山水……春节期
间，铜梁龙舞以其丰富的表演、美好的寓意，吸
引了不少市内外游客到龙乡铜梁“打卡”。1月
2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铜梁相关部门了解到，
春节期间铜梁区累计接待游客94.3万人次，同
比增长26.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0866万元，
同比增长28.2%。

出 新
舞龙山水实景剧正式上演

作为春节特定的民俗活动，铜梁舞龙演出持
续“刷新”——春节期间大型非遗山水实景剧《追
梦·铜梁龙》正式上演，上千人的剧场场场爆满，
一票难求。

这是铜梁区精心打造的大型非遗山水实景
剧，从大年初二到大年初六，每天晚上8点在玄
天湖龙文化演艺中心上演。

一个小时的演出中，游客能看到水云龙、
荷花龙、大蠕龙、彩带龙、风筝龙、竞技龙、夜光
龙、稻草龙、火龙等铜梁传统的龙舞品种以及

猪啃南瓜、鲤鱼跳龙门、六畜兴旺、火凤凰等灯
舞品种。

演员阵容超过200人，其中包括11名舞龙
国际级运动健将、40名铜梁龙艺术团专业演员、
36名专业火龙演员以及130名群众演员。

“早就听说过铜梁龙的大名，今年春节终于
一饱眼福了。”正月初三，四川广安的王先生一家
特地到铜梁看舞龙表演，称“这是一场不容错过
的视听盛宴”。

互 动
群龙巡游助兴古城游

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三，上午10时许，铜
梁安居古城龙舞巡游民俗互动式表演吸引了游
客的目光。

巡游队伍从游客接待中心出发，经火神庙
街、十字街、西街，最后到达城隍庙广场。表演队
员们举着蠕龙、荷花龙、竞技龙、水云龙、小彩龙、
板凳龙、稻草龙逶迤前行，每到一个街头节点，便
在游客的欢呼声中，开始即兴表演，让游客近距
离欣赏到龙舞艺术的魅力。在龙舞的带动下，县
令出巡、划旱船、腰鼓舞、彩绸舞也来助兴，让安
居这座千年古城热闹非凡。

据介绍，今年春节，安居古城开展“文旅惠游
客 古城闹新春”活动，作为其中的重头戏，每天
上午下午，“群龙游街”各巡游一场。

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地游
客。据统计，今年春节期间安居古城景区累计接
待游客12.56万人次，同比增长38%。

震 撼
火龙飞舞增添商圈人气

“5、4、3、2、1，新春快乐！”除夕当晚，新年钟
声敲响之后，在铜梁人流较为集中的商圈广场，
火龙飞舞闹新春。表演区内，龙舞艺人用炉火将
生铁熔化成1600度以上的铁水，再用勺子将铁
水抛出来，形成炽热的漫天花雨，场面壮观，现场
欢呼声不绝于耳。

“火龙很好看，很震撼。之前也看过很多次，
但是没有这么近距离看过，让我感受到了浓浓的
年味。”市民黄先生说。

据介绍，为增加城市烟火气，提振市民消费
信心，春节期间，铜梁区在人流较为集中的商圈
广场安排了多场火龙表演。同时，还举办了以

“烟火年味、火龙迎春”为主题的消费节，除了有
火龙表演、龙舞表演，还有年货集市、非遗集市、
潮流集市、露营生活展示等，市民在这里既可以
赶大集、逛非遗，还可以吃、喝、玩、乐、购。除夕
当晚，上万市民与飞舞的火龙一起跨年。

“我们想借助红红的火花，烧出一个好年头，
让新的生活、新的日子在红红火火中启程。”市民
张女士说。

龙文化带动“龙乡”新春游
今年春节期间铜梁游客量同比增长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