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生态渐优化

涪陵国家现代农业园区——科技创新
园无土栽培展示区葵花药业生产车间 摄/汪媛颖

涪陵造汽车

中科大厦项目

除了产业发展，涪陵智能建造产业还具
备新型建材资源富集、人才培养体系完善、区
位交通优越凸显三大重要优势。

目前，涪陵大业科技集团新型建材生产
基地已规划年产300万吨干混砂浆生产线、
年产120万立方米PC构件生产线、年产200
万立方米ALC墙板生产线；精品砂石生产基
地建成5条生产线，年产能2800万吨；川东
船舶钢结构加工基地完成改造升级，年产能
可达5万吨；西安皇家金雨高性能门窗基地
已落地投产。同时，区内拥有丰富的原材料
资源，石灰石储量丰富，矿区可开采矿石储量
约4亿吨；现有19个河沙开采区，年产河沙
230万吨以上。商品混凝土企业4家，设计年
产能465万立方米；水泥生产企业3家，年产
能480万吨。

涪陵邀约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长江师范
学院等高校共同设立长江科创学院，积极培
养“新建造”科创型人才。围绕对专业技工人
才的需求，组织职业教育院校设立适配新建
造体系下的“新技工”专业，保障未来新工艺、
新装备应用推广、运营维护技术才人的需
求。通过示范项目培养产业化技术工人，为

“新建造”培养不同层级的人才。
此外，涪陵地处重庆几何中心，长江、乌

江两江交汇，是长江立体综合交通走廊的战
略节点。涪陵港是5000吨级船舶、万吨级船
队能够到达的长江最西端港口，辐射鄂西、黔
北、湘西、陕南和川渝全城，也是西部陆海新
通道的重要节点，具有依托两江、承接东西、
带动西南、联动干支的物流枢纽地位。同时，
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无缝衔接“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集散功能
较强，具备跨远距运输的战略优势。

建筑业深刻影响着国计民生。2013
年以来，我国建筑业总产值持续增长，
2022年虽然增速较上年相比有所放缓，但
总产值仍达到 3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6.45%。2013 年以来，建筑业增加值占
GDP比例始终保持在6.85%以上，2022年
达到6.89%，增速高于GDP增速。可见，建
筑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地位
依然十分稳固。

2020年，住建部联合多部委发布《关于
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
导意见》，智能建造成为继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之后，又一个站上经济发展“风口”的产
业。

本次大会由涪陵区和市住建委、重庆
大学、香港建造业议会共同主办，住建部科
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支持。邀请到被誉为

“大疆教父”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
教 授 马 毅 和 机 械 工 程 系 教 授 Roberto
Horowitz，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树新、
陈湘生等行业顶级专家为代表的多位嘉宾
参会。

大会将致力推动智能建造技术创新创
业成果的应用与发展，加快建筑工业化、数
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建立全产业链融合
一体的智能建造产业体系，提升住房城乡建
设行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涪陵区委主要领导表示，智能建造已成
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智能
建造正当其时。涪陵具有加快智能建造与
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良好基础，将营
造“服（涪）到位、零（陵）距离”营商环境，竭
诚提供精准高效服务，让企业家、专家安心
投资、静心科创、顺心发展。

桂楼秋月，是涪陵老八景之一。
2021年，绿地新里秋月台项目落子白
鹤梁博物馆旁的秋月门地段，一座涪陵
新地标全新崛起。

秋月台项目由3栋高层住宅、沿街
商业、幼儿园和配套车库组成。项目高
层住宅装配率达65%，凭借示范级装配
式住宅及“科技宅健康宅”智能体系赋
能人居，助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
同发展达到新高度。

秋月台项目先后荣获“‘十三五’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
化重点专项示范工程”和“重庆市建筑
产业现代化示范项目”称号，2021年被
住房城乡建设部列为全国7个“智能建
造试点示范项目”之一和“智能建造与
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可复制经验
做法清单（第一批）”（重庆市两个试点
项目之一）。

装配式建筑，是智能建造的重要基
础。秋月台的脱颖而出，以涪陵装配式
建筑行业的蓬勃发展为支撑。截至目
前，涪陵已实施装配式建筑项目约60

余万平方米，公建项目100%采用装配
式建造，众多示范项目屡获殊荣。

涪陵坚持以示范项目为载体和抓
手，不断验证、迭代智能建造技术体
系和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在装配
式建筑和智能建造方面打造出多个

全国一流的示范项目。中科大厦、汇
智国际、中心医院新城区分院、科教
产业实训基地、四环路小学等一批装
配式示范项目相继完工，杨二坪、展
销中心等新批次智能建造示范项目
正在建设中。

示范引领创一流

涪陵建筑业长期以来处于重庆“第
一梯队”，去年建筑业总产值525亿元，
增加值171.62亿元，现有总承包特级企

业1家、一级企业24家，专业承包一级
企业12家，拥有1个国家级装配式建筑
产业基地（重庆共6个）、1个钢结构生产

基地、1个PC构件生产基地、全市首个
全生命周期安全绿色智慧矿山，以及多
个绿色新型建材生产基地。

涪陵在全市率先编制完成区级《建
筑产业现代化发展规划》，即将率先编
制完成《涪陵区智能建造产业发展规划
（2023-2027年）》。依据本底资源及
产业优势，合理配置建筑产业所需的砂
石骨料矿山、PC构件生产厂区（园区）、
物流运输、码头建设等资源，实现了土
规、城规、生态保护、林地、基本农田、基
础设施等多规合一，在空间管控上进行
预留，提供发展要素保证。

涪陵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当
前，涪陵正规划和建设建筑产业园区，
着眼建筑全产业链，以数字化转型为契
机，通过数字驱动、技术创新与应用，再
到产业生态培育的“三级跳”，打通创新
研发、数字化设计、智能化生产与运输
以及智能化施工等各环节，努力让智能
建造产业发展走上“快车道”。

科创赋能产业兴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依靠科技创新，涪陵为
智能建造产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涪陵抢抓“双碳”机遇，坚持“科
创+”“绿色+”，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高地，大力引进培育新型研发机
构。近年来，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
团队、涪陵高新区、大业科技集团三方
合作组建“重庆智能建造产业研究院”，
先后落户慧谷湖科创小镇，同时成立了
有限合伙企业打造智能建造产业孵化
平台，致力于绿色建筑、智能建造产业

等共性基础研究，ALC墙板安装机器
人在杨二坪智能建造示范项目开始应
用。围绕“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
装备”，系统推进“新建造”体系落地，研
发投入已累计超过5亿元。

涪陵在建筑产业现代化成套技术、
标准规范、工艺工法等8大重点领域申
报专利213项，获国家授权184项专利
（其中发明专利61项），正在审批专利
29项。其中，“装配式钢-混凝土混合
结构建筑及其信息化建造成套技术”获
全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为“新建造”目标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全区产学研合作优势明

显。重庆大学周绪红院士、刘界鹏教
授亲临指导，涪陵区大业科技于2016
年开始对建筑工业化及智能建造进
行探索和尝试，与重庆大学、北京交
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建
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美国SP公司等
顶尖机构联合成立重庆大业智能建
筑研究院和重庆大业智能科技研究
院，对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进行系
统研究与应用。

涪陵太极医药城智能化车间 摄/李辉

盛会启幕谋大计 三大优势助发展

刘玉珮 彭光灿 马菱涔
图片除署名外由涪陵区委宣传部提供

32023年3月26日 星期日
责编 胡东强 盛志信 美编 陈文静

CHONGQING DAILY开局谱新篇 奋进新征程

核
心
提
示

涪陵 依托优势产业打造全国首个“新建造”试点示范城市

3月25日，2023中国（重庆）国际智能建造产业创新大会在涪陵启幕。多位行业大咖齐聚涪陵，共谋智能建造行业高质量发展。

重庆是智能建造24个试点城市之一。涪陵区努力打造重庆市智能建造示范区，智能建造产业基础稳固，优势明显，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涪陵将紧紧围绕“科创+”“绿色+”“1+2+3”产业科创体系编制《涪陵区智能建筑产业发展规划（2023-2027年）》，发挥智能建造在城市能级、基础

设施能级、产业能级、生态环境保护能级等大幅跃升上起到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抢占建筑业经济和科创发展

制高点，引领西部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作出示范。

到2027年，涪陵将把辖区的智能建造产业研究院建成国家级研发中心，临港经济区智能建造产业园基本建成，形成2-3家智能建造龙头企业，

培育1家以智能建造技术为支撑的上市企业，力争成为全国首个“新建造”试点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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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国（重庆）国际智能建造产业创新大会在涪陵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