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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行动重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十项行动”之

20232023年年33月月3030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编辑编辑 罗皓皓罗皓皓 美编美编 李梦妮李梦妮

33

□本报记者 赵伟平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
库区于一体的重庆，该如何加快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重点是要以实施千亿级优势
特色产业培育行动为抓手，因地制
宜做好‘土特产’文章。”3月29日，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要拓
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
值，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不断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产业要发展壮大，加强现代农
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建设，着力
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是关键。梁
平区预制菜产业园就是最好的佐
证。

面临预制菜新风口，梁平区迅
速入局，园区建成不到一年就新增
食品加工企业30余家，初步形成了
仓储、冷链、物流等完善的产业配
套，今年还将启动园区二期建设，预
计到2025年，预制菜全产业链产值
将达到500亿元。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
为打造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
力的农业特色产业，全市将以实施
千亿级优势特色产业培育行动为抓
手，立足产业链延伸和产业功能拓
展，重点培育建设生态畜牧、火锅食
材、粮油加工、预制菜、榨菜、重庆小
面等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力争将生
态畜牧、火锅食材、粮油加工打造成
千亿级产业集群。

到今年底，力争各重点产业集
群综合产值增长5%以上，新培育
年销售收入上亿元的农业龙头企业
30家以上。通过加工“带一促三”，
拉动全产业链增值增效，并实施农
产品加工100家领军型、100家成
长型“双百”企业培育计划，到2027
年，力争形成综合产值上千亿级的
产业集群3个，打造年产值上50亿
元的农产品加工园区20个，农产品
加工业总产值达到6500亿元。

开发农业产业新功能

该负责人说，现代化农业产业
体系是生产、销售、品牌、营销等各
个环节的纵向贯通，以及康养、休

闲、健康等产品功能的横向拓展，蕴
含着广阔的产业增值增效空间。

例如，借助花艺加工，北碚静观
蜡梅衍生出切花礼盒、花茶、蜡梅盆
景、蜡梅品种苗、蜡梅文创等特色产
品，从单一景观变成文创产品，身价
倍增。

为用好当地资源，全市将注重
开发农业产业新功能、农村生态新
价值，发展生态旅游、休闲观光、民
俗产业等，结合乡村特有文化资源，
开发具有地域特点、民族特色、乡土
特征的产品产业。

同时，还将持续用力打造“巴味
渝珍”“三峡柑橘”等区域公用品牌，
力争培育2个品牌价值达100亿元
的单品类品牌，提升“土特产”的市
场竞争力。

聚焦三个关键词

为加快推进成渝现代高效特色
农业带建设，今年2月以来，川渝两
地农业部门围绕2023年农业带建
设工作要点、拟合作重大项目、合作
示范园建设、交流互访、推进机制等
内容在荣昌区、南川区连续多次召
开推进会。

事实上，两地通过交流合作，农
业带建设合作事项已有进展。比如
川渝两地以园区为载体，构建3个
跨省农业合作园区，包括达州市开
江县和重庆梁平区（稻渔园区）、内
江市隆昌市和重庆荣昌区（生猪和
粮油园区）、资阳市安岳县与重庆大
足区（粮食和中药材园区），探索了
一条跨行政区域的农业合作新机
制、新模式。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
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作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今年重庆将以“第一力度”
抓好“一号工程”。接下来，重庆将
与四川一道，聚焦现代、特色、高效
三大关键词，重点围绕粮油、生猪、
种业、特色产业等内容，加快实施一
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改革、
重大平台建设。同时，坚持优势互
补、错位发展，协同推进川渝优质蔬
菜、柑橘、蚕桑、渔业、茶叶、竹等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以及重点推进
渝遂绵优质蔬菜生产带、全球泡
（榨）菜出口基地建设等，推动成渝
现代特色高效农业带取得新成效。

贯通产加销 融合农文旅
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

市农业农村委市农业农村委

□本报记者 黄光红

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是重庆深入实
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号工
程”的重大任务。2021年12月印发的
《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明确了
将成渝建设成为立足西部、面向东亚和
东南亚、南亚，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和地区的西部金融中心的目标。

“围绕这一目标，我们将着力突出
产融结合、开放创新、安全稳健、协同合
作等四个方面，加快构建西部金融中心
建设的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
评价体系。”3月29日，市金融监管局
党组书记、局长阮路在接受重庆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建设产融结合的西部金融中心

“建设西部金融中心，首要目标是
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加快构筑与区域产
业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阮路说。

近年来，重庆金融业能级不断提
升。截至2022年末，全市金融资产规
模达7.8万亿元，贷款余额突破5万亿
元大关，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普惠小微
贷款、涉农贷款、绿色贷款均保持两位
数增长，企业贷款利率、政府性融资担
保费率达到历史最低。

阮路表示，接下来，重庆将持续提
升金融服务现代产业体系能力，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同时，将持续拓展企业融
资渠道，推动企业上市培育扩量，建设

“产科金”服务平台，促进科创企业资本
形成；对标世界银行标准、全国营商环
境创新试点要求，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
的可得性、便利性，打造西部地区金融
营商环境排头兵。

建设开放创新的西部金融中心

开放创新是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
“关键词”。近年来，重庆聚焦金融开放
和金融创新，实现了多个“小目标”。

譬如，重庆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等开放平台，加快推动陆海新通道贷、
中越铁路数字提单融资等一批全国性、
区域性首单首创产品服务创新。

阮路表示，下一步，重庆将积极推
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与国家重要先进
制造业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重大
战略协同联动，实现改革创新红利叠加
共振；抓好各类平台功能发挥，加快打

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体系，持续
深化中新金融合作；加强重庆自贸试验
区金融创新，推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迈
向更高层级。

此外，我市还将深入推进绿色金融
改革创新试验区等重点改革任务，把政
策含金量转化为发展实效。

建设安全稳健的西部金融中心

建设西部金融中心，要统筹发展和
安全。重庆金融业已建立起重大风险
点清单管理、重大风险问责等机制，稳
妥化解了各类风险隐患，主要金融风险
指标优于全国，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态势。

“接下来，我们的工作目标是要除
险清患、主动防控金融风险。”阮路表
示。

一是持续健全工作机制，推动建立
国资、金融、财政风险处置和救助联动
机制，构建政法、网信、信访保障稳控机
制。

二是持续提升监管效率，强化金融
产品、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
和合规监管，增强跨市场、跨业态、跨区
域金融风险处置能力。

三是持续管控涉众金融风险，保持
对非法集资高压态势，依法将各类金融
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护好老百姓的钱
袋子。

建设协同合作的西部金融中心

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既要做好重庆
自己的事，也要办好成渝合作的事。

阮路介绍，过去一年，川渝两地深
入推进金融合作，取得一系列成效。例
如，重庆股份转让中心与天府（四川）联
合股权交易中心携手，推动川渝两地企
业开展投融资对接等业务；川渝两地同
时启动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
试点、开展全国首个跨区域外债便利化
试点。

“这些成效充分证明，‘双城共
建’是推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竞合
新动力。”阮路说，未来，重庆将携手
四川，加快谋划重大项目、提升重大平
台、推进重大改革、实施重大政策，在
推动金融服务同城化发展、促进金融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推进金融改
革开放、加强金融监管一体化等方面
形成共建合力，助推成渝金融业共同
做大做强。

从四个方面
加快推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

市金融监管局市金融监管局市经信委市经信委

加快构建竞争力强可持续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按照发展蓝图，抓好“十项行
动”。《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行动方案（2023—2027
年）》（下称“行动方案”）提出的“十
项行动”中，第三项是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行动。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国
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西部金融
中心、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
设迈出重大步伐，市场竞争力强、
可持续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
建，保障全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
定战略备份作用显著增强，力争制
造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28%，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超过50%。

这一目标和相关任务将如何
细化落实、分步完成？3月29日，
重庆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市经信
委、市金融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委
相关负责人。

核心提示

□本报记者 夏元

行动方案提出，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是我市建设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的重中之重。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促进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是当务之急。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市将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
字经济培育壮大、优质企业培育”
三大领域，全力推进产业体系全面
升级。

全市新能源汽车产量
力争年内突破60万台

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
面，我市将通过实施传统支柱产业
提升行动、先进制造业产业集聚提
升培育行动、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行
动，提升制造业规模和水平。

“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快中
高端新品开发投放和现有产品迭
代升级，是推动全市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头戏’。”该负责人表示，
今年全市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
计划达到500亿元以上，促进制造
业整体向高端化迈进，同时通过推
动构建“产业大脑”体系，促进中小
企业“上云用数赋能”，提升制造业
智能化水平，力争今年重点企业数
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
82%，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60%左右。

突出终端带动，强化投资项目
牵引优化生产力布局，是我市制造
业发展的另一项重点任务。今年
我市将持续推动长安汽车、赛力斯
等整车企业高质量发展，建设万亿
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力争年内全市新能源汽车产量突
破60万台；加快家用服务机器人、
虚拟现实设备等新型终端产品发
展，形成更为完整的电子元器件配
套体系，建设万亿级电子信息制造
业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产业集
群和未来产业集群。

“芯屏端核网”智能产业
力争今年收入达1.1万亿元

“在加快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方
面，我市将抓好三项重点任务，不
断提升数字经济规模和水平。”该
负责人表示，其一是加速建设“芯
屏端核网”数字产业集群，加快培
育一批数字产业链条，针对性布局
重大技术创新平台，力争今年“芯
屏端核网”智能产业收入达1.1万
亿元；其二是加速实施软件信息服
务业“满天星”计划，通过盘活存量
楼宇并引进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力
争今年软件产业总规模突破3500
亿元；其三是加速推进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发展，支持一批“链主”企业
建设行业性工业互联网平台，实施

“一链一网一平台”试点示范，力争
今年新建成10个智能工厂100个
数字化车间。

通过实施“一企一策”
培育一批“链主”企业

在优质企业培育方面，我市将
开展“梯度培育、融资纾困、融通发
展、公共服务提升”等四个专项行
动，通过实施“一企一策”培育一批

“链主”企业、优化完善“政银企”对
接渠道等一揽子举措，不断增强渝
企的核心竞争力。

聚焦三大领域
推进产业体系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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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长城汽车制造基地内，焊接机器人在工作。（资料图片）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