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盯战略性新兴产业 突出产业基础优势

渝北 构建双城经济圈现代化产业体系

渝北有航空、水运等资源优势，在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中，渝北利用这一独特优势发展的
现代物流业，在开局之年正起跑冲刺。

以江北国际机场为核心载体的重庆空港
型国家物流枢纽，上榜“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名单后，渝北就抓住这一国家战略的
机遇，以“港产城一体化”为特色，加快推进提
档建设。

据渝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空港型
国家物流枢纽的建设正热火朝天：南部片区
C4地块基础设施工程、重庆快件集散中心（一
期）等项目已加快了建设速度；北部片区保税
港区商贸物流园内的重庆宝湾智能制造供应
链、嘉民重庆冷链及医药流通基地、苏宁重庆
智慧产业园、普洛斯西南航空智慧物流大枢
纽、顺丰西南运营总部项目——物流科技孵

化创新产业园子项目等，正全面推进建设；木
耳航空物流园内已引进了一批大中型物流企
业，有的已开工建设。

规划面积约13平方公里的洛碛物流城，是
渝北构建现代物流产业的大手笔。渝北成立
专门的建设指挥部，全力干好这个总投资将达
100亿元以上的项目。

据介绍，洛碛物流城具有靠港（洛碛港）、
临空（江北机场）、缘城（重庆CBD区域）的区位
优势，向北服务长寿国家开发区，承接重庆中
心城区尤其是两江新区等区域产业转移，具备
建成铁路、航空、轻轨交通于一体的多式联运
条件，将打造成为集加工、运输、中转、仓储和
配送于一体的重庆主城区域性物流基地。

起跑冲刺的临空现代物流产业，将成为渝
北继汽车、电子产业后的又一重要骨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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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聚力市委“一号工程”，
渝北奋力奔跑。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渝北
在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中，紧盯战略性新兴产
业，充分发挥产业基础优势，
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引
领，开了一个好局。

今年一季度，渝北工业
投资增长32.6%；启动建设

“北斗应用产业园”等一批工
业产业项目；签约落户OPPO
元时空等重大项目16个，合
同投资额224亿元；智慧农
业为引领的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初现。

渝北，正铆足劲头，在构
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
化产业体系中，奔跑冲刺。

链接

数字化赋能
渝北制造转向“渝北智造”

渝北区的重庆嘉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是
一家主要生产汽摩配件的传统制造企业。在
智能化浪潮下，该企业不断普及数字化装备，
在生产制造、质量检测、经营管理各环节均实
施了数字化改造，现已将传统手工生产线全部
改造成以数控加工中心为核心的数字化生产
线，并逐步升级到以信息系统为支撑的第3代
智能化生产线。

在渝北的南方英特，通过构建制造执行系
统推动生产流程再造，使运营成本下降27%、
生产效率提高52.7%、产品不良率降低15%；
驰骋汽车则大量运用机器人后，产能提升3
倍，用工减少85%，质量合格率由85%提升到
99%……

数字化赋能，使渝北制造开始逐步走向
“渝北智造”。

渝北是制造业大区，汽车、摩托车及零配
件是其中的支柱产业之一。为提升传统产业
发展效益，渝北区先后陆续出台《渝北区以先
进制造业为重点的智能制造基地建设行动计
划》《渝北区智能制造发展实施方案（2021-
2023）》等政策引导性文件，形成“产业规划+
扶持政策+平台载体”的全要素工作机制。

在政策扶持上，渝北区每年滚动安排2亿
元左右的工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企业智
能化改造，对单个项目扶持比例可达50%、扶
持资金最高可达5000万元。目前，已累计实
施智能化改造项目230个，兑付区级资金达到
10.7亿元。

与此同时，渝北区还大力推动智改数转。
分层级对全区200余家制造业企业实施机器
换人、数字化装备普及、上云上平台，探索数实
融合发展新路径。目前，已累计建成数字化车
间、智能工厂39家，培育26个新模式应用项目
和“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创建OPPO、
天友2家市级创新示范工厂。天实精工被评
为市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重庆生产的汽车，每4辆中就有一辆产自渝
北；全球每16台手机中，就有一台是“渝北造”。

汽车和电子，是渝北的两大“头部产业”。
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渝北在已有的

基础上，全力推进这两大千亿级产业迭代升级。
在前不久市招商投资局发布的重庆首个

招商投资“赛马榜”中，渝北区正在紧张建设的
长安汽车渝北工厂置换及绿色智能升级建设
项目，上榜“招大引强十强榜”。

建在渝北前沿科技城内的长安渝北工厂
建设项目，占地约1200亩，总投资100亿元。

“这个引领渝北汽车产业迭代升级的项
目，是渝北重点项目建设中的重中之重。”渝北
区相关负责人说，自开工后，几千名建设者日
以继夜地奋战在工地上。

前不久，随着总装、涂装、电池、冲压4个车
间同时进行首根钢柱吊装，长安汽车渝北工厂
置换及绿色智能升级项目进入钢结构施工阶

段，并将于6月完成厂房主体封顶，整个厂区在
年底建成投产后，将形成不低于年产28万辆的
新能源整车产能。

“这座新工厂以‘智能、效率、低碳’为标签，
目前规划生产2款中大型纯电动车和1款紧凑
型纯电动车。”长安汽车负责人表示，该新能源
汽车生产工厂全面落实企业的“新汽车、新生
态”战略，生产车型均为全新电动化架构产品，
将运用长安汽车全新推出的电动加持智能网联
技术，占领行业市场制高点。

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自身特色鲜明的新
能源“智车生态城”，是渝北汽车产业迭代升级
的目标。渝北区近日正式印发的《渝北区推进
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实施
方案》中明确，到2025年，全区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年产值将达2000亿元。

与此同时，在前沿科技城内的一批电子产
业项目也在加紧建设，提升能级。

汽车电子两大“头部产业”迭代升级

赛马争先 跑出加速度

临空现代物流产业起跑冲刺

智能灌溉系统对种苗进行精准灌溉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驰骋汽车公司大量运用机器人生产，产能和质量得到大大提升

春光明媚，桃树挂果。渝北区大湾镇的桃
园里，20余套智能物联感知设备使桃园里管理
中的土壤温湿度、生长过程、病虫害防治等都
有了“智慧”。这一数字桃园的建设，将提升桃
子产量10%，降低人工成本10%以上。

与此同时，大湾镇在深化农村改革中，通
过盘活闲置宅基地等，建成上古农耕博览体验
园等集农耕体验、研学、科普为一体的中小学
社会实践教育基地，每年将为集体创收100万
元。

深化农村改革和数字乡村建设，引领渝北
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中打造的都市型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已雏型初现。

2022年，渝北被列为全国100个乡村振兴
示范县创建单位之一后，全力推动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升建，并以平台搭建为驱
动，提速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基地、现代农
业科技创新孵化中心等科创载体。今年以来，
结合城乡发展空间、产业功能区规划以及乡村
振兴发展需要，按照“串珠成链”“集中连片”

“产村融合”“产景融合”的思路，全面打造“一
区支撑+四线示范+一园先行”的都市型现代农
业产业。

立足渝北区位优势、特色资源和存在的短
板不足，渝北区委、区政府提出，未来一个时期，
在守住粮食安全、耕地保护、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三条底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一区四带、三
业七品”（“一区”即农高区；“四带”即渝广现代
高效特色农业示范带、古洛乡村振兴综合示范
带、玉矿乡村精品旅游示范带、印放休闲体验农
业示范带；“三业”即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业、
乡村旅游业；“七品”即绿色蔬品、特色果品、乳
制品、肉制品、调味品、航空食品、民宿精品），做
好“土”“特”“产”三篇大文章，向开发农业多种
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三产融合”
要效益，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渝北的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加快了城乡
融合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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