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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五一”假期盘点

践行“三品”战略，奋力推动重庆消费品工业在新征程上实现更大作为
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峰会暨2023“三品”全国行（重庆站）在渝启动

在国家绿色工厂江记酒庄内，数万瓶白酒正在快速通过自动纸套设备

消费品工业是重庆传统支柱产业
之一。近年来，重庆市紧抓工业转型
发展契机，围绕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
展，持续推动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全力推动全市消费品工业
高质量发展。

5月5日-7日，由工业和信息化
部、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重庆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承办的消费品工业“三品”
战略峰会（下称峰会）在重庆召开。

带来新机遇
重庆消费品工业晒出“三品”
行动成绩单

据悉，本届峰会以“践行‘三品’战
略·服务美好生活”为主题，将着眼全
国消费品工业发展大局，旨在引领产
业转型升级，助力西部对外开放、国内
国际双循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推动重庆
消费品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峰会期
间，还将举办第二届中国(成渝)美食工
业博览会。

展会是观察经济的一扇窗口。实
际上，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峰会在
渝召开，对于我市消费品工业而言，意
义非凡。一方面，我市紧紧围绕“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发展战略，深化创
意创新、数字赋能等，积极搭建展示交
易平台、放大展会溢出效应、发挥政策
叠加优势，为消费升级贡献出新的发
展动能，对全市工业经济发挥着支撑
性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多年来深入开
展实施“三品”专项行动，重庆坚持“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方向，促
使产业快速转型升级，产业规模逐步
壮大、产业生态和竞争力有效提升。

目前，重庆市消费品工业“三品”
专项行动已取得了阶段成效，并成为
全市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的重要力
量。据统计，2022年全市规模以上消
费品工业企业超2100家，实现产值同
比增长2.6%；新增市级专精特新企业
275家、数字化车间171个、智能化工
厂31个、绿色工厂16个；江津区、巴南
区、荣昌区入选2022年全国消费品工
业“三品”战略示范城市。

与此同时，智飞生物、冷酸灵、江
小白等一批在细分行业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企业和品牌崭露头角；重庆中烟、
重庆理文等百亿级企业持续巩固；益
海嘉里、恒都食品、海尔空调、美的制
冷设备等十亿级企业规模不断壮大，
骨干企业有力支撑全行业发展；上口
佳、天友乳业、琪金食品、百亚股份等
企业代表利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
加快研发高端、智能、健康新产品，满

足了消费升级需求。
此外，在有序推进消费品工业助

力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市经信委制定
印发了《以工促农助推乡村振兴工作
方案》，明确优化产业布局等六项工作
任务，重点发展特色、绿色产品加工产
业，支持“两群”区县实施乡村振兴特
色绿色产业发展项目，助力联农带农。

开创新局面
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态势加快
形成

在推动全市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
展的过程中，重庆因地制宜培育特色
产业链，并取得了新进展，特色化集群

化发展态势正在形成。
目前，全市拥有江津（粮油）、涪陵

（食品）2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重庆巴南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入
选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工程。

而就在去年，重庆小面产业园中
央工厂、金沙河面业100万吨小麦加
工、冷链物流及国际食材分拨中心等
一批重点项目也相继开工；重庆火锅
食材产业研究院、重庆火锅食材产业
检验检测中心相继揭牌；预制菜、眼镜
产业的集聚发展态势正提速发展。荣
昌、璧山、合川三区分别荣获“中国西
部陶瓷之都”“中国西部鞋都”“中国日
用玻璃生产基地”称号。

下一步，全市还将加快特色产业
链群的培育，以区域差别化、特色化为
导向，围绕绿色食品、特色轻纺、预制
菜建立招商项目库，会同有关区县围
绕重点方向建立招商联合小组，积极
承接沿海产业（订单）转移，招引培育
更多市场主体。

开启新征程
构建平台型矩阵 系统推进
品牌建设

据悉，重庆接下来将全面贯彻落

实《数字化助力消费品工业“三品”行
动方案（2022-2025年）》《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特色消费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协同实施方案》工作要求，加力培育特
色产业链，以平台型项目（企业）培育
为重要抓手，推动重大项目落地，着力
完善产业创新生态，持续提升消费品
工业供给体系质量。

同时，进一步培育特色产业链，
如“重庆预制菜”建设加速推进，“招
牌菜”产品矩阵和体系将逐步建立
并推向市场，“重庆小面重庆造”继
续扩大认知范围，让美食工业化发
展取得积极成效；持续推进美妆板
块差异化发展线路，美妆科创平台
项目加快落地；一批重点项目加快
建设将有力促进完善绿色包装供应
能力。

此外，走深走实区域协同发展，如
积极落实川渝两地消费品协同发展意
见，在服装、调味品、预制菜、家具等领
域推进创意设计、品牌共建等方向的
合作；服装订单平台（龙头企业）与“两
群”加工企业建立订单合作机制，食品
板块重点企业进一步稳定提升在“两
群”的原辅料基地合作和供给保障能
力。

汪正炜
图片由中国（成渝）美食工业博览会组委会提供

□本报记者 黄光红

连日来，重庆72家A股上市公司陆
续披露了2023年一季报。5月4日，记者
梳理分析相关公开数据发现，今年一季
度，这72家重庆A股上市公司合计实现
净利润181.69亿元，同比增长17.58%。
其中，53 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约为
73.6%。整体上看，重庆A股上市公司一
季度经营业绩实现了“开门红”，呈现出高
质量发展良好态势。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一季度，有9家
A股上市渝企净利润总额超过了 3亿
元。其中，长安汽车净利润总额排名第
一。

长安汽车一季报数据表明，今年1—3
月，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5.56亿元，同
比基本持平；实现归母净利润69.7亿元，
同比大增53.65%。

净利润总额排在第二和第三的分别
是渝农商行和智飞生物。一季度，渝农商
行实现营业收入73.39亿元，同比下降
3.26%，实现净利润40.14亿元，同比增长
9.35%。智飞生物实现营业收入111.73
亿元，同比增长26.37%；实现归母净利润
20.32亿元，同比增长5.68%；其营业收
入、净利润双核心指标均实现逆势增长，
创历史新高。

净利润总额位居第四的是重庆银
行。一季度，该行实现净利润14.82亿
元，同比增长2.69%。

此外，还有5家企业一季度净利润超
过3亿元。分别是：重庆百货，4.74亿元；
太阳能，3.89亿元；重庆啤酒，3.87亿元；
三峰环境，3.5亿元；博腾股份，3.04亿元。

从净利润增速来看，神驰机电则位居
第一。今年一季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7亿元，同比微增0.38%；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6138万元，同
比猛增1793.62%。

净利润增速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是
太极集团和山外山。其中，太极集团在
2022年营收和经营性净利润双创历史新
高基础上，今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44.27亿元，同比增长25.27%；实现归母
净利润2.35亿元，同比大增991.16%。

业内人士分析，长安汽车一季度经营
业绩实现“开门红”，成为A股上市渝企
中最会赚钱的企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
稳住了销量“基本盘”，且产品结构持续优
化、盈利能力得到了持续提升。

公开数据表明，今年1—3月，长安汽
车实现汽车销量约为60.78万辆，同比略
减6.71%。其中，10万元级产品销量占
比达到73%；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8.45
万辆，同比大幅增长105.4%。

神驰机电、太极集团和山外山能够成

为72家A股上市渝企中净利润增长幅度
排名前三的企业，也有各自的“秘诀”。今
年以来，神驰机电加强管理、控制成本，取
得了较好效果。一季度，其营业成本同比
减少约4950万元，使得其营业利润同比
增加5740万元。

太极集团今年以来生产经营得到有
效突破，销售收入和毛利率显著提升。其
中，医药工业收入增幅达49.74%，医药商
业收入增幅达20.34%。

山外山方面则表示，一季度，公司经
营业绩大增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的因
素。其一，公司血液净化设备在国内外医
院的认可度逐年提升，公司不断加大经销
力度，扩大经销覆盖范围，销售收入实现
较快增长。同时，公司血液净化耗材业务
亦保持稳定增长。其二，公司医疗服务业
务板块通过优化，在报告期内实现扭亏为
盈。

重庆A股上市公司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17.58%
72家企业超七成实现盈利

本报讯 （记者 黄乔）5月3
日 14时 52分，天津航空执飞的
GS7965航班搭乘82名旅客顺利
起飞，标志着重庆直飞伦敦航线正
式复航，该航线为重庆恢复的首条
直达英国的定期客运航线。

重庆直飞伦敦航线每周三、
周六执飞，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起
飞的时刻为14∶40，抵达伦敦时
刻为当地时间20∶00。从伦敦起

飞的时刻为当地时间22∶00，抵
达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时刻为次日
17∶00。

据了解，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还将继续联合航空公司，持续推
进国际（地区）航线的恢复与发
展，计划近期恢复莫斯科、墨尔本
等国际航线，不断完善国际航线
网络布局，助力重庆国际航空枢
纽建设。

重庆直飞伦敦航线正式复航
每周三、周六执飞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5月
4日，重庆移动发布的《2023年“五
一”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显示，“五一”假期，市外来渝
人数达到182万人。另外，还有47
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来重庆旅游
打卡。

从入渝数据来看，市外来渝
人数达182万人，有47个国家和
地区的游客到重庆体验山城文
化。其中，最远的游客来自北美
洲。

从出渝数据来看，市内出渝人
数达173.5万人。中国香港、中国
澳门、泰国成为重庆人最爱去的三
大出境游目的地。

《报告》表明，“五一”假期，重
庆前往四川的游客数量达到96万
人，同比增长153.5％；前往重庆的
四川游客数量达71万人，同比增
长132％。

“五一”假期，重庆六大典型商
圈人气满满，其中解放碑商圈成为
最受游客欢迎的商圈，日均游客数
量达30万人次。

此外，“五一”假期，重庆市5A
景区共接待游客83.9万人次，同
比增长37.3％，其中市内游客占比
为72％。武隆喀斯特旅游景区成
为最热门的5A级景区。磁器口、
洪崖洞、长江索道等景区、景点也
深受游客欢迎。

47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来渝打卡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
习生 邱悦）5月4日，重庆火车站
发布消息称，今年“五一”假期
（4 月 29 日—5 月 3 日），重庆火车
站累计发送旅客129万人，客流主
要以探亲、直通出游、短途踏青等
为主，4月29日为客流最高峰，发
送旅客26.8万人。

据了解，5月3日假期最后一
天，重庆火车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返程客流主要集中在成都、万州、华
东、华中方向，发送旅客26万人。

为了方便广大旅客出行，铁路部门
通过加开、重联等方式加大运力。

今年“五一”假期，郑渝线、渝
怀线等方向成热门线路，涪陵车务
段20个客运办理站加强客流组
织，通过合理增加售取票窗口，加
强设备设施巡视巡查，畅通旅客进
出站、站内便捷换乘流线，在候车
大厅、地道、电梯口、站台、车门等
关键部位增派人员，做好服务引导
和安全防护等方式，确保旅客安
全、有序乘降。

火车站发送旅客129万人

本报讯 （记者 郑三波）重
庆高速集团5月4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重庆全路
网总车流量913.35万辆次，日均
182.67万辆次，创“五一”历史新
高。其中，客车832.85万辆次，日
均 166.57 万辆次，占总车流量
91.19%。

从客流的时间分布来看，5月
1日，总车流量达到 192.76 万辆
次，为“五一”假期重庆全路网单日
车流量最高峰，较2022年“五一”
最高峰增长15.96%。

从出入境看，“五一”假期，重庆
出入境车流量为164.32万辆次，日
均32.86万辆次，同比增长94.03%，
其中日均出境车流量为16.66万
辆，日均入境车流量为16.21万辆。

值得一提的是，“五一”假期，
重庆与四川、贵州、湖北、湖南的高
速公路省界出入口总流量164.32
万辆，日均32.86万辆，同比增长
94.03%。其中，川渝界流量最大，
总流量113.11万辆，日均22.62万
辆，占省界车流量68.8%，同比增
长106.54%。

高速路网
总车流量913.35万辆次

□本报记者 申晓佳

位于南岸区的长生桥垃圾填埋场，是
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的垃圾填埋场。曾经，
这里臭气熏天，蚊虫乱飞，深受周围居民
诟病。

然而，4月27日，记者来到这里，不仅
看不到一点垃圾，也闻不到一丝臭味，映
入眼帘的只有绿草摇曳的山丘和草丛间
的朵朵黄花。微风拂过，令人心旷神怡。

长生桥垃圾填埋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转变思路
土地储备整治解决资金难题

长生桥垃圾填埋场于2003年投入运
行，占地面积超过800亩，填埋库区面积
约520亩，设计库容约1400万立方米。
2016 年底关停时，这里已填库容约为
1140万立方米。

关停后，重庆立即启动长生桥垃圾填
埋场的生态修复。

“长生桥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项目，
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重庆市土地
储备整治中心总工程师李为科感慨，对如
此大体量的垃圾填埋场进行治理和修复，
需要一大笔资金。

为此，重庆转变思路，创新将垃圾填
埋场与毗邻土地一体化规划、一体化整
治，整体提升土地品质和价值。2016年8
月，该区域统一交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下
属的重庆市土地储备整治中心进行储备
整治。如此一来，作为储备整治地块，长
生桥垃圾填埋场治理就有了路径，也获得
了资金支持。

“土地储备整治，是为今后的再开发
再利用打下基础。”李为科说，在市规划自
然资源局指导下，长生桥垃圾填埋场开展
了生态修复。修复完成后，可以消除环境
污染和安全隐患，周边的土地还可以再次
开发利用，提升了土地的品质和价值，实
现了土地储备整治和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的有机结合。

运用“黑科技”
将垃圾分解为“清水”与无害固体

有了资金支持，项目得以运转起来。
设计工作完成后，2018年，土地整治团队
进场，开始进行生态修复。

“我们采用了一系列的专业技术手
段，确保垃圾降解安全可控。”土地整治项
目现场负责人苏琦介绍，首先，项目将填
埋场整体封场，对垃圾堆体进行“整形”，
使其规整、抗压；然后在堆体上覆盖土层，
铺设排气网；排气网加盖约30厘米厚的
土层后，再覆盖2层“保护膜”，加上排水
网和2层共1米厚的土层。在这层层保
护措施的最上方，才是绿地。

苏琦表示，有了“保护膜”，垃圾降解时
产生的渗滤液就不会漏到周围的土壤中，
而是从专门的排水管中排出，被收集后经
过环保处理，成为可排放的清澈水体。

“渗滤液就是人们常说的垃圾‘臭
水’，它不仅会滋生细菌，还会污染环境。”
苏琦说，每1吨垃圾中，约有72%是渗滤

液。经过多次修复处理后，1吨垃圾会
“浓缩”为20公斤左右的固体盐泥。对盐
泥进行无害化处理后，垃圾的安全降解就
告一段落。

据悉，自2018年底项目启动修复工作
至今，项目一期已通过竣工验收，不仅新增
绿地520多亩，还建了一条长2.2公里的环
形步道和一条长2.7公里的车行便道。

优化生态空间格局
修复完成后计划打造生态主题公园

生态绿地上，不仅有生机勃勃的绿草
黄花，还有蚂蚁“路过”，附近不时传来鸟
鸣声。“随着生态修复推进，这里的环境会
越来越好，几年后，会打造成一个生态公
园。”李为科说。

记者了解到，垃圾降解需要时间，在
降解结束前，绿地上只能种草，不能种植
树木等，以免树木根系破坏“保护膜”，造
成垃圾渗滤液渗漏。

长生桥垃圾填埋场的垃圾预计经过
8年降解完毕，沉降稳定。届时，填埋区
可以打造为生态主题公园。

南岸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项目修复完成后，可以提升城市
规划治理水平，提高人居环境质量，既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也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优质生态产品。下
一步，将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统筹下，优
化区域生态空间格局，全面提升生态安全
屏障质量，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永续
利用。

生态“黑科技”让垃圾降解安全可控

长生桥垃圾填埋场“变身”生态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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