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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市经济工作总体要求是“稳进增
效、除险清患、改革求变、惠民有感”。强调要
着力推动经济企稳恢复提振，着力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着力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本次论坛，是对这一思路的深入践行，具有
“两高一强”的特点，即：聚焦度高——突出了“绿
色消费”这个关键词，通过绿色消费推动绿色产
业转型升级；辨识度高——获批创建市级旅游
装备产业建设基地，全市旅游装备及消费品博
览会成为最重要的子活动；互动性强——既有
理论研讨，也有特色产业及消费体验；既有实践
总结，又有招商推介及签约活动。

8月16至20日，2023重庆市旅游装备及
消费品博览会在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举

行，共吸引近百家旅游装备及消费品企业参
展。签约投资总额，超过前4届论坛签约投资
之和。

15个投资项目中，10亿元以上项目有7
个、投资额 324.4 亿元，占总签约项目数的
46.7%、投资金额的96.6%。其中，100亿级项
目1个，50亿级项目3个，10亿级项目3个。

此次签约项目主要集中在旅游装备及消
费品制造领域。其中智能装备制造项目4个、
总投资86.5亿元；绿色生态产业项目5个、总
投资114.6亿元；数字经济项目3个、总投资
1.7亿元；农文旅融合项目2个、总投资115亿
元；城市综合体项目1个、总投资18亿元。

广西祥云亿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拟在武

隆建设智能飞行器、直升机、旋翼机等飞行基
地，经营低空航空运动、低空旅游观光、航空科
技文旅融合项目。同时，还准备在武隆建设飞
行器生产工厂和航空试验基地，主要生产以行
业应用为主的自动驾驶飞行器系列机型和开
展航空器产品的试飞试验。

落户武隆的重庆康旅房车有限公司自主
研发新一代FPR 可移动沉浸式“逸宿方舟”
智慧太空舱，内设高热性能套装及低能耗水暖
电系统，可以满足各种地理生态环境，突破高
峰、密林、滩涂等复杂地形限制。公司可实现
年产2000台（套）的产能，快速支撑文旅项目、
生态旅游开发新模式。

从“论道”向“力行”从“聚智”到“兴业”
第五届中国·重庆绿色发展实践论坛将于9月3日在武隆举行

锁定目标 “盛装”前行

武隆地处北纬30度长寿养生优质生活空
间，空气优良天数常年保持在350天以上，森
林覆盖率达到65.6%，被誉为“世界喀斯特生态
博物馆”，是全国少有的同时拥有“世界自然遗
产”“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七块金字招牌的城
市，是一个“值得来一千次的地方”。

优质的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为武隆发展
旅游装备及消费品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全市唯一获批创建市级旅游装备产
业建设基地区县的武隆，着力构建“旅游+工
业”产业链，先后制定实施《武隆区旅游装备及
消费品产业发展专项规划（2022—2030年）》
《关于武隆区加快推进旅游装备及消费品产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将旅游装备及消费品产业
列入优先发展产业。上半年，旅游装备及消费
工业企业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10个百分点。
目前，正积极推进洽谈傲得航空、亿航智能科
技低空飞行器等项目尽早落地。

下一步，武隆将依托旅游装备产业建设基
地建设，重点突破户外运动装备产业，主要发
展露营装备、户外骑行装备、冰雪运动装备等；
大力突破旅游交通装备，加快发展以新能源旅
居车为主的旅游交通装备制造；积极突破旅游
基础设施装备，重点发展移动民宿、太空舱、智
能厕所、儿童游乐设施、文体旅游设施等。

武隆将依托工业园区，先期启动空间400
余亩，建设包含新型标准厂房、产品应用体验场
馆等设施在内的“生产、研发、体验”一体化产业
生态空间，引进培育露营装备制造，打造彰显武
陵山区山水文化的特色露营装备制造基地。

同时，聚焦户外运动装备、旅游交通装备、
移动民宿等热门产品，强化精准招商、优化政策
体系，高标准打造相关制造企业落户平台，大力
推动企业产品在武隆景区的示范应用，提供优
越的发展环境、优质的服务保障，吸引全国旅游
装备企业来武投资兴业，助推企业发展壮大。

武隆将力争到2025年，初步培育形成10
亿级旅游装备产业集群，基本建成“重庆市旅
游装备特色产业基地”；到2030年培育形成50
亿级旅游装备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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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我市出台“黄金十条”政策，大力度推进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武隆正全力转化优势绿色资源，打造10亿
级甘薯全产业链，大力发展山羊、番茄两个重点产业，推出一系列适应市场需求，极具地方特色的绿色消费产品。

武隆优质绿色消费产品展示

武隆苕粉拥有 400 余
年的制作历史，制作技艺为
市级“非遗”。武隆苕粉集
团是市级农产品加工业示
范企业，其石磨苕粉依托武
隆苕粉源产地优势，坚守

“十六道古法、三沉三淀”工
艺，产品获中国名菜、中国
名小吃、中国农洽会金质产
品奖。

产自武隆的“武隆板角
山羊”已通过国家地理标识
认证；“渝东黑山羊”纳入地
方特色种质资源保护。依托
优势山羊资源，全区主营羊
肉菜品的门店达186家，烤
羊场约50余个，羊肉汤锅、
碗碗羊肉、烤全羊已成为武
隆特色餐饮的亮丽名片。

位于武隆双河镇的武隆
番茄谷核心示范区总面积约
600 亩，建有智能化玻璃温室
大棚5000平方米，主要种植天
使之唇、瑞克斯旺和先正达黑
番茄；350 亩连片大棚主要种
植釜山 88、蜜思提亚、大红番
茄、红金刚、极品红冠和金红
13等多类优质番茄品种。

羊角豆干是武隆豆制
品的特色和主打产品，起源
于清朝中期武隆羊角地区，
距 今 已 有 近 300 年 的 历
史。羊角豆干运用传统工
艺和生态原料精制而成，细
腻绵软、豆香浓郁、鲜美可
口，其制作技艺被列入市级

“非遗”。

重庆市赤茗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仙女红”茶园，由
全国茶学院士陈宗懋创
立。其出产的“仙女红”茶
获2018年第二届中国国际
茶叶博览会品鉴用茶、2020
年十三届“三峡杯”名优茶
评比（红茶类）金奖等多项
荣誉，被誉为“可以带走的
世界自然遗产”。

9月 3日，主题为“推
动绿色产业发展，共促绿
色消费未来”2023第五届
中国·重庆绿色发展实践
论坛，将在武隆举行。

截至今年，中国·重庆
绿色发展实践论坛已在武
隆连续举办了5届。连年
举办的论坛，让武隆“两
山”转化取得了新的成效，
初步构建起了绿色产业发
展体系，加快助推武隆以
国际化为引领的旅游“三
次创业”。

已提前举行的 2023
重庆市旅游装备及消费品
博览会，是本届论坛的“重
头戏”。作为重庆市唯一
获批创建市级旅游装备产
业建设基地的区县，武隆
在本次博览会上，签约相
关项目 15 个，投资总额
335.8亿元。这也让中国·
重庆绿色发展实践论坛，
首度实现了由“论道”聚
智，向“力行”聚业的转变。

本次论坛，邀请到大批院士专家及知名学
者，共同探讨生态、环境、资源方面等议题，旨
在分享绿色发展理念，以生态文明理论研究、
绿色技术数据库建设、绿色科技领军人才聚
集、创新创业孵化、绿色新技术转移为路径，探
讨产业如何匹配绿色生活方式升级。

中国·重庆绿色发展实践论坛创办于
2019年，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4届，累计有
17名院士、120余名知名专家学者和行业领军
人物参加论坛，形成30余篇研究成果报告；组
建了一支高水平智囊团队——重庆武隆绿色
发展智库研究院；连续发布4篇绿色发展相关
《倡议》，论坛成果转化率达到90%以上。

接续举办的绿色发展实践论坛，有力地促
进了武隆“发展向绿”。近年来，武隆进一步完
善“生态优先、旅游引领、三产融合、强区富民”

的绿色发展思路，细分了产业链和市场，并实
行“链长制”，2022年相关项目投资带动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以上。荆竹村获评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最佳旅游乡村”。

武隆深入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创新实践，全区10万余人吃上旅游饭。绿色
本底变为富民产业，3万余名贫困人口靠旅游
带动摆脱贫困，生态旅游扶贫模式两次入选世
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2022年脱贫人口
人均支配收入达15852元、增长13.4%。生态
价值变为生态发展动能，生态产业占GDP比
重达73%、占税收比重超过50%。

全区构建起文旅产业营销体系，建立“1位
区领导+6个牵头单位+N个协作部门组成的

“1+6+N”专业营销集团，推动旅游由“打卡”向
“刷卡”转变。2022年接待游客4252万人次、

综合收入207亿元，旅游人均消费比4年前增
长200元。构建起旅游装备及消费品工业体
系，启动建设全市旅游装备特色产业基地，
2022年旅游装备及消费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
10.9%。构建了清洁能源体系，2022年清洁能
源产值占工业产值57.2%。

武隆加快推动以国际化为引领的旅游“三
次创业”。累计启动实施项目326个、完成投
资161亿元，保持了实物放量、形象进度。主
要涉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旅主力店”建
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以城区为中心的新
型城镇化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等方面。同时，全区节会影响力
进一步扩大，成功举办第四届世界蜂疗大会，
今年还将持续举办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山地户
外运动公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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