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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元

10月12日，“贯彻二十大 建设新重庆”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重庆市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举行。

会上，市经信委主任蓝庆华介绍，对标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定位、国家重要先进制
造业中心新目标和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新任
务，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我市将重点突出

“六个聚焦”。

聚焦“33618”集群建设提升
发展能级

蓝庆华表示，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产
业体系建设，我市将加快发展三类重点主导
产业集群，首先是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产品品牌“向上”发展，加速“三电”“三智”等
零部件企业聚集。

在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方面，将全力
确保电子终端订单规模总体稳定，加快推进
功率半导体、下一代显示等重大项目，培育壮
大能源电子等新兴领域。

在先进材料产业方面，将着力加快现有优
势产品上下游延展，以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需
求撬动电子专用材料、新能源材料等集聚。

同时，我市将对支柱产业集群、特色优势
产业集群等实施“一业一策”，加快促进企业

集聚、项目集合、要素集约和创新集成。

聚焦“一号工程”共建先进
制造业基地

蓝庆华说，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这个“一号工程”，我市将发挥龙头企业作
用，加快一批标志性产品研发攻关，具体措施
包括——

持续深化川渝地区汽车、电子、装备等产
业协同，共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建立健全央地合作长效工作机制，争取
承接工业母机、大型成套装备、集成电路等领
域重大项目落地。

围绕整机、整装等终端和关键基础零部
件、关键基础材料、关键基础软件等产业领
域，有效承接中东部产业转移。

聚焦科技创新提高制造能力

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我市将推动一批
龙头企业“一条龙”推进原创性突破、应用性
转化和规模化量产，深化“产业研究院+产业
基金+产业园区”科技成果转化路径试点示
范，不断提升产业生成能力。

同时我市将聚焦现代制造业集群技术需
求，持续完善“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加快
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我市还将建立完善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体

系，健全完善“技改专项贷”等政策，深入实施
企业上市“千里马”行动，并定期发布制造业
人才需求目录，引导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布
局契合产业发展趋势的新专业与交叉专业。

聚焦数字变革引领“三化”升级

“通过推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
以此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蓝
庆华说，聚焦数字变革，我市将大力发展服务
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做好“两个加快”，推
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其一，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统筹建设“芯
屏端核网”数字产业集群，实施“万企技改”带
动“万企转型”，加快构建“产业大脑+未来工
厂”智造形态。

其二，加快绿色园区、绿色工厂建设，推动
企业循环式生产和产业循环式组合，发展壮大
循环经济和绿色产业，健全绿色制造体系。

聚焦主体培育增强发展活力

蓝庆华说，企业是市场的主体，聚焦主体
培育，我市将迭代升级“一企一策”，扩大领军
（链主）企业培育范围，推动领军（链主）企业
加速向一流企业迈进。

同时，通过实施优质企业集聚培育行动，
推动中小企业沿着“创新型—专精特新—小
巨人—单项冠军”路径成长壮大。

我市还将深入推进“大手牵小手”行动，
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伙伴计划，迭代“渝企
零距离”供需对接平台，促进企业融通发展。

聚焦产业布局促进区域协同

“引导渝西地区建设世界级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建设智能装备及
智能制造、轻纺、高端摩托车等产业集群承载
区，将是我市优化产业布局的关键一招。”蓝
庆华说，我市将持续优化提高中心城区产业
准入门槛，盘活存量资源发展高端产业与价
值链高端环节，在确保规模总体稳定的基础
上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在区域产业发展方面，我市将推动涪陵、
长寿、南川等找准比较优势，强化产业特色，
增强产业竞争力；推动“两群”地区发展以食
品及农产品加工为支撑，以特色装备、清洁能
源、绿色建材、轻纺等为补充的产业体系。

蓝庆华说，在做好“六个聚焦”的同时，市
经信部门还将实施“专项方案+专班推进”产业
集群建设，推动“全景图+产业地图”产业链提
升，做好“赋能中心+诊断评估+全覆盖推进”
技术改造，以“亩均账+含金量”为重点推动制
造业“亩均论英雄”改革，落实“服务企业专员
制度+企业吹哨·部门报到”涉企服务，完善“区
域评价+企业监测”为主体的综合评价体系建
设，形成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拳”。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10月12日，铜梁集
中签约27个招商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206亿元，涵盖
新型储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及摩托车核心零部件、医
疗器械、总部经济、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

在新型储能方面，本次签约了锂电池自动化设
备、分布式光伏发电、新能源电池回收等产业链项
目。这些项目重点围绕光储一体化发展的思路，延伸
壮大铜梁储能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推动打造储
能电池“研发—转化—生产—检测—运营服务—场景
应用”全产业链生态，助力铜梁建设中国西部新型储
能产业发展示范区，打造中国西部新型储能产业高
地。

当前，铜梁已聚集了海辰、厚生、兴恒、金汇能、科达
等涉及储能电池及关键原材料多个产业链项目，建成储
能电站、光储一体化示范站、企业微电网等储能应用场
景，储能产业呈集群发展态势。

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及摩托车方面，本次
签约了智能座舱、传动系统、制动系统以及智能换电平台
4个项目，投资超过50亿元。这些项目将与铜梁区爱玛
科技项目形成产业链互补和区域产业合作，提升产业整
体竞争力，加快推动铜梁打造新能源短途智慧出行产业
集群。

此外，北京芯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约落户后，将在
铜梁高新区建起充换电基础设施制造和电池运营管理企
业，预计明年一季度投产。

铜梁签约27个项目
计划总投资206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0月 12日，市
统计局公布“2022年万开云同城化发展监
测分析”显示，去年万开云同城化发展总指
数达到104.86，较2021年提高2.12，万开云
同城化板块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形成产业
协同、共建共享、相向发展的同城化新格
局。

市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有效监测
万开云同城化发展进程，该局指导万州、开
州、云阳3个区县统计局以《万开云同城化发

展实施方案》为依据，研究制定了涵盖区域整
体综合实力、现代产业融合发展等7个维度
的《万开云同城化发展监测指标体系》，并以
此进行同城化发展监测分析。

“在2022年，万开云同城化发展呈现出
7类特征，其中区域整体综合实力稳步增强
是最大发展亮点。”该负责人表示，去年万
开云区域整体综合实力指数 105.04，比

2021年提高 1.52，其中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338.16亿元，比2021年增长5.5%；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达到63242元，比2021年增长
5.6%。

产业协同 共建共享 相向发展

2022年万开云同城化发展总指数达104.86

10 月 11 日，重庆市永川国
家高新区铁路专用线边，等待
装运的长城炮皮卡、坦克300越
野车，它们将搭乘专列出口至
俄罗斯。

永川国家高新区铁路专用
线自今年4月28日实现常态化
运营以来，已发运汽车 12702
辆，目的地分别为华北地区、东
北地区，以及俄罗斯、澳大利
亚、智利等国家。

特约摄影 陈仕川/视觉重庆

“永川造”长城汽车
“坐”专列出口俄罗斯

巴南晒出第三季度招商引资攻坚成果
32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178亿元

10月12日，巴南区举行第3次招
商项目集中签约活动，集中展示“奋战
三季度 冲刺下半年”招商引资攻坚成
果。活动现场签约32个项目、总投资
178亿元，其中20亿元以上项目4个，
涵盖生物医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软件信息、食品及农产品加工等现代
制造业产业领域，体现“亩均论英雄”
高质量发展要求。

“一区五城”成投资热土
民营企业担当投资“主力军”

近年来，巴南区谋划实施“一区五
城”发展战略，培育壮大五大产业集
群，加快工业强区、科技强区建设，为
企业投资兴业创造了广阔空间、良好
条件，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投资巴南、
深耕巴南。巴南正日益成为企业投资
兴业福地、创新创业沃土。

本次签约民营企业投资项目达29
个、占比 91%，投资 143 亿元、占比
83%。其中，7个购地自建项目全部为
民营企业投资，合同投资98亿元、占
比超五成。

作为全市唯一“BT+IT”创新发展
示范区，重庆国际生物城抢抓数字经
济新赛道，抢占数字医疗新蓝海，努力
为全市“满天星”行动计划增添新动
力。唐颐细胞智能制造（西南）基地，
作为数字医疗领域重点培育的“启明

星”在当天正式落户。该项目依托“细
胞智能制造+共享数据/技术/资源服
务”为基础的细胞产业公共技术服务
与产业孵化体系，围绕细胞药物开发
的全流程打造“细胞智能制造工厂”，
建设数字孪生柔性细胞智能制造一站
式CDMO/CMO平台，预计总投资约
25亿元。

而作为全市重点打造的三大万亿
级产业集群之一的先进材料产业，巴
南正加大布局力度。此次签约活动
中，茂侨高端材料数字化研发中心项
目落户，拟投资20亿元，从绿色设计、
绿色矿山和绿色工厂设计、绿色和智
能技术应用、运行、管理、产品应用等
方面来打造全产业链的绿色发展体
系。

据统计，今年以来，巴南区在招大
引强、招新引优上全面发力，先后引进
投资50亿元以上项目2个、20亿元以
上项目9个，10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
及亿元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项目53个，
构建起“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
天盖地”产业发展生态。

良好营商环境提振发展信心
苏州凌创10年携手再合作

苏州凌创集团深耕汽车行业20
年，是一家以苏州为总部，辐射华东、
西南、华南、华北等地的集团化公司，

客户遍布全球。早在2014年，苏州凌
创集团就在巴南注册了凌创测控科技
公司，大力拓展动力总成业务。

“在巴南落户4年后，我们就取得
高新技术企业资质，6年后拿到了国家
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称号，8年后获
得国家汽车工业科学进步一等奖……
公司在巴南一步步稳扎稳打成就了今
天凌创测控科技，每一个里程碑都离
不开巴南的大力关心支持。”谈及企业
10年发展历程，苏州凌创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郭永十分感慨。10年
来，凌创测控科技已成为打破国外动
力总成测试装备垄断，引领新能源动
力测试方面的“隐形冠军”企业。

得益于双方10来年坚实的合作
基础，加之瞄准重庆世界级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机遇，苏
州凌创集团拟追加投资30亿元，建设
占地约150亩的理工凌创科技高端智
能装备创新基地。该项目将引入苏州
凌创集团和重庆理工大学雄厚的资金
和技术力量，打造集国内一流的新能
源智能汽车总成及关键零部件、自动
驾驶开发平台、检测及分析服务中心、
数据库、高端装备制造为一体的智能
网联高效协同智能研发生产平台、试
验检测平台及成果转化平台。

在巴南，像苏州凌创一样不断投
资发展壮大的企业还有很多。全市软

件企业50强重庆桴之科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持续扩大投资规模，拟追加投
资超2亿元，利用标准厂房3700平方
米，建设车载毫米波雷达传感器项目。

巴南区招商投资促进局负责人介
绍，该区始终坚持“服务好现有企业就
是最好招商引资”理念，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清廉政务环境，全力安商、亲商、
护商，形成存量企业扎根巴南、深耕巴
南的良好环境。

强化“亩均论英雄”
盘活利用厂房物业9万平方米

今年以来，巴南区深入推动制造
业“亩均论英雄”改革，一方面严格招
商项目准入把关，对照投资强度、亩均
增加值、亩均税收等“亩均论英雄”控
制性指标，科学论证筛选甄别招商项
目；另一方面加大“腾笼换鸟”“二次招
商”，向存量要空间、向低效要效益，加
快形成亩均效益好、单位强度高、绿色
本底实、要素配置优的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

本次集中签约的23个利用标准
厂房或物业项目，涵盖电子商务、软件
信息、食品及农产品加工、消费品工业
等现代制造业及服务业领域，盘活利
用厂房及物业超9万平方米、合同投资
54亿元。

作为阿里巴巴国际站产品在重庆

地区的渠道服务商，重庆左卡科技有
限公司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
遇，以及重庆公路物流基地今年荣获
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国家示范
物流园、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国家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等国家级“招牌”带
来的政策机遇，打造阿里巴巴跨境电
商服务中心。项目依托重庆公路物流
基地B型保税物流中心、跨境公路班
车等开放平台，利用其自身互联网技
术、大数据优势，集中优势资源为入驻
阿里巴巴国际站的跨境电商企业提供
全链条服务，助力数字陆海新通道系
统建设。项目预计 5年内新增带动
200-300家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入驻。

同样看中重庆公路物流基地的发
展优势的还有国内豆芽行业最大的单
体包装货生产方深圳禾顺农业有限公
司。其拟先期租用标准厂房1万平方
米，投资约2亿元建设禾顺芽苗菜研发
生产配送中心，助力全市食品及农产
品加工支柱产业集群打造。

天府之窗科技（成都）有限公司积
极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拟投
资8000万元建设重庆服装产业数字化
平台，线上主要搭建服装产业大数据平
台及多角色应用程序，线下主要打造服
装产业数字化服务平台、面辅料交易市
场、数字内容直播运营基地等产业综合
服务平台。

张雲亮 徐妮 罗莎

巴南区2023年第三次招商项目集中签约活动 摄/刘纪湄

本报讯 （记者 颜安）10月11日，记者从市乡村
振兴局获悉，我市将开展“三攻坚一试点”工作，助力脱贫
人口高质量就业。

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三攻坚一试点”指
的是开展帮扶质量攻坚、兜底质量攻坚、务工质量攻坚和
劳务品牌试点。

其中，帮扶质量攻坚突出“应就业尽就业”。比如，我
市将全力抓好政策落实，这些政策包括跨区域交通补助、
职业介绍补贴、企业接纳脱贫人口就业补贴、对企业的税
收减免、保险补贴等，全力推动其落地兑现；与此同时，紧
盯重点人群，加强对返乡回流脱贫劳动力、雨露计划和脱
贫家庭高校毕业生三类人群的监测，结合脱贫人口就业
意愿，全覆盖开展对接帮扶。

兜底质量攻坚方面，主要聚焦“创造和增加就业
岗位”。如我市将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推动脱贫
劳动力广泛参与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
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同时，大力发展以劳动密集型
产业为主的帮扶车间，规范公益性岗位的管理，推动
公益性岗位就业推荐、劳动管理、补贴发放规范化建
设。

务工质量攻坚，则是要提高脱贫群众的就业质
量。首先是选优配强村级信息员，加大实时采集力度
和采集频次，及时掌握就业情况；其次，深化鲁渝劳务协
作，形成常态化、广覆盖的有组织劳务输出渠道，提升劳
务供需精准匹配度，增强转移就业稳定性；此外，提升脱
贫人口就业技能，让培训围绕就业转、逐渐将在“户籍地
开展培训”的方式转变为在“工作地开展培训”，将“一次
培训”的方式转变为“终身培训”，让培训围绕持续提升能
力转。

值得一提的是，为千方百计确保脱贫人口稳岗就
业，我市已启动劳务品牌试点。今年以北京、山东和
重庆主城区3个地区为试点目标市场，南岸区、万州
区、云阳县、巫溪县、酉阳县等5个区县参与了重庆火
锅师傅、巴渝大嫂、万州烤鱼师傅、开州金厨、云阳面
工、巫溪烤鱼工、巴渝建工7个乡村振兴劳务品牌试
点，将创新品牌持有机制、制定品牌标准、积极开展品
牌认证，整合力量发挥品牌效应，为脱贫人口持续增
收提供有力支撑。

重庆将开展“三攻坚一试点”
助力脱贫人口高质量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