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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翰书）“审批速度太
快了，刚点击了提交按钮，几秒钟后手机就
收到申办成功的提示。”11月17日，云阳县
一名个体工商户在县政务服务大厅帮办工

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渝快办”提交了“个
体工商户设立登记”业务，经过手机自主申
请、后台自动审批等环节，5分钟就办好了
证照。

机器人“智能秒办”、343项业务“一窗
办”、30个事项“扫码办”……记者了解到，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云阳县在服务企业、服
务基层、服务群众上聚力发力，不断畅通便
民便企服务通道，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实现主题教育与政务服务双融合、互促进、
共提升。

“以前，我们要随时刷新审批页面，逐
项核对提交材料，担心信息出错导致审批
有误，耽误了群众和企业办事。”云阳县行
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金萍告诉记者，现在，
群众和企业可以直接在网上提交办事申

请，RPA政务数字机器人可以自动进行业
务审批，申办主体不用提交纸质材料，只要
有网络，随时都可以办理，大大提高了审批
效率。

据了解，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云阳县对
市场监管类20余个事项进行调研梳理，开
发了RPA政务数字机器人，通过政务数据
共享利用、表单智能填报、数据跨网录入等
功能，实现高频事项“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自动审批试点应用，让该事项由原来的1个
工作日审批完成到全程自动审批、“智能秒
办”。

云阳县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孟平介
绍，RPA智能审批系统通过将AI智能模型
嵌入到系统中，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采
取模拟办件和实际办件相结合的方式，实现

7×24小时AI智能在线审核材料，既节省
了群众和企业办事时间，也减轻了工作人员
审批压力。

“以前办理证照，须携带各种材料不说，
还要跑了东家跑西家，来来回回很是麻烦。”
前不久，在云阳县行政服务中心无差别综合
窗口，市民李玲不到半个小时就办完了诊所
备案凭证业务，并当场领证。

只进一扇门，只到一个窗，只取一次号，
办事群众就能在综合窗口办理诸多政务服
务事项，这样的变化得益于该县深入推进

“一窗办”改革，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统一出件”运行模式，形成“一号申请，一网
办理，线上线下，同步办结”的一体化政务服
务架构。

（下转2版）

云阳开发政务数字机器人实现“智能秒办”
343项业务“一窗办” 30个事项“扫码办”

【开栏语】
今年9月起，按照党中央统一

部署，我市精心组织、扎实推进第
二批主题教育。各单位坚持学习
打头，一体推进理论学习、调查研
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主题教
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即日
起，本报在“学思想 强党性 重
实践 建新功”专题专栏下开设

“促实干 晒实绩 求实效”子栏
目，进一步加大全市第二批主题
教育成果展示和宣传力度，营造
注重实干实绩实效的浓厚氛围，
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廖雪梅 杨永芹

四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时
期。连日来，记者走访我市多个重点工程看
到，建设者们正铆足干劲比质量、抓进度，发
起年终冲刺，掀起新一轮建设高潮。

黄桷沱长江大桥

300余名建设者开展“大会战”

11月18日，在南岸区腾龙大道附近的
渝长高速复线黄桷沱长江大桥施工现场，钢
板搭成的栈桥上焊花飞溅，工人们在数十米
高的空中搬运材料、搭建模板。

“为赶在年底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300余名施工人员正开展项目建设‘大会
战’，取得夜间施工许可的工点两班倒作
业。”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黄桷沱长江大桥项
目总工程师田力介绍。

渝长高速项目是快速路八联络线的咽
喉工程，全长约21.78公里。而黄桷沱长江
大桥是整个项目的控制性节点工程，大桥全
长1260米，集“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
轨道交通”多功能于一体，采用双层桥面布
置，上层为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路，下层桥
中央是为规划中的轨道交通18号线三期预
留的双线轨道，建成后将为世界最大跨度公
轨两用悬索桥。 （下转2版）

铆足干劲比质量抓进度，发起年终冲刺

重庆重点工程掀起新一轮建设高潮

□本报记者 夏元 见习记者 王光平

在两江新区，三一重机“灯塔工厂”生
产线上，100多台机器人不停挥舞机器臂，
实现了挖掘机全自动化生产。

在璧山，比亚迪动力电池基地，其自主
研发生产的“刀片电池”，驰名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行业。

……
殊不知，这些龙头项目都是重庆积极

承接产业转移的结果。
据统计，2020—2022年，全市累计承

接工业投资项目4670个，到位资金6425亿
元。承接产业转移，正在助力重庆抢占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制高点”。

“一条链”招商

以“链主”带“链条”构建产业集群

说到重庆的生物医药产业，很多人一
下就会想到巴南区的重庆国际生物城。这
里集聚了1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形成以生
物制药为核心，化学药、现代中药、医疗器
械全领域发展的产业格局。

巴南区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正是重庆承接产业转移，培育特色优势产
业集群的生动诠释。

“我们将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结
合起来，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带动整个产业
链条式、集群式发展。”巴南区经信委负责

人称，比如通过引入上海博唯、智睿生物等
龙头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不少企业随之从
东部转移来渝，助力巴南向千亿级生物医
药产业集群迈进。

在产业招商培育中，突出招引“链主”
“链长”企业，锻造产业“全链条”、构建集群
“新高地”，是近年来重庆不少区县实施产
业链精准招商的明显变化。

全市工业大区之一的涪陵，近年来积
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项目，相继引入
赣锋动力电池、青山动力电池等一批百亿

级龙头项目。
“这批龙头企业落地，将推动全区新能

源动力电池产业快速扩张。”涪陵高新区管
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如华说，通过承接产业
转移，涪陵区不仅引进了一批动力电池龙
头企业，还引入卡涞科技、联洋新材料等产
业链关联企业，“这些企业项目全部达产
后，涪陵将成为全市又一个大型的动力电
池生产基地”。

立足本地优势产业，精准承接产业转
移，并将承接转移与转型升级相结合，突出

高端引领、集群带动，以此发展壮大本地区
特色产业，这样的承接产业转移趋势在重
庆已经蔚然成风——

在大足区，当地依托五金、汽摩零配件
等产业优势，引进一批摩托车整车企业和
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成为全市重要的汽
摩配件生产基地。

在荣昌区，当地通过建设陶文化创意
产业园，集聚一大批玻陶企业，获评“中国
西部陶瓷之都”，让“荣昌造”陶艺产品蜚声
海内外。

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不少区县还聚焦
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产业“新引
擎”。比如璧山持续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

“Micro LED”“云巴”等一揽子科创成果
相继问世；永川瞄准新型高端制造业，积极
发展机器人、智能终端等新兴产业。

两套承接平台

承接产业转移成果突出

因为看好荣昌高新区完善的基础设施
和配套服务，今年9月，江西遂川光速电子
有限公司签约落户荣昌区，计划在当地建
设双面多层高精密度线路板生产基地。

“荣昌高新区不仅污水处理厂等基础
设施完善，还为企业提供财税、金融等手续
代办服务，既贴心又方便。”江西遂川光速
电子董事长姜世明说。

（下转2版）

承接产业转移助力重庆抢占“制高点”
2020至2022年，全市累计承接工业投资项目4670个

11月19日，南川区河图镇，渝湘复线高速公路河图枢纽互通项目的建设者正抓紧施工抢进度。 通讯员 胡波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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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唐琴）11月17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
获悉，前10月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总量突破4000亿元，
同比增长近20%，投资进度达93.2%。其中，10月当月，市级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444亿元，达到下半年以来单月最高水平。

据介绍，今年前10月，重庆产业优化升级、科技创新、乡村
振兴、城市更新提升、生态环保、文化、民生7大领域重点项目

“齐头并进”，投资进度均快于时序进度。
如在产业优化升级领域，重点项目完成投资943亿元，同比

增长7.4%，投资进度达97.8%。其中，璧山长安线控底盘及轻
量化项目等102个项目新开工建设，计划总投资超1500亿元。

从行业看，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
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先进材料、轻纺、食品及农产品
加工等制造业项目，前10月累计完成投资627.4亿元，同比增长
5.3%。其中，厦门海辰西南智能制造中心及研发中心项目一期
一阶段生产工艺机电安装已完成，二阶段已启动建设；两江龙兴
新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即将主体
完工，研发中心主体正在进行最后的结构施工和机电安装。

在科技创新领域，重庆投资放量成效显著，累计完成投资
79.8 亿元，同比增长 126.2%，完成年度计划投资进度的
103.3%，快于全口径市级重点项目投资进度10个百分点。其
中，重庆脑与智能科学中心等6个项目已完工投用。

前10月重庆市级重点项目
投资突破4000亿元

同比增长近20%，投资进度达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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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计划5年培育15家
独角兽300家瞪羚企业

本报讯 （记者 于鹏程）11月18日，重庆·垫江西部智能
阀门产业基地首批企业投产暨第三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举
行，13个阀门项目集中投产或签约。其中，6个投产项目，前期
投资总额6亿元；7个集中签约项目，投资金额10.5亿元。

据了解，本次投产的6个项目，从落地动工到建成投产，用
时仅半年，涵盖阀门铸造、机械加工、产品销售等全链条。其
中，由14家垫江阀门企业组建成立的国扬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是投资规模最大且产值最高的企业，该公司投资2亿元，主要
生产石油天然气、电力、化工医药、给排水等行业阀门，年产值
可达3亿元。

投产的重庆赛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则聚焦于建设中
高端智能阀门生产线、研发中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阀门产
业孵化基地，现已投入各类智能阀门设备100余台，主要生
产智能控制阀、球阀、蝶阀、卫生级阀门等，年产值2亿元。

签约的7个项目则更多地侧重于智能化生产线建设和铸
造，其中彼列阀门垫江生产基地项目，拟建设4条智能化铸压生
产线，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9亿元；无锡圣汉斯垫江生产基
地项目拟建设6条智能控制阀生产线，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5
亿元。

垫江13个阀门项目
集中签约投产

□新华社记者 温馨 杨依军 宿亮

历史走到今天，世界面临很多问
题。一个走向复兴的大国，在人类前
行的历史进程中如何肩负起自己的责
任，历史将如实记录。

2023年11月14日至17日，举世
瞩目的四天。

在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拜登
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应邀出席亚
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

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大国当如
何作为？习近平主席旧金山之行的一
场场活动、一个个细节里，蕴藏着意蕴
深远的答案。

（一）寻大国相处之道
“中美要好好打交道。”
11月15日晚，在出席美国友好团

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习近平主
席用质朴的话语，道出一个走向复兴
大国的真诚愿望，也道出国际社会的
共同期盼。

大国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都
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
两个大国能否走出一条超越“修昔
底德陷阱”的正确相处之道，攸关世
界和平与发展，攸关子孙后代的美
好未来。

（下转2版）

从习近平主席旧金山之行感悟“道之所在”

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本报讯 （记者 周传勇）11月18日，义乌中国小商品城
重庆数智产业园项目在长寿区签约。长寿区与浙江中国小商品
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共同投资建设运营重庆义乌数智产业
园，项目总投资约30亿元，将打造线下展贸中心、线上跨境电商
直播和培训中心、跨境结算中心、数据中心、基地仓、数字金融
等。

据了解，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重庆数智产业园项目用地约
500亩，旨在打造面向“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服务
中心、中国义乌小商品城西南中心、第六代义乌小商品城数智示
范项目，建设集展贸展示、电子商务、赋能服务、物流仓储及配套
设施于一体的数智产业园。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数字化开展深入合作，在数字化供应
链服务合作方面，依托义乌现有的数字化服务能力，以贸易数字
化转型为目标，探索共建集数字供应链、数字仓储、数字物流、数
字口岸、数字监管的重庆外贸全球供应链数字化服务平台，实现
多跨协同、数据联动，推广交易单、组货单、报关单“三单对碰”，
为广大中小微企业提供标准化市场商贸物流服务。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年货物服务贸易额500亿元以上、年外
汇结算50亿美元以上，带动就业超2万人，助推数字重庆建设。

长寿携手义乌共建
重庆义乌数智产业园

总投资约30亿元

9-35版刊登

2023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
活动（重庆）·特刊

跨越山海 合作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