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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 瞄准产业新赛道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海辰储能叶蓁

铜梁真心实意
为企业解决问题

海辰储能重庆制造基地总经理叶
蓁表示，海辰储能是铜梁在新型储能产
业上的龙头项目，在铜梁工作的这段时
间，他充分感受到了铜梁区对重点项目
的特事特办。

双方签约后，为加快海辰项目落地
建设，铜梁区全面启动海辰储能项目百
日攻坚行动，组建海辰储能项目工作领
导小组及6个专项工作组。

叶蓁说，这6个工作组重点解决项
目征地拆迁、土地供应、资金调度、水电
气要素保障、基础设施配套、审批手续
办理等问题，全力支持和保障项目落地
建设，确保项目快速投产达产、早日发
挥效益。

“只用了3个月时间，项目就完成
了1200亩土地的平场工作。”叶蓁说，
该项目从2022年11月开工建设，2023
年4月项目一期一阶段所有建设单体
主体结构施工完成。海辰项目落地创
造了百亿级工业招商项目“当年签约、
当年开工、次年投产”的“铜梁速度”。

本月底，重庆新型储能产业将发生一件大事：位于铜梁区的海辰西南智能制造中心，将生产下线出首块电池。
海辰西南智能制造中心，是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它的顺利投产，意味着重庆锂电领域及新型储能产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新型储能是一个新兴领域，全国不少地区都在瞄准这一产业，重庆也将其作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5000亿级产业之一来规划打造。
当有的地区还在跃跃欲试的时候，铜梁区却走在了全市前列，成功抢下了“先手棋”。

企业话铜梁

铜梁之所以布局新型储能产业，要从多个维度
来看。

目前，“双碳”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新能源产
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加速发展，新型储能
则是构建新能源体系，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基
础和关键基础。

站在重庆发展的角度，重庆电力供应长期处于
紧平衡状态，加上制造业企业众多，耗能巨大，这些
都需要新型储能产业来缓解能耗压力。然而，重庆
新型储能产业尚未形成产业链，产业集群化发展也
还欠火候。

这对铜梁而言，无疑是一个机遇。
一来，相对空白的产业规模是巨大的蓝海，早布

局自然能抢占先机；二来，铜梁是重庆的电力负荷中
心，正在规划建设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已投用
500千伏变电站1座，110、220千伏变电站13座，电
力保障梯度体系完备齐全、供应稳定充足。

锚定目标后，铜梁决定将新型储能产业作为重
点发展方向，开始发力。

2022年初，得知厦门新型储能企业海辰有投资西
部的意向后，铜梁区迅速组织招商专班，通过实地调

研、深入洽谈后，成功与海辰储能达成落地协议，建设
海辰西南智能制造中心及研发中心（重庆基地项目）。

同年5月，铜梁区与厦门海辰正式签订招商协
议，宣布厦门海辰西南智能制造中心及研发中心项
目正式落户铜梁。该项目总投资130亿元，用地面
积1200亩，拟建设56亿瓦时新一代储能锂电池和
22亿瓦时储能模组的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成为落
户重庆的首个锂电化学储能整装项目。

海辰储能的落户，也拉开了铜梁在新型储能产
业布局的大幕。随后，铜梁区以海辰储能为龙头，紧
盯上下游产业链招商，先后引进储能产业配套项目
9个、总投资189亿元，已均在2023年二季度陆续开
工建设。

2022年以来，铜梁区已聚集海辰储能（储能电池
制造研发）、江苏厚生、河北兴恒、安徽科达等多家新型
储能产业链上优质企业，产业集群初具规模。

值得一提的是，铜梁在全市率先出台推进储能
应用的8条支持政策，建设淮远独立储能电站，玉
泉、北环路“光储充检换”一体站，会通科技、庆兰实
业“光储一体化”项目等24个储能示范应用场景，储
能规模223.2兆瓦时，光伏装机容量22.5兆瓦，场景

类型包括电网侧储能电站、光储能源综合站、工商业
及民用侧光储一体化应用，场景类别齐全度为全市
之最。

其中，淮远独立储能电站为我市5个电网侧独
立储能电站之一，建设规模为10万千瓦/20万千瓦
时，最大功率下2小时就可充满或者放电20万千瓦
时，补强了重庆区域电网侧储能项目的储能容量，提
高电网电力保供自主可控能力和新能源消纳水平，
降低电力系统的负荷峰值，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
行。

玉泉“光储充检换”一体站是我市首座一体化综
合站，在日照条件充足情况下，光伏区每天发电
3000千瓦时，可满足60台/次小型电车充电需求，
若有富余电量，则可余电存储。

少云村红色“零碳”美丽乡村是渝西地区最大的
山地光伏发电场，每小时发电量可达1500千瓦时，
实现全村零停电，助力乡村振兴，为美丽乡村建设赋
能。

位于会通科技和庆兰实业的园区工业企业储能
应用每年可为企业节省数百万元电费并保障保安负
荷的正常、连续供电，避免产品质量受损。

如果说新型储能产业，是铜梁在产业规划上布
局的新赛道，那汽摩产业作为铜梁区的传统优势产
业，则是瞄准了新能源这一新赛道快速转型。

铜梁区有汽摩企业近百家，摩托车领域有整车
品牌，汽车领域则以配件企业为主。此前，这些企业
都是以传统燃油车领域为主，也能够提供相对完整
的配件。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时代来临后，汽摩产业势
必要转型，否则就跟不上发展的节奏。”铜梁区经信
委相关负责人说。

为了助力产业转型，铜梁区成立高层级工作专
班，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布局图，明确
电转向、电制动等总成优先发展方向。

一方面，铜梁区制定了专项政策支持传统汽配
产业向加速向新能源、混动汽车转型，比如出台促
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招商引资专项优惠等政策措施等；另一方面，支持

精鸿益、新连刚等笔电配套企业向新能源汽车电子
转型。

同时，铜梁区还引导区内企业将主要产品共享
至企业交流平台，推动区内企业抱团协同发展。通
过组织开展供需对接活动，向长安集团、赛力斯、比
亚迪等推荐104家有合作意向的配套企业。

企业方面收获明显。
位于铜梁高新区的庆兰实业，是西南地区最大

的中高端汽车制动盘和转向节制造商。为了紧跟市
场需求，这家传统汽配企业从产品设计、产线改造升
级方面加大投入，开始向新能源领域转型。

在铜梁区的支持下，庆兰实业重点从五个方向
六大类产品重点进行产品的设计研发和产品设计制
作的迭代，重点包括铸造、铸铝类产品，锻铝类产品、
复合盘、焊接差速器、电机轴等产品。

不久前，该企业自主研发上马的混合动力差速
器装配产线，已实现量产，每月可为长安福特供应

7000余套产品。预计2023年，该企业的销售额可
达18亿元左右，其中新能源产品的占比会在40%左
右。

如今，铜梁区的传统汽车配套企业转型配
套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占比 58.3%，配套比亚
迪、长安、赛力斯等 42 个新能源汽车品牌。通
过实施以汽车零部件为主体的智能化改造，示
范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升68.3%、运营成本降低
28.7%。

此外，茂茂科技等16家企业在区内形成稳定的
上下游配套，42家汽车零配企业与特斯拉、宝马、长
安、比亚迪、东风小康、长城、赛力斯、上汽、吉利等产
业龙头企业建立稳定的零件供应关系。

今年以来，区内10余家笔电制造业企业积极向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转型，生产新能源汽车线
束、电池托盘、金属压铸件等，配套长安汽车、比亚迪
等市内外知名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除了有规划布局，还要有服务意识，
只有让企业项目进的来、落得快、留得住，才能实现
可持续发展。

为此，铜梁区始终把支持企业发展放在第一位，积
极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项目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氛
围与空间。服务企业专员制度，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服务企业专员制度，是指给每个企业配备服务
专员，实现“一对一”全覆盖、“点对点”零距离服
务，嵌套“企业吹哨·部门报到”平台，形成“线上+
线下”服务机制。通过这一制度，能够实现“发现问
题—协调解决—落实问效”的问题办理闭环管理。

效果也是明显的。
比如，欣宇压力容器公司反映“因原消防验收报

告上的验收名字错误，希望铜梁高新区出具一个证
明”问题，铜梁高新区管委会迅速落实专人调查后出
具了相关证明。

再如，睿优精密公司反映的“人员流失量大，缺
少技术人才，急需解决”问题，区人力社保局及时与
企业沟通，并提供招工渠道。

通过这项制度，铜梁区在“企业吹哨·部门报到”
平台中录入服务企业事581条，受理企业吹哨事项
110条。铜梁区还开通了企业服务直通车，全区累

计556家企业入驻，收到235家企业392条意见，办
结反馈389条，办结满意率100%。

除了服务企业专员制度，铜梁区还多措并举，通
过做好服务来优化营商环境。

比如，定期召开区党政亲商恳谈会，累计收集意
见建议249条，办结反馈247条，办结满意率100%；
深入开展上门服务、延时服务、帮代办服务等特色服
务，今年累计提供上门服务100次，延时服务1500
次，帮代办服务1254次。

刘玉珮 马菱涔
图片由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提供

新型储能产业集群初具规模

汽摩产业加速转型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铜梁之邀

铜梁地处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中轴线上关键节
点，是重庆主城都市区“桥
头堡”城市，获评全国最具
投资吸引力城市。全区幅
员面积 1340 平方公里，户
籍人口 85 万，距江北国际
机场50公里，到成都2小时
车程。

铜梁是中国人民志愿
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
云，著名音乐家刘雪庵、金
砂的故里，是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龙灯）之乡。铜梁有
优良的产业基础，铜梁高新
区规划面积 50 平方公里，
是国家循环化改造重点支
持园区、国家产业转型升级
示范区、重庆新能源材料建
设基地、重庆市特色产业
（汽车零部件）建设基地、重
庆西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基地、重庆智能终端建设基
地。

铜梁正大抓产业、大抓
工业，全力推进新型储能产
业集群构建、“巴岳农庄”试
点扩面及“活力龙乡·美好
铜梁”建设，努力推动新型
工业化、现代农业、现代服
务业发展，奋力打造成渝中
部产业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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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区委书记 谭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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