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旅游”融合发展

武隆 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绿色发展创新示范区

重庆市新金联建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坤均：

解决企业诉求
赋能企业发展

重庆日报：企业落户武隆多久了？
当地营商环境如何？

李坤均：我们是 2017 年到武隆
的。当地政府、园区一直为企业发展提
供了贴心的保姆式服务。特别是主题
教育以来，武隆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
水电气保障，物流等关键需求，通过餐
叙恳谈、链式解纷、开门接访等方式解
决企业诉求、赋能企业发展。

重庆日报：能具体谈谈政府服务企
业的案例吗？

李坤均：就在10月上旬，我们从江
西水运来近万吨黏土原材料，到涪陵区
白涛街道靠岸后，要用大卡车经国道
319线运到企业。不巧的是沿途隧道
施工，大卡车过不去。我们要么换小一
点的车，要么绕行65公里高速，这样会
增加近7万元运输成本。

园区获知情况后，主动协调相关单
位拿出了两套方案，一是陆路方案，隧
道施工单位在夜间对拱架进行升高或
加宽，让我们避开车流高峰运输材料；
二是通过走水路把材料运到白马航电
枢纽工程码头，借用施工用的浮抓吊转
运上岸，再用卡车送到企业。我们最后
选择了水路，节约成本达50万元。

武隆地处重庆东南部乌江下游，近年来，武隆区以“生态优先、旅游引领、三产融合、强区富民”为战略引领，以武隆旅游“三次
创业”为统揽，聚焦全区特色优势制造业集群，以建设重庆市旅游装备特色产业建设基地、高山生态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绿色建
材生产基地、新能源商用车制造基地等为抓手，深化一二三产业主动“+旅游”融合发展，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绿色发展
创新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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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武隆区新引进《傲得航空器研发制造
及应用项目》和《亿航航空科技文旅融合及飞行器
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两个项目，总投资合计约45
亿元，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合计达53亿元，
带动发展低空旅游、航空研学、飞行培训等配套产
业，助力武隆旅游国际化。

“武隆被誉为‘世界喀斯特生态博物馆’。”武
隆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武隆天生三桥、仙女山国家
森林公园、芙蓉洞、白马山、懒坝等654处自然人
文景观串珠式密布全境，年均接待游客4000万人
次以上。他表示，“借助旅游优势，武隆正推动‘工
业+旅游’融合发展。”

在“工业+旅游”方面，武隆重点引进清洁能
源、旅游装备及消费品、绿色建材、新能源汽车
为主的生态工业项目，重点推荐旅游装备及消
费品和绿色建材项目，积极拓展打造文创产品、
旅游基础设施装备、康养医美器械等多个新兴

产业。
在“建筑业+旅游”方面，重点推荐城市会客厅

及武隆南站TOD项目，城市会客厅项目规划打造
人行景观视线连廊、商业综合体及高品质住宅区；
武隆南站TOD项目打造花园式智慧中枢（科技转
化、创新示范）+财富中枢（企业总部、金融集群），
成为支撑武隆旅游第三次创业的城区服务中心。

在“农业+旅游”方面，重点引进高山番茄、桑、
高山茶、板角山羊、笋竹、中药材种植及加工、农旅
综合体等相关产业项目，重点推荐高山番茄谷项
目，建设以番茄休闲体验、番茄试验、番茄双创为
主题的三条示范带，打造约1.92万亩连片番茄种
植园，形成农文旅康融合发展格局。

在文旅方面，武隆区重点引进研学、运动、艺
术、婚恋、康养、服务相关的产业项目，重点推荐和
引进精品酒店、特色民宿及羊角·国际温泉乐养度
假地项目。

产业布局 “+旅游”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走进武隆工业园区白马组团，重庆罡阳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罡阳机械”）一片繁忙。
罡阳机械是江苏罡阳控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从
2008年转移到武隆以来，逐步成长为市级高新技
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拥有4项实用新型专利，
公司产品被评为“重庆名牌产品”。

“罡阳公司是最早入驻园区的企业之一。”企
业负责人坦言，自企业落地园区，园区班子持续为
企业建设、运营提供保姆式服务，积极为企业融入

“重庆市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区域协
同发展供应链搭建对接合作平台。他说，“园区成
就了企业，企业见证了园区从无到有的历史性发
展历程。”

据了解，武隆工业园区是市政府批准设立的
“重庆市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属市级
特色工业园区，先后被市政府表彰为“全市特色工
业园区招商引资优秀园区”和“全市特色工业园区
利用外资优秀园区”。

“全市深入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部署
开启了园区迭代升级的新征程。”武隆区相关负责
人称，目前，“一园四组团”的构架已成型，四大组

团分兵列阵、整装进发，白马组团重点发展旅游装
备产业，升级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提质发展汽摩
零部件、清洁能源装备等制造业，突出打造旅游装
备产业园、新能源商用车制造基地；长坝组团，重
点发展食品及农产品加工、绿色建材产业，积极培
育页岩气综合利用，突出打造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产业园、绿色建材产业园、页岩气综合利用产业
园；平桥组团重点发展交通装备、建材设备制造产
业，加快补充引育特色装备制造业；鸭江组团重点
发展以造纸及纸制品等为主的特色轻工业，依托
鸭江铁路货运站打造区域物流分拨中心，联动凤
来组团的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及物流平台，构建
生产、商贸、服务一体化的“鸭江—凤来产业经济
圈”。

近年来，园区持续深耕“重庆市加工贸易梯度
转移重点承接地”建设，不断深化与渝中区、涪陵
区、南川区及济南市、乐山市等地协同发展，全面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协同发展，提高
鲁渝对口协作中先进制造业规模，借助西部陆海
新通道优势，开拓国际市场，推动食品及农产品加
工企业融入东盟优质特色农产品国际合作产业

链。
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发挥

全区生态工业主战场作用，积极探索市场化共建
共享模式，推进建设一批标准厂房、定制厂房、柔
性工厂为核心的集约化平台建设，全面优化配套
功能、提升服务效能，打造现代企业生态家园，力
争到2025年，建成全市旅游装备及消费品特色产
业园、绿色建材产业园、重要清洁能源基地、新能
源商用车制造基地，与两江新区、高新区、涪陵区、
南川区等形成融合互补发展格局，旅游装备、食品
加工、新能源商用车、新型建材、页岩气技术产品
等产业在成渝地区形成一定影响力。

产业平台 建设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

今年8月，重庆市旅游装备及消费品博览会在
武隆举办，共吸引国内近100家旅游装备及消费
品企业参展，现场签约项目15个，总投资335.8亿
元。

“交通区位优势、产业发展基础和不断优化的
营商环境，吸引了投资商纷至沓来。”武隆区招商
中心负责人介绍，武隆境内渝湘高速便捷，涪南高
速、渝怀铁路、南涪铁路横贯全境，仙女山机场直
达北上广地区，乌江航道水运便捷；渝湘高速复
线、武道高速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武隆城区只
有1个半小时车程；渝湘高铁武隆段预计2024年
建成通车，重庆主城至武隆城区仅30分钟可到
达。他说，“内畅外联水陆空立体交通格局基本形
成，重要枢纽和通道作用越来越凸显。”

在落地空间方面，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规划面积68平方公里，建设用地16.36平方公里，
已建成15平方公里；白马山旅游度假区是观光游
览、婚恋会议、亲子娱乐、休闲运动、森林康养项目
的最佳选择；武隆工业园区规划面积11.5平方公
里，风光水储绿电资源超过300万千瓦，页岩气和
天然气储量1.05万亿立方，可实现常年不拉闸限
电，用气大户可享受天燃气直供价格；全区劳动力
常年保有量达10万人以上。

在政策层面，除了国家政策、市级配套政策，
武隆区还出台了《武隆区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扶持
管理办法》《武隆区高层次人才引进暂行办法》《武
隆区支持科技创新若干财政金融政策》等政策。

在打造最优营商环境上，武隆区发放营商环

境监督服务卡，建立营商环境问题处理闭环工作
机制和企业满意度评价机制；深入实施优化营商
环境“五大专项行动”，推出“餐叙恳谈”、区政府领
导常态化入驻政务服务中心推进审批、企业满意
度评价、营商环境问题闭环管理等举措。

前不久，武隆区又成为全市获评重庆市优化
营商环境标杆城市的四个区县之一。截至目前，
武隆区先后获得“中国营商环境百佳试点县（区）”

“中国最具投资价值十区县”“中国最具投资潜力
特色魅力示范区县200强”“重庆市信用示范城市”
等荣誉。

刘茂娇 彭光灿
图片由武隆区委宣传部提供

产业环境 获评“中国营商环境百佳试点县（区）”

武隆地处北纬 30 度长
寿养生优质生活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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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块金字招牌的地区。

武隆区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紧扣把深入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作为总抓手总牵引这个

“纲”和“魂”、加快推进西部
陆海新通道建设这一重要任
务，锚定加快建成世界知名
旅游目的地、绿色发展创新
示范区目标定位，唱响“全力
以赴拼经济、不折不扣抓落
实”主旋律，纵深推进以国际
化为引领的武隆旅游“三次
创业”。在此，诚挚邀请各位
客商朋友到武隆来旅游度
假、投资兴业，“幽远时空·化
境武隆”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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