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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县委副书记、县
长 李茂涛

从单品1瓶醋到10多个产品，
恒顺醋业云阳分公司为啥能在产
业转移中盘大做强？就此，重庆日
报采访了该公司总经理万明——

重庆日报：扎根云阳 20 年，恒
顺醋业的成长秘诀是什么？

万明：江苏省一如既往的支
持，恒顺醋业执着的投入。老厂到
目前累计投入2000多万元。特别
是我们的副总经理李美兵，1997年
从江苏来到云阳，一干就是26年，
就像恒顺醋业一样在三峡库区深
深地扎下了根。

当然，恒顺醋业的成长更离不
开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从老厂
40亩土地，到新厂120亩土地，是
云阳优越的软硬投资环境在助力
我们盘大做强。

重庆日报：恒顺醋业未来产能
如何？对当地经济社会有哪些带
动？

万明：恒顺醋业是典型的移民
企业，老厂的年产能1万吨，新厂年
产能1.8万吨，5年内可实现年产值
20亿元以上，解决500人就业，同
时带动大米、麸皮、辣椒、胡豆瓣等
的种植销售。

优越的软硬投资环境
助力企业盘大做强

恒顺醋业云阳分公司总经理 万明：

云阳地处重庆东北部、三峡库区腹心，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三
峡库区建设和万开云同城化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汇聚地。

近年来，依托现有产业基础、生产成本及交通区位优势，云阳加快培育绿色消费品、装备制造以及能源电子三大主导产业集群，
持续推进“十链产业·千亿制造”高质量发展，建成集科技、生态、智慧为一体的重庆市绿色工业基地。

科学承接，有序开发。云阳县把承接产业转移与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结合起来、把承接产业转移与加强区域分工合作结合起来，
坚持产业承接与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优化相结合，突出产业集中集聚、特色发展导向，强化政策扶持引导和产业生态打造，打造

“两群”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为“两群”地区有力有序承接市内外产业转移发挥示范作用。

企业面对面

为进一步提高产业转移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云阳依托示范区现有产
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围绕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的要求，重点面向沿海发达地区
和成都、重庆中心城区等区域，因地
制宜地承接电子信息产业和广告包
装产业。

立足消费电子，重点布局健康手
环、助听器、电子血压仪等便携式电
子设备、老年视听辅助用品等消费电
子产业。

大力发展以电子仪表、车载娱乐
系统、电子控制系统为主的汽车电子
产业。

培育发展多媒体互动云白板、液
晶触控一体机、车载定位仪、智能交
通系统、OLED显示和照明等产品。

着力发展手机、笔电配件、光电
元件、电子外围设备及零部件等二
级、三级、四级电子配套产业，为下游
电子消费品提供强力支撑。

着力打造集广告材料生产、广告
产品包装印刷、广告材料装备制造、
广告耗材配套等为一体的广告包装
产业全链条特色产业园区。

王琳琳 王建辉
图片由云阳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提供

产业布局
构建“十链产业·千亿制造”发展格局

今年10月10日，第三届“天生云阳”金秋节云阳
县“十链产业·千亿制造”招商推介活动举行，“十链产
业·千亿制造”代表企业与合作企业签订了合作协
议，有关行业协会与产业链牵头单位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

“产业耦合成链、项目聚链成群的发展态势也愈
发明显。”云阳县相关负责人称，云阳着力壮大特色
产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水平，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构建起更加
稳固的产业供应链、相对安全的产业链，打造具有
区域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云阳县工业园区已
初步形成“三组团一小镇”十条产业链的发展格局。

“三组团一小镇”即人和组团、松树包组团、黄岭
组团和数智森林小镇；十条产业链，具体包括广告包
装产业链、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链、中药材产业
链、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链、汽摩零部件产业链、船
舶装备制造及服务产业链、大数据产业链、新能源及
新型储能产业链、装配式建筑及绿色建材产业链、服
饰玩具产业链。

云阳县经信委相关负责人分析，云阳对广告包
材的消耗和市场容量大幅增加，产业链延伸出的下
游产品大多就地销售，需要承接沿海的产业转移；云
阳是长江上游航运第一大县，运力全市第一，正围绕
船舶、货物拓展延伸产业链；服饰玩具产业链相对处
于产业补链延链的加速发展阶段，急需原材料生产
企业和服饰玩具制造、销售企业。

据了解，云阳工业园区目前规划空间面积20平
方公里，建成区面积13.94平方公里，共完成建设用
地报批9.27平方公里，其中工业用地5.58平方公
里。目前，三组团一小镇剩余成熟可利用工业用地
1545亩，可充分满足未来产业用地需求。

现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已全面实现“七通一
平”，生产生活、安全环保等基础设施保障完善，能够
全面满足入驻企业资金、交通、用工、用地、手续办理、
水电气通讯保障等需求。

产业平台
创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

今年9月，江苏恒顺醋业云阳调味品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恒顺醋业云阳公司”）年产10万吨
调味品智能化生产项目试生产。这个总投资7亿
元的新项目明年6月正式投产。

对口支援三峡库区，江苏省对口支援云阳县。
2003年，江苏省恒顺集团引进落户云阳。扎根20
年，恒顺醋业云阳公司从加工单品醋发展到生产豆
瓣酱、火锅底料等10多个品种，年销售量达1.3万吨。

“大批优质企业落户云阳的同时，云阳的优秀企
业也借力江苏省奔向蓝海。”云阳县经信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江苏还协调81家综合医院和中医院采购云
阳中药饮片等产品，培育壮大云海、万力药业等一批
中医药企业；与此同时，云阳也抢抓江苏产业梯度转
移布局西部发展机遇，协商共建“江苏云阳产业园”，
积极承接江苏产业转移项目。

同样，在云阳县工业园区黄岭组团，威海云阳东
西部协作产业园于2022年7月揭牌，先后入驻雲扬
电子、中伦包装、三峡云海药业等10余家企业，今年
又引入山东京都厨业灭火装置生产项目、PCBA集
成电路板研发制造项目落户；“渝北区对口协同产业
园”也于2023年3月挂牌成立，双方联合招商，引导
绿色消费品、装备制造、能源电子等项目落户云阳。

“立足优势，互利共赢。”云阳县相关负责人表
示，抢抓对口支援三峡库区、东西部协作、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万开云”同城化发展等机遇，瞄准
沿海发达地区和成都、重庆中心城区迫切需要转移
的产业，积极吸纳资本、技术、人才、品牌等要素，建设
产业承接科技平台、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推动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构建起更加稳固的供应链，创建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

今年4月，云阳工业园区被认定为市级电子配套
加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云阳将重点面向沿海发达
地区和成都、重庆中心城区等区域，因地制宜地承接
电子信息产业，围绕全市笔电、手机产业集群优势，
积极发展智能终端、消费电子、电子元器件和电子材
料，着力构建区域配套、相互支撑的电子信息产业体
系。

到2025年，云阳将建成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
区，期间计划每年新承接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5
个，园区规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不低于10%。

产业环境
基础设施服务能力持续完善

投资12亿元的PCBA集成电路板研发制造

项目，短短4个月签约落地云阳。项目推进如此
顺利，离不开云阳优越的产业环境和优化的营商
环境。

“优化供给，强化园区配套服务。”云阳工业园
区负责人称，在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上，示范区
将畅通交通运输作为“头号工程”，同时推动水电
气管网改造，完善路、讯、排污等基础设施，加快完
善布局人才公寓、职工周转房、公共食堂、企业活
动中心等生活休闲设施，提供标准厂房总面积达
到100万平方米以上；在增强园区上，围绕主导产
业链，整合金融机构、产学研合作、法务法律、人力
资源、物流运输、传媒营销等资源，打造园区智慧
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一站式、云端化”
服务。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权力清单”制
度，全面推动“非禁即入”和“清单之外无审批”；特设
企业服务科、要素保障科，负责手续代办、项目推进、
水电气要素保障，投产企业日常运营服务，切实做到

“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为落户企业营造
“家的感觉”。

同时实施“天生云阳‘职’等你来”“梯城英才”集
聚计划，鼓励通过项目合作、技术开发、科技咨询、学
术交流等方式柔性引才；打造高质量人才公寓，健全
科技创新人才工作调动、社保转移、子女入学及科技
成果转化、项目落地等一站式服务，营造安心舒心工
作环境。

现在，“三组团一小镇”周边的学校、医院、超市、
便民服务中心、休闲场所、公共交通等配套设施都已
建成或正在建设中。特别是数智森林小镇，在规划
商务会展中心、物流中心、人才培训基地等产业功能
区同时，还布局康养居住地产、社区服务中心、特色
商业街、科普教育基地、云轨等服务功能区，全力打
造山水园林式数智产业园。

云阳之邀

云阳地处重庆东北部、
三峡库区腹心，是长江经济
带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重要节点。2022年，全县地
区生产总值和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全市第一。

云阳乃上古龙乡。依
托世界级恐龙化石资源，积
极融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云阳
是千年盐都。唐宋以来，就
是全国重要产盐地之一。
现探明岩盐储量 6.7 亿吨，
拥有国内最深水平对接井
卤井。

区位优势显著。郑渝
高铁穿境而过，实现“1小时
重庆，3小时成都、武汉，7小
时北京、上海、广州”，坐拥
68公里长江黄金水道，万吨
级船舶可通江达海，是万开
云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重
要组成部分。

资源禀赋突出。探明
粉石英矿储量5177万吨，天
然气储量约1500亿立方米，
水资源储量达23亿立方米。

生态产业兴旺。云阳
面工遍布大江南北，鲜面产
品占领了全国 70%的市场；
绿色消费品、装备制造、清
洁能源、绿色建筑等产业蓬
勃发展，是西南地区最大的
广告材料集中生产地。

“ 万 里 长 江·天 生 云
阳”、宜居宜业的云阳欢迎
各方宾客考察走访、投资兴
业，与全县 133 万人民一起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云阳。

人和光伏发电站 数智森林小镇效果图

云阳黄岭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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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 打造“两群”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

2022

中
国
领
军
智
慧
县
级
城
市
奖

中
国
西
部
百
强
县
市

全
国
十
佳
生
态
文
明
城
市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强
县
建
设
试
点
县

重
庆
市
营
商
环
境
标
杆
城
市

云阳县城全景云阳县城全景

扫码了解云阳

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