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0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重庆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3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重庆）”开幕式在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
开幕式上，投资落户重庆并取得丰硕发展成果的两家东部产业转移企业的负责人，以及两位来自国家金融机构和行业协会机构的负责人，

分别进行发言及主旨演讲，为重庆更好地承接产业转移提供“金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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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嘉宾为重庆更好地承接产业转移建言献策

主动承接产业转移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2023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重
庆）开幕式第二阶段活动中，安道拓中国区座
椅副总裁王忠称，安道拓将于今年12月在渝
启动研发中心扩建项目。未来，该项目将成
为安道拓在全球最大、最好的研发中心之一，
也是研发能力最强的研发中心之一。

王忠介绍，安道拓是一家为整车企业提
供座椅的公司，2022年收入为154亿美元，
在全球各地都有布局，有汽车的地方就能看
到安道拓生产的座椅。

安道拓于2003年落户重庆，多款产品在
重庆加工生产，除了供本地车企外，也为北
京、上海的一些车企提供配套服务。这次研
发中心扩建项目位于两江新区，将打造安道
拓中国技术中心，该中心具备本地化创新、设
计、工程开发等能力，以及顶尖人才队伍和实
验设施。这个中心还将与安道拓全球技术中
心紧密协同，开发符合全球标准的工程系统
（流程）。

安道拓为何在两江新区布
局这一项目，王忠谈到了四个优
势：一是重庆区位优势突出，具有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等综合
优势；二是产业基础雄厚，拥有长安汽
车、赛力斯汽车、深蓝汽车、阿维塔等多家
整车企业；三是办事方便快捷，跨境贸易便
利，“一次报关、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渝快
办”方便快捷，企业事项“一网通办”，“企业吹
哨，部门报到”诉求响应快；四是产业服务精
准，两江新区“企业家沙龙”提供产业链供应
链交流平台，新区“双专员”提供一对一贴心
服务，要素综合成本低，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
70%-80%。

“我们会在重庆研发上做更大投入，为汽
车行业的变革，迎接新能源和未来自动驾驶
在智能座舱方面作出应有贡献，和重庆的汽
车产业一起发展。”王忠说。

安道拓中国区座椅副总裁王忠：

重庆四大优势
吸引企业布局大型研发中心

“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进程中，
创新和人才是关键变量，数字化转型是重要因
素。”王一鸣认为，西部地区能否“接得住”“接
得好”东部产业转移资源，需要考虑本地碳排
放空间是否足够，以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硬
件条件”和营商环境“软件条件”等。

王一鸣建言重庆，承接产业转移应做好
“七招”——

强化体系思维，提升承接产业转移的体
系能力。产业转移背后是科技创新资源、人
力资本、产业配套、营商环境的协同配合，如
果这个系统是完备的，承接能力自然就足。

培育创新生态，增强引领科技和人力资
本支撑。产业转移的关键点是创新和人力资
本，增强这两点对于承接产业转移事半功倍。

加快数字化转型，增强与承接产业的匹

配度。要吸引沿海企业落户，如
何跟它做好匹配对接，推动数字化
转型是捷径。

完善基础设施，增强对内对外联
通性。要在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方面持
续下功夫。

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对产业转移的吸引
力。目前重庆已经进行了有效探索，还需保
持并持续拓展。

建设承接平台，合作共建产业园区。可
培育一批专业性、特色性产业园区，精准承接
不同产业企业，还可在园区中适当建设“园中
园”“共建园”等。

加快绿色转型，为产业转移腾出足够的
能耗和碳排放空间。有充足的碳排放空间，
将为承接产业转移创造出更大的可行度。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王一鸣：

创新和人才是关键变量
数字化转型是重要因素

在2023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重
庆）开幕式第二阶段活动中，华峰集团副总经
理姜曦表示，重庆华峰已建成年产150万吨、
全球最大己二酸生产企业，以及年产26万吨
全球单体最大氨纶生产工厂。下一步，华峰
将继续扎根重庆，着力打造千亿级新材料产
业集群。

姜曦认为，重庆化工产业发展优势非常
显著，产业基础雄厚，创新氛围浓厚，拥有
天然气等充足的要素保障，拥有亚欧国际
铁路和长江三峡黄金水道等重要的交
通通道，并不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姜曦介绍，华峰集团于2010年
落户重庆，如今已建成9个现代化新

材料产业项目。2022年，重庆华峰实现
产能302亿元，出口创汇23亿元，上缴税

费10亿元。华峰还重视科技创新与数字
化生产，目前重庆华峰正投资10亿元建设新
材料研究院和中试基地。重庆华峰始终坚持

绿色低碳的道路，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3家，
自主研发了氧化亚氮低温催化分解消除技术，
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为碳中和目标提供了重
要的技术解决方案。同时，重庆华峰还致力于
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建设，目前已建成2家
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1个重庆市创新示
范智能工厂、3家重庆智能制造标杆企业、5个
智能工厂和11个数字化车间。

“当前，在重庆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
体系指引下，我们正积极打造千亿级新材料产
业集群。”姜曦介绍，目前重庆华峰正在实施的
新材料项目已列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23
年重大项目清单，该项目在燃料、能源、土地等
要素保障方面均得到了重庆方面的支持。下
一步，重庆华峰将抢抓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大战略机遇，发挥在聚
酰胺与聚氨酯产业链的头雁作用，延链、补链、
强链，融入先进材料万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建
设，助力重庆先进新材料高质量发展。

华峰集团副总经理姜曦：

发展优势显著 产业基础雄厚
扎根重庆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本组稿件由记者陈钧、夏元采写，图片均由记者谢智强摄）

“实施产业转移，既是我国实现‘先富帮
后富’，加快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
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朱宏任表
示，新时期的产业转移要通过创新，不断提高
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要通过承接产业
转移加快推进本地区新型工业化建设。

对于重庆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路径，
朱宏任提出5条建议——

承接产业转移要以新型工业化为
方向。重庆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
发展基础，深化“33618”现代制造业

集群体系建设，做好重庆产业链“强
链、补链”，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

产业转移要以系统观念为指导，谋划
好产业链供应链建设，统筹抓好各项工作。

产业转移要以体系格局为依据，要以有
利于发展新型工业化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要“着力高端化、突出
智能化、紧盯绿色化”，对落地项目要“坚持完
整性、强调先进性、确保安全性”。

产业转移要以韧性、安全为主线，要从以
前的项目招商转为产业链、供应链补强招商，
要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
术，合力攻关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

产业转移要以协同共进为根本，承接产
业转移要在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原则下实
施开展，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总体布局。

“通过产业转移全面推进高水平开放，重
庆将建成为开放型制度高地、开放型产业高
地、开放型科创高地、开放型人才高地和开放
型服务高地。”朱宏任说，通过积极承接产业
转移，重庆将进一步展示自身发展潜力和城
市魅力，建成为具有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
好效果的产业转移新高地。

中国企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中国
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朱宏任：

全面推进高水平开放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

王忠

王一鸣

朱宏任

姜曦

始建于1938年，位于南岸区的重
庆卷烟厂，是重庆中烟旗下历史最悠
久的卷烟厂。近年来，该厂卷包车间
党总支紧紧围绕重庆中烟“奋战新三
年，品牌朝上走”主题和工厂“直辖市
中支烟特色卷烟厂”建设思路，以“促
进党建业务持续深度融合”为抓手，积
极打造“先锋”党建品牌，实现了党建
与生产的相融相长、互促共进。

党建的生命力，在于与业务深度
融合。该厂卷包车间党总支以党建为
统领，以星级支部建设推动支部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夯实基层筑堡垒、丰
富载体增活力，不断增强组织力、凝聚
力、战斗力，促进车间生产管理上台
阶，聚力推动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
发展，全面开创党建工作新局面。

科创赋能 成就一方领头羊

今年2月，在南岸区重庆经开区
2023年制造业跃升大会上，重庆卷烟
厂获评2022年度南岸区、重庆经开区
制造业跃升发展“领头羊”企业，并以
行业首条“云化中支烟制丝专线”改造
项目，与南岸区、重庆经开区签订2023
年项目跃升合作备忘录，在推动当地
企业产能跃升目标方面持续发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正是来自科创的赋能，帮助
重庆卷烟厂跻身一方制造业的“领头羊”。

“ZJ116B中支高速卷接设备平均
运行效率91%；ZB416标准高速包装
设备平均运行效率 93.9%，达到 600
包/分钟稳态运行……”去年6月，一场
紧张的设备测试，在该厂卷包车间展
开。测试结果显示，车间高新设备在
产品质量、物料消耗、运行效率、安全
生产方面均达到标准化规范要求，设
备达产达效取得重要进展。

高新设备即代表行业技术前沿的
ZJ119- ZB416 标 准 支 高 速 机 组 、
ZJ116B-ZB416A 中支高速机组和
ZB415新型包装机组。

重庆卷烟厂高新设备项目于2021
年8月正式启动，标准支高速设备、中支
高速设备、新型包装机的首台设备分别
于当年9月3日、10月6日、10月16日
进场，经安装组建、主机调试、系统精
调、正品试运行阶段，2021年10月底进
入调试收尾，至此已初步显现成效。
2022年9月，车间再次引进第三台高速
设备（ZJ116B-ZB416A），累计用时3
个半月，设备进入正常运行。

“高新设备代表行业技术前沿，引
进国产高新设备是我们加快建设‘直
辖市中支烟特色卷烟厂’的关键举
措。”重庆卷烟厂相关负责人说。

党员骨干 关键时刻显身手

在高新设备落地的关键过程中，

党建引领起到了重要作用。高新设备
项目组成立伊始，工厂便精选来自“天
子”突击队、“集电”攻坚小组的党员骨
干组建专业团队，开展专项攻坚，全力
协同上海、常德、许昌烟草机械调试人
员一起干一起拼。

为把时间往前赶，把效率往上提，
工厂打好提前量，设备入场前即派员
赴上海、常德烟机公司交流学习。设
备入场后，党员骨干带领项目组全员

众志成城、争分夺秒，力争早日出烟、
出好烟。

攻坚期，项目组成员“朝7晚8”成
为常态，众多党员骨干更是冲锋在前、
担当在前。项目包装组负责人张新，在
妻子被抽调赴外地执行任务期间，工作
家庭一肩挑，坚持让党旗在工作一线高
高飘扬。“我们业务骨干和党员，关键时
刻理应冲在前、干在先！”张新说。

在党员骨干的带动下，首批引入

的标准支高速设备、中支高速设备、新
型包装机三组设备均在9天左右完成
整机安装，分别历时32天、25天、22天
调试达到正品材料全速运行状态，“重
烟速度和重烟精神令人敬服！”来自上
海烟机的调试技师李文刚称赞。

今年3月，全国烟草行业企业管理
现场会在我市举办。重庆卷烟厂卷包
车间作为参观现场，接受全国同行检
阅。其管理水平、技术实力、生产环境
收获业界一致赞誉。

党建引领 全面提升战斗力

“关键时刻‘站得出、打得赢’，得
益于对党建的常抓不懈。”车间相关负
责人说。

近年来，车间党总支以党建引领
高质量发展、促进优质化生产、强化现
代化管理、打造凝心聚力的团队为目
标，以“天子”突击队、“集电”攻坚小
组、“初心”文宣小组、“精益”QC小组、

“先锋”众创营、“先锋”讲堂为载体，打
造“先锋”党建品牌矩阵，多维度、系统
化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使各支部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全面提升，力
促党建与生产相融相长。

质控攻关方面，先锋“众创营”聚焦
中支特色，突出党员带头，利用科研项
目、QC攻关、质效改善、小改小革、合理
化建议、技能竞赛等载体，全力创建一

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中支特色
创新成果。截至目前，已开展创新工作
187项。2022年以来，先锋“众创营”累
计完成5个QC成果，分别获1个全国一
等奖，3个全国二等奖，5个重庆市一等
奖，2个行业三等奖，其中“冲锋”QC小
组被评为“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天子”突击队积极开展自主设备
大中修，3年累计节约经费600余万
元。通过项目攻坚，将中支机组提速
20%。坚持高度契合、高效联动，行业
首台国产中支高速设备仅用时8天完
成安装、37天产出成品烟包，推动高新
设备快速达产达效。

“集电”小组结合高速设备引进，
累计授课120余次，组织阶段性考试和
技能比武5次，在烟机厂家的帮助下改
造形成可以满足生产3种支型、3种盒
型的5组中支机组；“初心”文宣小组累
计提供稿件410余篇，制作视频88个。

重庆卷烟厂卷包车间党总支副书
记冷梅眉表示，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
汇聚基层先锋力量，锚定“直辖市中支
烟特色卷烟厂”定位，持续推动卷烟制
造的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唐勖

图片由重庆中烟重庆卷烟厂提供

先锋，就是成长的力量
重庆卷烟厂卷包车间党总支着力推进党建与生产相融相长

重庆中烟重庆中烟““追赶者先锋追赶者先锋””进行时进行时

“师带徒”培训操作高速设备

“我们会
在重庆研发
上做更大投
入，和重庆的
汽车产业一
起发展。”

“在重庆
市33618现代
制造业集群
体系指引下，
我们正积极
打造千亿级
新材料产业
集群。”

“产业转
移 背 后 是 科
技创新资源、
人力资本、产
业配套、营商
环 境 的 协 同
配合。”

“新时期
的产业转移
要通过创新，
不断提高工
业经济发展
质量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