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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中部崛起成渝中部崛起 渝西八区发力渝西八区发力

□本报记者 周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
联席会议第七次会议以来，渝西八区紧抓“一
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在构建现代综合
交通体系、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打造现代化产
业体系、增强城市发展能级、促进开放融合发
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领域全面发力，呈现
出争先发展、协同发展良好势头，进一步增强了
携手推进成渝中部崛起的底气、动力、活力。

跨区域交通建设不再“一头冷
一头热”

12月14日，四川省委常委、绵阳市委书
记曹立军带队专程到潼南区双江航电枢纽考
察，详细了解该工程总体规划、建设进度、主
要功能等情况。得知该工程施工进度提前了
半年，将于2025年初实现通航发电目标时，
他说，将积极谋划推动绵阳涪江流域航运事
业发展，携手涪江沿线地区一起，推动涪江尽
早复航。

“1000多年前，李白就是乘船沿涪江出
川的！”重庆高速航发集团双江航电枢纽项目
经理王晓雄说，涪江是嘉陵江右岸的最大支
流，其内河航运历史悠久，在相当长时间内，
担负着绵阳、遂宁、潼南、铜梁、合川等沿岸地
区的大宗物资运输任务，20世纪70年代后才
逐步衰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实施后，国家
发改委，四川、重庆两省市交通部门和涪江沿
线区市县都有推动涪江复航的强烈愿望。由
此，双江航电枢纽工程被列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首批重点工程，于2020年开工。

针对这个项目，潼南一次性供应了500多
亩建设用地，各方面要素保障给力，建设单位
也在技术、设备上全力投入，工程进度远超预
期。目前，该工程土建工程已完成98%，正进
行机组设备安装和金属结构件拼装，建成后可
通航1000吨船舶，年发电量1.7亿千瓦时。

根据规划，涪江将建设21个梯级，让千
吨轮船能直达绵阳。其中重庆段5个梯级，已
建成4个，双江航电枢纽工程是重庆境内的最
后一个梯级；遂宁、绵阳各8个梯级，已建成6
个，在建3个。

王晓雄表示，涪江复航后，将形成合川渭
沱至绵阳、总长370公里的“水上高速”，对于
提升嘉陵江干支流通达能力、进一步推动成
渝地区交通互联互通、推进涪江沿线地区对
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以来，渝西之
间，渝西与四川市县之间，在推进跨区域交通
设施建设中，统筹推进力度大幅增强，“唱独
角戏”“一头冷一头热”的现象大幅减少。

大内高速已于今年9月全线建成通车。
这条公路在三驱互通与渝蓉高速、潼荣高速
相连，使内江与大足、铜梁、潼南等地联系更
为紧密。

铜安高速已于今年10月建成铜梁至潼
南卧佛互通段，卧佛互通至川渝界4.9公里，
已开始油面铺设，预计明年1月完工。目前，
铜安高速四川段已全面推进基础施工，预计
2025年建成。这条高速建成后，将进一步完
善铜梁、潼南、资阳、乐山的区域高速网络。

江泸北线高速重庆段也于今年11月建
成通车，该高速沿长江北岸连接九龙坡、江

津、永川、泸州等地，加快了重庆中心城区与
渝西地区、川南地区的互联互通。

合璧津高速因重庆新机场规划而改线的
四标段，已于今年7月开工，永川连接合璧津
高速的永璧高速、永津高速，均已完成近半投
资，3条高速将于明年底全部建成通车。

潼南区交通局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办公
室主任赖逸说，潼南位处渝西最北端，曾是渝
西交通最为落后的区。现在，潼南的南北向
有了潼荣高速，潼南北部有了东西向合潼安
高速，南部有了铜安高速。现已建成通车的
直达成渝的4条高速通道中，潼南就占了两
条，全区23个镇街已有19个镇街通了高速，
交通短板已经补足，经济发展也呈现出奋起
直追态势。

新兴高成长性产业多起来

12月22日，一架双尾蝎大型无人机在永
川大安通用机场执飞。该款产品由四川腾盾
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拥有完全知识
产权，是全球首款大型双发、模块化、多用途、
中空长航时固定翼无人机。

同一天，腾盾科创与永川区政府签署投
资合作协议，在永川投资建设大型无人机研
发制造基地。

腾盾科创是我国大型无人机及其应用技
术发展的头部企业，具有先进完整的智能飞
行器研发体系，其自主研发的双尾蝎系列、没
羽箭等固定翼与旋翼大型无人机产品，被多
次用于森防巡查、地震救援、应急通信、人工
增雨、台风探测、货运物流等实战领域。

根据协议，腾盾科创将在永川建立大型
民用无人机研发和总装制造基地、无人机运
营服务中心等，构建集研发制造、运营服务、
职业培训为一体的无人机全产业链生态。

腾盾科创的落户，使永川航空产业发展
实现重大突破。该区将依托腾盾科创在行业
内的龙头地位，引育无人机相关材料、零部件
生产制造企业，推动永川航空产业链从无到
有、发展壮大。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以来，渝西八区
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放大特色
优势，聚焦未来产业和高成长性产业抢抓新

赛道，同质化竞争的“火药味”少了，新兴高成
长性产业多了，不少地方已呈现出优势特色
产业加快集群聚集、新兴高科技产业不断取
得突破的良好局面。

以荣昌为例，该区今年就新引进了藏格
矿业、神悦铸造、华派生物、福益药玻、美宝科
技、遂川电子等20亿级重大项目8个、200亿
级1个。

今年1—11月，荣昌完成规上工业总产
值315.2亿元，同比增长10.6%；完成工业投
资45.1亿元，同比增长25%，工业用电增长
21.8%、工业用气增长7.8%、工业税收增长
71.3%。其中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已完成建
设面积92万平方米，入驻企业56家，投产37
家，预计2023年实现年产值60亿元。

各区在新产业发展上也呈现出分工协同
的发展趋势。

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为例。今年以
来，璧山区深入实施“千亿集群、百亿链主、亿
元规上、万家创新”四大产业培育工程，聚焦
动力电池、电驱、底盘、电转向、电制动、智能
网联六大方向，已聚集比亚迪、中国中车、中
国长安、青山工业等汽车产业规上工业企业
115家，今年1—11月实现汽车产业规上工业
产值545.4亿元。

永川围绕已落地的百度自动驾驶和长城
汽车两大龙头企业，瞄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产业赛道精准招商，已聚集汽车及零部件
产业规上企业48家，预计今年实现产值560
亿元；引进京东、酷哇、九识、白犀牛等10多
个自动驾驶项目，落地自动驾驶末端配送、环
卫清扫等多种业态。

潼南则瞄准汽车后市场，集聚了重庆贝
思远新能源有限公司、重庆弘喜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重庆棱镜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重庆君度汽车零部件再制
造有限公司等多家汽车后市场企业。

其中，正在建设的贝思远新能源产业园，
聚焦电池梯次利用及电池再生产，将形成前、
中、后闭环产业链。在前端，他们将依托全球
一流的电池检测、维修技术，整合形成覆盖
全国的电池回收网络，开展整车拆解、电池
维修管理、回收及分容分选并形成西南地区
电池交易中心；在中端，打造西南地区电池
包制造中心，推进电池梯次利用业务；在后
端，依靠中南大学最新研究成果，打造国内
首创带电破碎和弱酸化的智能化工厂，布局
电池再生工厂。

渝西经济走廊显现科创走廊雏形

渝西拥有西部（重庆）科学城璧山、江津
片区功能平台，璧山、永川、荣昌3个国家级
高新区，重庆中医药学院、重庆文理学院等
27所高校，其丰富的功能平台和高校资源
可为区域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要素和人才
支撑。

今年以来，璧山、江津、永川、荣昌等区，
充分利用这些功能平台和高校资源，积极探
索建立人才引育、产学研合作、成果转移转化
等机制，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深度融合，初步形成了沿老渝西经济走廊发
展的渝西科创走廊。

今年10月，市国资注资3亿元，将重庆高
新技术产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高新院）正式升级为市属重点国有企业，作为
市级科创平台。这个最早由璧山出资设立、
成立至今仅4年的高新院，已成功孵化落地
53家“硬科技”企业，其中包括1家“中国行业
100强企业”、4家重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
家重庆市新型研发机构、6家重庆市博士后工
作站、13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我们只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
线的‘研究院经济’！”高新院规划发展部长林
培思说，高新院建有4条中试生产线、9个研
发实验室、12个专业中试平台，构建有“研
发—中试—规模生产”的完整产品技术创新
链，可有效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化难的问题。

在这里，一大批诞生于高校实验室的原
创科技成果变成了“硬科技”企业。如高新院
引入重庆文理学院李璐教授团队，联合创建
的柔性光电薄膜及其智能终端项目，其纳米
银柔性显示产品已实现批量化生产，与创维、
京东方、小米、海信、三星等行业龙头企业达
成深入合作，其在璧山建设国内尺寸最大的
纳米银柔性显示工厂已于今年6月投产，尺寸
最大纳米银柔性触控屏可达110英寸，既可
作电视屏又可进行多媒体操作，每块售价超
过7万元。该工厂全面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
值11亿元以上。

今年11月，高新院与区县合作共建的第
一家专业研究院重庆荣昌高新技术产业研究
院投用，标志其在“总院+专业研究院”专精特
新企业孵化培育体系上迈出了第一步。今
后，高新院将在区县设立10个专业研究院，
总院将作为“中央厨房”，承担资源集聚、项目
筛选、孵化培育等职能；专业研究院作为具体
项目承载地，负责提供分行业领域的孵化服
务，聚焦打造错位互补的产业集群，形成“1+
10”发展格局。

记者在江津看到，由中建八局、中冶建
信、中冶赛迪等联合投资48亿元的团结湖数
字经济产业园项目，一期智能制造产业园已
基本完成内装修，预计今年底投用。

目前，团结湖数字经济产业园已落户70
个项目，包括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重庆）产
业基地、东风小康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研发
升级、团结湖AI算力赋能中心、中国科学院
产业转换基地等。

近年来，永川将招才引智和招商引资结
合起来，放在同等地位，创新性开展“双招双
引”工作，引进10余名行业领军人才，建成重
庆绿色低碳能源科学技术研究院、重庆云谷
大数据产业园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各类人
才发展平台374个，实现了“引进一个人才，
带来一个团队，兴办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
业”的裂变效应。

荣昌区则以国家畜牧科技城为统揽，加
快建设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国家生猪技
术创新中心，打造“火炬云创”“重牧硅谷”等
工业创新平台。

其中，于2021年3月获科技部批复建设
的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已构建起“1个总
部+5个分中心+9个协同创新研究院+6个示
范站”的协同创新格局：“1个总部”即依托重
庆市畜牧科学院建设总部1个；“5个分中心”
即依托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
研究所、江西农业大学、中山大学、黑龙江省
农业科学院设立华北、西北、华东、华南和东
北区域分中心5个；“9个协同创新研究院”即
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等建设协
同创新研究院9个；“6个示范站”即依托牧原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铁骑力士实业有限
公司等国家级龙头企业建设示范站6个。

不到3年时间里，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
共承担科研项目近300项，自主研发项目58
项，取得标志性成果8项，开发新产品7个，授
权国内发明专利75件，颁布标准39个，在生
猪种质资源创新利用、绿色高效养殖、重大疫
病防控等关键核心技术取得诸多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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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西江津、合川、永川、大足、璧
山、铜梁、潼南、荣昌8区与四川自贡、
泸州、遂宁、内江、宜宾、广安、达州、资
阳8市处于成渝中部支撑地带，是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互动协作的主战场。

共谋成渝地区中部崛起，我市把渝

西八区作为重点区域，研究制定先进制

造业发展“渝西跨越计划”、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倍增行动计

划、渝西八区“五个一体化”招商试点等

专项政策，系统布局重大基础设施、重点

产业集群和优质公共服务，支持渝西地

区朝着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

【渝西八区简介】

位于璧山区的重庆青山工业变速箱一厂
内，工人在新能源二线电驱生产线上与工业
机器人协同工作。（资料图片）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企业研究员在电子产品研发中试共享基
地进行MEMS传感器研究。（资料图片）

记者 解小溪 摄/视觉重庆

合璧津高速公合璧津高速公
路油溪枢纽路油溪枢纽。（。（资料资料
图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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