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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阵阵轰鸣的机械声，工作人员来回穿梭，在渝北
区前沿科技城的长安汽车渝北新工厂内，汽车生产线的
装配与调试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这座占地4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工厂，从开工到建成
仅仅用了11个月，未来将形成不低于年产28万辆的新能
源整车产能，年产值不低于500亿元。“新工厂以‘智能、

高效、低碳’为标签，拥有九大整车工艺能力，目前规划生
产的2款中大型新能源汽车和1款紧凑型新能源汽车，本
月启动车辆试制。”长安工厂负责人说。

“这是渝北千亿级汽车产业中的新动能。”渝北区负
责人说，以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为支撑的先进制造业，
正在激发出新质生产力。

去年12月底，渝北区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要以科技创新赋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紧扣“2335”先进制造业集群体系，深
耕龙头链主型企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主阵地。而渝北，正在转向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

构建“2335”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渝
北提出的这一现代产业体系目标，核心和
根基是先进制造业。

而汽车和电子两大千亿级产业，又是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的“头部产业”。“在
推动这两大产业跃升中，重点是要出

‘新’。”渝北区经济信息委负责人说。
汽车产业是渝北产业“家底”中的“重

中之重”，也是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
转型升级的重点领域。在出“新”中，整个
产业都将转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新
赛道”。渝北区制定了《推进世界级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实施方案》，将

“智能网联”和“新能源”作为推动未来汽车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翼”，积极支持建成
一批智能网联新能源整车头部企业，推动
燃油整车转型，着力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软硬件”双核驱动。力争到
2025年，全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年产值
将达2000亿元。

同时，“千亿级”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是
渝北区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的另一

“头部产业”。
近2年来，渝北抢抓智能终端在全球迅

速普及的商机和重庆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
业的契机，聚焦智能手机、笔电、集成电路
设计等产业，着力打造新一代电子信息产
业集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今，渝北不仅拥有OPPO、传音等整
机龙头企业，还集聚了中光电、天实精工等
配套企业，手机年产量占全市的76.7%，电
子信息产值占全市24.6%。

在“2335”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渝
北区还持续升级打造三大五百亿支柱产
业，创新打造三大百亿级特色优势产业，培
育壮大五大战略性“新星”产业，构建高能
级、高层次、高梯度的产业结构，“渝北造”
的新变化正越来越多。

去年，由重庆邮电大学与渝北仙桃数据谷
联手“育才”的“智能汽车专精特新产业学院”，
获国家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批复立
项建设。

“这个产业学院，会充分依托学校在智能
汽车领域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优势，我们将
合力建设‘一个研究院、三个中心、一个平台’
为核心的专精特新产教融合创新发展人才培
育基地，为渝北培育更多智能汽车产业高质量
发展人才。”仙桃数据谷相关负责人介绍。

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支撑。渝北先进制
造业在激发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引进、培育了
一大批战略人才和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
应用型人才队伍。

近年来，渝北积极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
划，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
撑，并围绕“产业链”布局“人才链”。自2020

年以来，全区引才专项资金发放各类人才补
贴7200余万元，发放博士后资助奖励800余
万元。截至2023年，全区累计建成博士后工
作站43家；新引进博士后人才166名，居全市
第1。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渝北充分利用重庆
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智博会等大型论坛为载
体，依托重庆邮电大学工业互联网现代产业学
院等平台，聚焦青年人才、紧缺人才、高技能人
才等重点群体专项育才。全区人才资源总量
达35.5万人，汇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达1492
人，其中，拥有正高级职称的达290余人。

一场各类人才与渝北的“双向奔赴”正在
上演。人才，已为渝北先进制造业新质生产力
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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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四新”引领先进制造业激发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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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汽车电子“头部产业”，渝北全力推进这两大千亿级产业跃升 摄/尹宏伟

长安渝北新工厂汽车生产线的装配与调试工作正加紧进行中 摄/朱云卿

数字赋能，为渝北的先进制造业激发出新
质生产力。

重庆嘉泰精密机械公司原是一家生产汽
摩配件的传统制造企业，近年来，在智能化浪
潮下，公司不断普及数字化设备，在生产制
造、质量检测、经营管理各环节均实施了数字
化改造。公司的汽车事业部，在不到2年时间
内，就已陆续引进50余条数字化生产线，并与
理想、吉利等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建立了深
度合作关系，专门从事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
开发与制造。

去年9月，渝北成为重庆市唯一入选全国
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的区（县）
后，抓住国家试点的良好机遇，提出“链式”和

“园区协同”两大典型数字化转型推广模式，
为300多家企业进行了精准数字化诊断，并确
定了汽车零配件、智能装备、消费电子、服装

及其他日用品等4个细分行业作为试点方向。
近年来，渝北每年投入2亿元财政资金，

撬动企业投资达33亿元，实施了303个数字
化改造项目，一大批传统企业正在加速走上
数字化转型之路。同时，全区积极贯彻落实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通过
开放数字化应用场景，招引培育浪潮等数字
化转型服务商20余家。

“到2025年，将通过数字化改造企业350
家以上，使规上企业转型覆盖率超90%，试点
企业数字化水平达到二级及以上，转型能力、
服务水平、服务体系取得显著成效，为打造

‘渝北样本’探索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重庆路径’。”渝北区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
说。

数字化赋能，为渝北的先进制造业赋予了
新的生命力，激发出新质生产力。

数字赋能出新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
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
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
力，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力。

在重庆驰骋轻型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的生产线上，30多台工业机器人挥舞着
机械臂，可精准完成从片件组焊到精加工、
总装、打包的一系列工序……这是该公司
建成的国内首条集智能数据、自动加工、在
线检测于一体的汽车部件供应柔性自动化
生产线。

“是科技引领我们出‘新’。”重庆驰骋
轻型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近
些年来，公司先后投资2亿多元，建设新技
术、新工艺为主的自动化生产线后，使产能
提升了3倍，人力成本下降80%，能源利用
率提升30%，质量合格率提升到99%。

不止驰骋汽车，作为重庆市“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重庆泰山电缆有限公司与浪
潮云洲创新合作，打造了基于机器视觉技
术的电缆排线智能检测与控制装备，成功
破解电缆行业发展痛点。近日，泰山电缆

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公布的2023
年度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名单。

科技创新，为渝北的先进制造业，激发
出新质生产力。

“不久前发布的《2023年度重庆市区
县科技竞争力评价报告》显示，全市区县
科技竞争力排名第一位的区县依然是渝
北区，已连续6年获此荣誉。”渝北区科技
局负责人说，这也说明，科技为渝北的先
进制造业，提供了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强大
动能。

2023年以来，渝北围绕先进制造业，出
台了《渝北区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

“双倍增”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3—2027
年）》，建立科技企业梯次培育体系，推动科
技创新。去年累计培育科技型企业 895
家，全区总量达到2782家，其中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总量达到506家。

先进制造业的企业，已成为科技创新
的主体。2023年，渝北全区全社会研发投
入达到120.8亿元（占全市17.6%），连续6
年保持全市第一，占GDP比重达到5.26%，

较上年增长0.42个百分点。
渝北围绕先进制造业的科技创新，把

企业推向了创新的前台。2023年，天友乳
业成功创建农业农村部西南特色菌种种质
资源保护与发掘利用重点实验室，全区新
建技术创新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重点实验
室等市级创新平台42个；目前，渝北市级以
上研发平台已达到 408 个（含国家级 6
个）。与此同时，渝北还在去年先后引进川
渝高竹新区（重庆）先进技术研究院、新能
源工程研究中心NEREC项目、智慧互通西
南研发中心等10个科技创新项目；鼓励企
业实施2023年科技计划项目30项，金山科
技“基于5G通讯技术的消化医学影像智慧
诊疗系统”等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渝北还出了一批科技成果，并极力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2023年，渝北区北斗星
通智联等单位申报2022年度重庆市科学
技术奖获奖33项；金山科技与重庆邮电大
学合作的“消化道动力与功能障碍疾病诊
断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中国发明协会

“发明创业奖创新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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