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日，长城汽车重庆永川生产
基地举行“坦克300全球第30万台下
线”仪式。

据了解，坦克300于2020年12月
17日上市，20天订单破万。截至2023
年 12 月 31 日，该车全球累计销量
294075台，连续36个月蝉联中国越野
SUV 销量冠军，成为中国品牌“现象
级”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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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郑三波）2月5日，记者从市商务
委获悉，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重庆
共有469家品牌首店入驻各大购物中
心、商业街区及文创园区，再创新高。

从业态分布上来看，零售业态的
首店数量占据主流，共有237家；餐饮
业态紧随其后，以150家首店位居第
二；其余为文体娱业态、儿童亲子业态
和生活服务业态等。

首店业态的分布反映了市场的发
展趋势。在餐饮业态中，休闲餐饮数
量达到60家，其中新茶饮、咖啡等饮
品店势头最为强劲，开出38家首店，
A咖啡、茉莉奶白等众多品牌齐聚山
城。中式餐饮的首店达到32家，其中
川菜在重庆市场依然是主力军，共有
9家首店，粤菜、茶餐厅、江浙菜等菜

系的拓店速度放缓。
从项目角度来看，2023年重庆首

店数量创新高，与重庆万象城北区、重
庆印象城、重庆方圆LIVE、重庆三洞
桥·PARK等项目开业紧密相关。

其中，去年5月新开业的万象城
北区吸纳61家首店，9月底新开业的
重庆印象城引进首店39家，而去年5
月新开业的重庆方圆LIVE引入了青
年文化、二次元、潮流品牌类15家首

店，成为重庆潮流文化消费的聚集
地。

除了新开业项目外，重庆原有商
圈体也在积极引入大量首店。龙湖重
庆时代天街共引入83家首店，位居重
庆商圈引入首店数量首位。重庆万象
城、重庆来福士、龙湖重庆北城天街、
重庆PARK108国泰优活城市广场表
现也十分亮眼，分别引入40、21、16、
15家首店。

从首店级别来看，2023年重庆分
别吸纳全国首店31家、区域首店111
家、城市首店327家。

市商务委负责人表示，2024年，
重庆将持续把“四首经济”（首店、首
牌、首发、首秀）作为激活消费新动能
的强引擎，着力实施消费品牌提质拓
展行动，加大首店经济支持力度。

469家 重庆2023年首店入驻数量创新高
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零售业态237家，占比50.5%

■餐饮业态150家，占比31.9%

■文体娱业态34家，占比7.2%

■儿童亲子业态25家，占比5.3%

■生活服务业态22家，占比4.6%

■其他类型，占比0.5%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黄光红）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重庆又有新举措。记者2月5日从人
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获悉，近日，人民银
行重庆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重庆监管局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提升民营经济金融服务质效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了
14条持续提升民营经济金融服务质
效的措施。

这14条举措包括：稳步扩大民营
经济信贷投放，持续提升信用贷款服务
能力，全面开展首贷破冰行动，开展金
融服务港湾提质增效行动，开展“千人
进万企”金融服务顾问行动，实施供应
链融资专项行动，优化多层次股权融资
服务体系，提升跨境金融服务水平等。

其中，为持续提升信用贷款服务
能力，《指导意见》要求建立经营主体

信息共享新模式，构建顺畅的信息信
用转换机制，加大稳岗就业、个体工商
户、科技创新等信息数据在授信模型
中的推广应用，支持金融机构创新稳
岗贷、个体贷、科企快贷等基于信息共
享应用的信用贷款产品。

同时，推广“长江渝融通”线上融资
服务平台、“信易贷·渝惠融”中小企业
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引导金融机构
加大信用贷款创新；完善信用激励约束
机制，建立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信
用评价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多渠道拓展
信用信息应用场景，加大信用贷款研发
推广，持续扩大信用贷款规模。

为拓宽民营经济信贷覆盖面，《指

导意见》提出全面开展首贷破冰行动，
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梳理形成首贷
培育清单，建立信贷培育台账，制定针
对性培育方案，帮助经营主体完善基
础条件，及时响应其信贷需求。同时，
完善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机制，加大
信贷产品创新，提升“不完美”经营主
体的信贷供给能力。

为优化多层次股权融资服务体
系，《指导意见》提出：大力实施企业上
市“千里马”行动，迭代升级上市工作
集成应用“科创资本通”，强化政策、资
源、服务集聚，探索企业上市“一件事”
集成改革，提升民营企业上市服务水
平。同时，深化区域性股权市场制度

和业务创新试点，争取优先股、股债结
合类等产品创新，搭建全市统一的企
业股权信息平台。

此外，《指导意见》还要求强化增
信保险保障，并提出了具体举措。如，
完善增信体系，成立10亿元规模的中
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进一
步完善贷款、担保风险补偿分担机制；
加强与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农业信贷
担保联盟协同联动，做大做强政府性
融资担保体系，推动政银担合作落地
落实，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降费
让利，力争将担保费率逐步下降至
1%以下；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简
化办理流程，推广线上化业务模式等。

重庆再出14条金融措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刘翰书）2月5日，市水利局传来消
息：水利部河长制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于近日编
印了《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典型案例
汇编（2022）》，精选了58篇有代表性
的典型案例，重庆3项河长制工作典型
经验入选。截至目前，重庆河长制工作
已连续3年入选水利部全面推行河长
制湖长制典型案例，累计共13项治水
典型经验，数量为全国最多。

市河长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入
选的3个区县为永川、武隆、九龙坡，入
选案例是《三河汇碧焕新颜 临江碧水
载幸福——重庆市永川区“三步发力”
推动临江河幸福河湖建设》《压实河长
之责 深化治河之策——重庆市武隆
区探索建立“1233”河流管护工作机
制》《“污染者”变身“治理者”，维护河湖
健康生命——重庆市九龙坡区探索企
业河长治水新思路》。这些案例展现了

重庆全面深入推行河长制，积极探索完
善体制机制，不断创新管护措施、长效
机制，以河长制为笔，努力书写美丽重
庆建设“江河新篇”，奋力交出河长制工
作“高分报表”的创新举措、经验成效。

其中，永川区通过前期“精准施
策”治污、中期“系统治理”提质、长期

“创新管护”巩固，三步发力，推动临江
河由“脏”到“净”、由“净”到“清”、由

“清”到“美”的蝶变跃升，绘就了“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河
湖新画卷，“三河汇碧”再现“几泓碧水
穿城过”的景象；武隆区探索创建

“1233”河流管护闭环工作机制，压紧
压实河长责任，实现河流全过程管理，
推动河长制落地落实、见行见效；九龙
坡区深化拓展“河长+”体系，创新“行
政河长+企业河长”合力治河，突破城
市核心区河流水质提升瓶颈难题，河
流水生态持续向好，实现河湖健康与
企业效益双赢。

重庆3项河长制改革经验获全国推广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张锦辉

搞科研离不开各类设备，但科研设
备价格不菲，研发机构和科创企业不可
能“用啥买啥”。两江协同创新区针对
区域内研发机构高度集中、科研设备多
的特点，推出了明月湖材料检测与科研
仪器共享平台（以下简称“共享平台”），
现有271台科研设备可供科研机构和
科创企业共享使用。

1月31日上午10点，北京理工大学
重庆创新中心特种金属平台研一学生桑
卓越带着2件样品，步行5分钟就来到了
马路对面的吉林大学重庆研究院，她预
约了明月湖材料检测共享中心-SEM实
验室的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测服务，准备
检测样品的材料表面形貌。

这台扫描电子显微镜价格高达
420多万元，通过共享平台使用一次仅
需300多元，比常规检测费用便宜1/3
以上。桑卓越每个月要进行3—4次扫
描电子显微镜检测，“通过共享平台，便
宜又快捷。”她说。

吉林大学重庆研究院院长助理傅
廷睿介绍，他们于2023年4月入驻明
月湖畔，同时也负责运营共享平台。目
前，该研究院开放了3个实验室，可提
供重庆首台亚微米级高分辨X射线显
微镜等高端设备。“我们将科研设备‘家
底’开放共享，避免了重复购买和设备
闲置造成的浪费。”

共享平台负责人吴彦辰告诉记者，
目前，明月湖畔聚集了50多所研发机
构和400多家科创企业，高端创新人才

超过 5000 人，科研检测需求十分强
烈。目前共享平台已经“链接”271台
设备，设备总价值近3亿元，可提供设
备共享租赁、检验检测、3D打印等服
务。

记者看到，科研人员使用共享平
台，只需在“两江明月湖”小程序上点击

“仪器共享”，便能查看科研仪器和仪器
管理人员的联系方式。点击“我要预
约”，即可提交使用申请。

“除了预约仪器，这个小程序能干
的事儿还很多。”吴彦辰告诉记者，使用
小程序，还可以查询各类科技政策、查
看政策申报日期，对接和发布产学研需
求等。此外，还能实时获取入驻商家、
特色服务等园区资讯。可以说，小程序
就像一个“科研+生活小助理”。

两江协同创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节约建设投资、围绕用户需求、满足
管理需要，2022年4月，智慧园区系统
启动建设。通过打通园区建设各环节，
智慧园区系统已在各类EPC项目中节
约了8000多万元的建设投资，已初步
建成了一个能感知、会思考、自学习、可
进化的智慧园区。

目前，在两江协同创新区范围内，
除了271台科研设备，还有900多盏路
灯、2700多个摄像头、50栋楼、10个停
车场已接入智慧园区系统，实现统一管
理和运营。下一步，智慧园区系统将覆
盖更多的建成楼栋和区域，提升明月湖
畔的“智慧”含量，让园区的创新创业创
造者们能够享受智慧化的生产生活方
式。

两江协同创新区新鲜事

271台科研设备可共享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朋友们看，这儿有山有水，我背后
就是嘉陵江，美得很！”2月1日，东北小
伙张宁和朋友一起到北碚区白鱼石公
园游玩，手机直播向网友介绍这个新兴

“打卡点”。
为啥专程来“打卡”？张宁说，白鱼

石公园兼具了原生态的江景和便捷的
配套设施，滨江生态步道、观景平台、草
坪等十分“出片”。

白鱼石公园位于西南大学附中旁
边，背山靠江，地形犹如一个半圆形“剧
场”，正前方的“舞台”就是宽阔的嘉陵
江。从公园入口拾级而下，越过丛丛绿
树，江面在眼前徐徐展开，江天一色的
景象尽收眼底。往西看，温塘峡的峡口
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东侧，观景平台依
山而建，能远眺江对岸。

“公园步道很好走，适合我们老年
人散步。”59岁的陈春芳阿姨是北碚居
民，邀请了很多朋友来此拍照。大片大
片的菖蒲和麦冬将小山包点缀成黄绿
二色，配上蓝色的步道路面，拍出来的
画面色彩丰富。步道还延伸到附近的
金刚碑、卢作孚纪念馆等景点，市民和
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嘉陵江沿线的人
文自然之美。

“我们准备把车停在这里，带娃儿
走路去金刚碑。”市民赵冉从江北区自
驾前来，她说，白鱼石公园很适合“遛
娃”，停车也很方便。

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委了解到，
2022年10月，《重庆嘉陵滨江生态长
廊实施方案》出台，提出统筹嘉陵江岸
线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高标准
建设嘉陵滨江生态长廊，白鱼石公园建
设就是建设嘉陵滨江生态长廊的内容
之一。

2023年10月，白鱼石公园开园，
总占地面积约450亩，设计有生态休闲
区、石滩艺术区、湿地寻踪区、北碚之源
区。公园内修建了滨江慢行道、博物展
览馆、观景平台、亲水系统等休闲娱乐
设施，还新建了3700余米沿江步道，串
联起正码头广场、卢作孚纪念馆、金刚
碑等景点。此外，公园内还新建了300
多个停车位，满足周边市民和游客的停
车需求。

北碚区白鱼石公园：

美丽江岸 十分“出片”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黄光红）2月5日，重庆发展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发资产公
司”）与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润渝康”）、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信达”）、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建信信托”）签订“央地合作 资
产盘活”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推动重庆
国有资产盘活，助力“三攻坚一盘活”改
革突破重大决策部署在全市落地落实。

根据相关协议，重发资产公司拟
分别与华润渝康、中国信达、建信信托
合作，组建资产盘活母基金或项目公
司。而后，通过母基金引导设立子基
金和实施资产盘活项目等方式，以市
场化、法制化运作手段，投资收购价值
可评估、可量化、可交易的存量资产，
包括房产等固定资产、股权、特许经营
权等实物资产及无形资产。在此基础

上，对所收购的资产进行专业化的管
理、运作，盘活低效、无效资产，发挥资
产应有价值，助力国有资产实现提质
增效。

据介绍，重发资产公司与上述3
家企业分别组建的资产盘活母基金或
项目公司，总规模将达到200亿元以
上。今后，通过母基金引导设立子基
金和实施资产盘活项目，撬动400亿
元—600亿元社会资本、境外资本和
金融资源，形成600亿元—800亿元
的资产收购处置能力。

据介绍，此次携手合作的4家企
业各有特色、各具优势。其中，重发资

产公司是重庆从事资产经营管理的国
有全资公司，主要负责对存量经营性
国有资产、股权、特许经营权等进行收
购、营运和处置，对全市国有企业改革
剥离资产、“两非”“两资”资产及其他
有价值的待盘活资产开展项目投资、
提供管理咨询；华润渝康是重庆首家
省级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主要从事不
良资产的收购处置、受托经营、重组整
合及相关金融和中介服务；中国信达
是经国务院批准，为有效化解金融风
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推动国有银行
和企业改革发展而成立的首家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核心业务为不良资产经

营；建信信托是由中国建设银行投资控
股的纯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范围
涵盖信托贷款、应收账款融资等债权业
务，以及并购重组、股权投资等。

重发资产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与上述3家企业合作，是深化央
地合作、推进存量资产盘活的重要举
措。未来，各方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
专业优势，共享资源、共谋思路，建立
有效机制、高效整合资源，通过引入社
会资本及产业、共同投资等方式，探索
成熟、可复制的资产收购模式，全力助
推存量经营性国有资产盘活，为全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

深化央地合作 盘活国有资产

重庆拟组建资产盘活母基金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左黎韵）2月5日，重庆数据要素产
业集聚区建设在长寿区启动，西部数据
交易中心（长寿专区）正式挂牌，将整合
火石创造、吉利汽车等产业数据服务商
资源，建设西部数据交易中心数据资产
化专区。

大数据时代，数据已成为最有价值
的生产要素。作为建设重庆数据要素
产业集聚区的重要载体，西部数据交易
中心整合了火石创造、吉利汽车等产业
数据服务商资源，以数字化赋能制造业
转型，将建立产业集群整体智治平台，
实现政府部门多跨协同和产业相关要
素的高效配置，支撑全市重点产业合理
布局。

“结合长寿区自身产业优势，我们
将重点打造以天然气化工新材料、硅基
新材料、新能源新材料为主的先进材料

‘产业大脑’和数字健康‘产业大脑’，重
点培育以博腾制药、华陆新材、恩捷股
份等为龙头的‘未来工厂’。”长寿区相
关负责人说。

今年以来，长寿区在我市率先实现
首批数据资产入表，签约交付的10个
定制化数据产品包括时空洞察平台（预
警通知）、乡村振兴贷数据产品、政企数
据联合助力环境保护数据产品、税务争
议案例数据产品、科技企业画像数据产
品等。“数据入表后，以前沉睡的数据资
源得以激活，将服务市场端和决策端，
帮助企业优化财务结构，提升产业竞争
力。”该负责人说。

譬如，乡村振兴贷数据产品就主要
通过大数据存储、分布式计算、数据挖
掘等技术，分析种植养殖户基本信息、
经营、补贴、贷款等核心数据，面向金融
机构提供长寿区农业数据信息查询服
务，从而极大地节省农业经营主体融资
时间，缓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题。

接下来，长寿还将以数据资产入表
为切入点，完善以公共数据、企业数据、
个人数据系统的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制
度，制定数据资产经营管理办法，推进
千行百业数据资产化最大限度释放数
据价值。

重庆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启动建设

公共交通：可乘坐轨道6号线到北
碚站下，步行至公交碚峡路站，换乘公
交566路到白鱼石站下。或乘坐轨道6
号线到北碚站下，步行至新重百公交
站，换乘公交583或592路到西大附中
站下，步行到白鱼石公园。

自驾：可在手机地图输入“白鱼石
公园”并导航，车辆可停放在公园停车
场。

白鱼石公园打卡攻略

⑦

2月1日拍摄的北碚区白鱼石公园局部，地形犹如一个半圆形“剧场”。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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