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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大足，
正全力做好“国际
文旅名城、特色产
业高地、城乡融合
示范”三篇大文章，
加快做靓享誉世界
的文化会客厅、建
强链接成渝的“两
高”桥头堡。去年，
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6.5%、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12.1%、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9%，分别高于全
市 平 均 水 平 0.4、
7.8、2.4 个 百 分
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15.2%，其
中税收增长13.5%。

经济的稳步向
好，得益于产业的
强力支撑。大足坚
持“实业为本、制造
强区”不动摇，积极
融入数字中国、西
部陆海新通道、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等国家战略，
承接全市“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
系 ，加 快 构 建

“246”现代制造业
集群体系，加快建
设配套成渝先进制
造业集群的特色产
业体系，争做渝西
地区打造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先
行区排头兵。

去年5月25日，第十届中国再生资
源产业发展暨园区建设论坛在大足举
行。论坛上，川渝12个产业园区共同签
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静脉产业园区
发展联盟合作框架协议》，推动成渝地区
静脉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足将依托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静脉产业园区发展联
盟，力争到2027年让静脉产业规模达到
200亿元。

对于大足人而言，没有绝对的垃圾，
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在位于双桥经开
区循环经济产业园的中天电子废弃物处
理有限公司，一台台电视、冰箱、空调等废
旧家电在生产线上经过细致拆解，被分解
归类为数十种零部件。它们中的一部分，
将变成产品再次销售。每年，有大约200
万套电子产品在这里被拆解，实现变废为
宝。

大力发展静脉产业，深入实践循环经
济，是近年来大足破题资源能源约束、推
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手段。

中天电子所在的双桥经开区循环经
济产业园，是大足静脉产业发展的主阵
地，全区近150家相关企业大都云集于
此，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源头回收—冶炼
加工—再生金属—下游制品”产业链，包

括以中天电子、汇集再生资源、双渝汽车
拆解等为代表的废旧拆解产业；以足航钢
铁、德能再生资源、顺博铝业等为代表的
再生金属产业；以世界500强威立雅环
境、智唯环保等为代表的节能环保产业；
以金山洋生、胜邦管道、金若管道等为代
表的环保管道产业链；以江西环锂（在建）
为代表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

大足加快步伐发展再生资源及新材
料，获评市级循环经济试点园区、特色产
业（环保装备）建设基地，跻身全国40个
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创建地区之
一。铝、铜、废钢铁等废旧物品年交易量
200万吨，成为全市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
最高的区域。2023年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94.9亿元。

和蓬勃发展的静脉产业一样，在大足
的“246”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摩及零部件产业也牢牢占据
着“2”的主导位置。

摩托，曾是重庆一张响当当的工业名
片。而今，“重庆造”摩托也正朝着新能源

方向升级。去年10月，绿源集团（重庆）绿
色出行产业基地项目签约落户大足高新
区。该项目一期总投资5.3亿元，二期投资
约5亿元，打造年产能达400万辆的新能
源摩托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建成后，加配
套企业可实现年产值达80亿元以上。

自2021年引进台铃、金箭、赛鸽等
电动摩托龙头企业以来，大足便依托大
足高新区，将新能源摩托产业作为逐梦
高质量发展新赛道的关键支撑，产业相
对聚集、生态较为完整的产业集群体系
逐步成型。

目前，大足已聚集摩托整车企业21
家，年产能达1000万辆。建成中国西部
最大的新能源摩托产业聚集区，获批全
市唯一新能源摩托车产业园（建设基
地），成为全国三大新能源摩托集群基地
之一。

除了新能源摩托，新能源专用车也是
大足工业重点发展的方向。头顶“中国重
型汽车摇篮”光环的大足，重型汽车生产
本地配套率超过70%，现有专用车整车企
业8家、零部件配套企业200余家，年生
产能力7万辆以上、占全市的25%。

2023年，大足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摩及零部件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50亿
元，其中规上工业总产值125.6亿元、增长
12%。

全市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最高

核心提示

高新区航拍图

在聚力打造2大主导产业的同时，大足也
升级打造现代五金、智能电梯、锶盐、光电4
个特色产业，培育打造集成电路及传感器、医
药中间体及现代中药、新能源及新型储能、无
人机及航空地面设备、机器人、食品及酒水饮
料等6个领域细分产业集群。

以刀、剪、锁为代表的大足五金历史悠
久，闻名中外。产品涵盖日用五金、工具五金
等5大门类，2000多个花色产品，出口欧盟、
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走进重庆桥丰五金制造有限公司，工人
们正忙着在一把把锃亮的刀具上，用激光打
印出二维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刀具和厂
家的信息一应俱全。和人工粘贴不干胶标签
比较，激光打码不仅经久耐用，还每年为桥丰
节约成本30余万元。

桥丰五金是一家规上工业企业。近年
来，企业通过接入大足五金工业互联网平台
和智能化升级改造，在工序不变、工艺不减的
情况下，一条生产线所需要的工人，从过去的
30人左右缩减至现在的25人左右。

大足五金工业互联网平台是由政府牵
头，移动、精耕共同打造的企业数智化转型公
共服务平台。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和运营，目
前已有589家企业完成注册，209家企业上线
运行。

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为行业直接降本
3000余万元，单体企业平均降本10-15万
元/年，关键工序效率提升35%；不合格品下
降千分之2.24；库存准确度和资金占用下降
10%左右。平台入选全市十大标识解析二级
节点、工信部5G+工业互联网优秀案例、2021
年重庆市十大5G+工业互联网案例集、2022
重庆市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创新应用案例
集，成为大足践行“数字中国”战略的一次生
动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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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石刻金字招牌 创意经济方兴未艾
今年大年初三，位于大足石刻文创园

的重庆莲山公共艺术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便早早复了工。原因只有一个——订
单太多。“这批雕塑 3 月底就要送到江苏
安装。时间紧、要求高配、任务重，没得办
法……”企业负责人说。

同样沉浸在“甜蜜的烦恼”中的，还有
一街之隔的富瑞精典雕塑有限公司，他们
的员工今年春节只比对面的莲山艺术多
休息了一天。雪花般的订单，让他们忙得
不亦乐乎。

雕塑制作，是大足石刻文创园的龙头
产业。由于对用工要求较高，两家公司对
普通工人也开出了400-800元的日薪，技
术出色者日薪更是高达千元以上。

红火的业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
足石刻”这块金字招牌。大足石刻文创园
成立于2019年，规划面积8平方公里。园
区总体形成石雕石材产业聚集区、文化创
意产业聚集区、石刻艺术小镇旅游聚集
区、园区远景预留发展区域四大产业板
块，重点发展雕塑文创、工艺美术、数字文

创产业。
大足石刻文创园扎根大足石刻深厚

文化底蕴，以文创为引领，以加工、贸易为
支撑，坚持“文化+产业+旅游”的园区发
展模式，建设中国西部最大雕塑文创产业
基地、中国西部文创旅游新高地、国家级
文化产业示范园和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
创意产业生态园。目前，园区已入驻企业
137家，被认定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
大文旅项目，川渝两地在这里共用雕刻人
才，共享雕刻车间。

大足石刻博物馆当代艺术馆

全国三大新能源摩托集群基地之一

数字赋能助工业蓄势腾飞

工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力地带动大足经
济稳中向好发展。去年，大足紧扣服务全市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落细落小
“246”细分赛道，引进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204个、正式合同额802亿元，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型企业数量分别达到196家、1534家，现
代五金产业获评全国首批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创新型产业集群，大足高新区获批国家
级绿色工业园区、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
区联动创新区。

同时，全面加强大足石刻保护研究利用，
成功承办首届全球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大
足石刻景区接待游客增长357%、收入增长
431%、均创历史新高，获评国家首批“智慧旅
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中国旅游高质量发展
县（区）案例”。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深化全市唯一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
点，全区进出口总额增长102.3%。

下一步，大足将加快建设配套成渝先进制
造业集群的特色产业体系。紧扣全市“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416”科技创新战略布
局，以创建国家高新区、国家级经开区为抓手，
持续培育壮大“246”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扎
实推进“苗圃”“育林”“参天”梯次培育计划、制
造业“揭榜挂帅”“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等专
项行动，加快数字产业园建设，打造以实体经济
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同时，加快建设成渝腹地中小企业外贸
集聚区。用活用好全市首个国家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试点，着力强载体、兴市场、畅通道，提
升五金、文创等市场外向度，融入“渝新欧”铁
路联运大通道，联通泸州港、永川港等南向开
放通道，全面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打造
对外开放合作重要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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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先进制造业特色产业体系

台铃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电动摩托车总装一线

艺术家小镇工人进行雕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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