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7场

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新范例

渝北：GDP突破2400亿元 科技竞争力全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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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渝北>>>
高质量发展

2023年GDP突破240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
值占全市1/7

主攻汽车和电子两大千亿级主导产业
集聚发展智能装备、先进材料、集成电路等

500亿级支柱产业、300亿级特色产业
推动长安汽车渝北新工厂等头部企业持续

放量，加快推进中心城区最大深水码头洛碛港等
重大项目建设

到2027年，工业总产值将突破 7000亿元，
再造一个渝北工业

高品质生活

每年保持100亿元民生投入
新建和改扩建中小学26所、组建名校办学

集团11个
投入45亿元对公立医院进行布局调整，全

区“三甲”“三级”医院达13家
人均公园绿地达15.8平方米，城市绿地率

达36.6%

高效能治理

城市人口超过300万人
千名专职网格员、千名社区工作者包干网格

2500个，为群众办好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建成全市首个城市物联感知系统，接入44

类35.6万余个感知设备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

7月8日，位于渝北区的OPPO（重庆）
智能生态科技园生产车间内，机器臂正高
效、精准、灵活地自动运行。车间内主板组
装的大部分流程，都由智能制造设备自动完
成。

OPPO渝北工厂2019年11月投产，为
OPPO全球最大生产制造基地，今年1—5月，
已出货731.9万台，完成产值159.59亿元。

这是渝北区向“新”而行，提质建设先
进制造业核心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
区对照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
迭代升级“产业地图”，着力构建以先进制
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主攻汽车
和电子两大千亿级主导产业，集聚发展智
能装备、先进材料、集成电路等一批500亿
级支柱产业、300亿级特色产业，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

汽车+电子
向“新”而行抢占行业新赛道

作为重庆两大万亿级产业的重要承载
地，渝北区汽车、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分别占
全市的1/3和1/2。

重庆每下线3台汽车就有一台“渝北
造”，全球每生产20部手机也有一部“渝北
造”。

这得益于渝北在产业发展上向“新”而
行，抢占行业新赛道，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以汽车产业为例，渝北区抢抓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新风口，成立汽车产业链专班，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占地1200亩的长安汽车渝北新工厂，
创造了当年拿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渝
北速度”。如今，长安汽车渝北工厂年产新
能源整车超28万辆，产值500亿元。

通过深耕链主链长企业，渝北区新兴产
业集聚度和本地配套率进一步提升。

抢抓打造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产业集群机遇，渝北区围绕智能驾驶、智能
座舱、智能网联、环境感知，打造全国首个万
人研发汽车软件产业基地，以长安软件为链
主，汇聚中科创达、光庭信息等20余家汽车
智能化龙头企业，智能产品量产装车超
2000万辆。

在电子信息产业上，渝北区紧盯OP-
PO、传音两大链主，引进产业链关键企业。

“我们支持重庆传音智慧园以商招商，
引进产业链关键零部件企业12家，建成传
音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以此打造了集研
发、生产、贸易于一体的产业生态，实现年产
手机4000万部，销量居全球第五。”渝北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

产业大脑+未来工厂
打造新质生产力动力源

2023年，首架国产大飞机C919完成首
次载客商业飞行，让“中国制造”备受关注。
其中，为首架国产大飞机穿上“轻薄棉衣”
（飞机棉）的是来自重庆的再升科技。

此前，全球只有美国两家公司能生产这

种飞机棉。
再升科技是一家来自渝北区的科技企

业，聚焦“干净空气”，推动“干净空气”和高
效节能材料在半导体、电子、医药、新能源汽
车、航空航天等领域实现国产化替代。

再升科技所在的临空前沿科技城，正是
渝北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创
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产业承
载地之一。

近年来，渝北区出台加快科技创新引领
高质量发展“十条举措”，着力打造新质生产
力动力源。

前端，依托仙桃数据谷，建成华为软开
云等十大公共服务平台和一批国家级研发
中心，打造“产业大脑+未来工厂”；

后端，以前沿科技城等园区为产业承
载，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设置亩均税收
50万元、产值1500万元标准线，提升园区科
技含量和亩均效益。

以前端的仙桃数据谷为例，已落户中国
软件百强企业15家，集聚中车智轨研发总
部、电信金融科技总部、联通产业互联网研
发总部、商飞智能西南创新中心等央地合作
项目发展，助推汽车、电子等支柱产业迭代
升级。

仙桃数据谷近年来营收、税收翻倍增
长，2023年营收、新引进项目合同投资均超
百亿元，并助力全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连续5年全市第一，成为推动渝北发展的

“创新智核”。
目前，渝北区“专精特新”和“小巨人”企

业接近 600 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

5.26%。该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渝北
区将继续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迭代完善先进制造业体系，做强高质量
发展产业支撑。

高竹新区吸引力强劲
去年规上工业产值逾58亿元

盛夏时节，华蓥山、铜锣山两山之间，全
国首个跨省域共建的省级新区——川渝高
竹新区正蓬勃发展。

山下，川渝合作双向赋能、链主共建、成
果共享的标志性项目——时代长安动力电
池的选址地，工程车正加紧进行场地平整和
基础道路建设。

该项目预计占地630亩，投资约50亿
元，年产能将达到25Gwh，投产后有望实现
年产值180亿元。

汽车和电子是渝北区两大千亿级主导
产业。在川渝高竹新区，汽车和零部件制造
已成为主要工业产业，其中为重庆配套服务
的占绝大多数。在这里，川渝汽车产业实现
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据了解，落户川渝高竹新区的企业，有
着诸多独特优势。比如，在水电气要素保障
方面，四川有优势；在招商引资、产业转移方
面，重庆有优势。集聚在川渝高竹新区，诸
多企业既节约了成本，又获得了市场。

四川瑞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南地
区最大的民营汽车设计、样车制造企业，由
重庆企业投资设立，2017年迁至川渝高竹
新区。近年来，该公司订单每年增长10%以
上，2023年实现年产值2.2亿元。

得益于“一体化”赋能，截至目前，川渝
高竹新区已入驻201家企业，2023年规上工
业产值达到58.55亿元。

仅今年上半年，川渝高竹新区新注册企
业就达到52家，不少来自川渝以外的企业
正在洽谈入驻事宜。

渝北提质建设先进制造业核心区
重庆每下线3台汽车就有一台“渝北造”，全球每生产20部手机就有一部“渝北造”

▲7月8日，OPPO重庆智能生态科技园，众
多流程的生产实现了智能化。

▲7月8日，川渝高竹新区。四川瑞创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展厅内，一款概念车引人注目。

▲7月8日，位于渝北区的北斗星通智能产业
园，工作人员正在介绍企业科技创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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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川渝高竹新区综合政务服务中
心的川渝通办窗口。一系列公共服务事项实现
跨省通办，为当地企业带来诸多便利。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

7月10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扛起新
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主题第7场新闻发
布会，渝北区相关负责人围绕“聚焦高质量
发展 培育新质生产力——在奋力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中作出渝北贡献”作主
题介绍，并回答媒体记者和网友提问。

当前，渝北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服
务两江新区开发开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提质建设先进制造业核心区、现代服
务业集聚区和教育科技强区，打造高质量发
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新范例。

紧扣“高质量”
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

2023年GDP突破2400亿元、连续16
年全市第一，科技竞争力保持全市第一，规
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市1/7……

数据背后，是渝北工业大区“发动机”作

用不断彰显。
以制造业为例，渝北区对照重庆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迭代升级渝
北“产业地图”，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
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我们主攻汽车和电子两大千亿级主导
产业，集聚发展智能装备、先进材料、集成电
路等一批500亿级支柱产业、300亿级特色
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该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渝北5家整车企业集聚了时代长
安、北斗星通等36家核心配套企业；重庆传
音智慧园以商招商，引进产业链关键零部件
企业12家，建成传音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

强化龙头带动，渝北区推动长安汽车渝
北新工厂、赛力斯汽车超级工厂、OPPO重
庆智能生态科技园等头部企业持续放量，不
断培育新的增长点。同时，加快推进中心城
区最大深水码头洛碛港、“西电东送”疆电入
渝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增后
劲。

通过一系列措施，到2027年，渝北区工
业总产值将突破7000亿元，相当于再造一
个渝北工业。

聚焦“高品质”
打造幸福美好生活新空间

聚焦群众所需所想所盼，渝北区加快美
丽渝北建设，每年保持100亿元民生投入，
让民生温度可感可及。

新建和改扩建中小学26所、组建名校
办学集团11个；投入45亿元对公立医院进
行布局调整，完成渝北区人民医院、渝北区
中医院迁建和升级创建，全区“三甲”“三级”
医院达到13家……渝北居民实现就近享受
优质教育和医疗服务。

如何让老城增颜值，新城添气质，全城
提品质？渝北区深入实施公园城市建设攻
坚行动，现拥有150余个公园，人均公园绿
地达15.8平方米，城市绿地率达到36.6%；
完成碧津湖、双龙湖等5个城区湖库水生态
修复，全面消除城市黑臭水体。

来到渝北，既可在紫薇路等网红街区感
受烟火气，也可在石头房子等文创园区体验
潮生活，还可在中央公园商圈等城市新地标
领略国际范。近年来，渝北消费新场景新业

态加快迸发、集聚发展，2023年该区社零总
额1153.3亿元，增长10.6%，增速全市第一。

突出“高效能”
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近年来，渝北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10
平方公里、总面积已经突破300平方公里，
城市人口超过300万人。

如何聚焦民生需求，立足大都市，找准
小切口，更好服务辖区居民，让城市治理更
智能、更高效、更精准？渝北区深化数字重
庆渝北实践，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千
名专职网格员、千名社区工作者包干网格
2500个，为群众办好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以数字赋能为例，渝北区数字化城市运
行和治理中心投用后，率先承接贯通民呼我
为、危岩地灾“一件事”等市级应用，让数据
下沉到基层、赋能到末梢、应用到日常。

该区还建成全市首个城市物联感知系
统，接入44类35.6万余个感知设备，让以前
靠人工采集的消防占道、管网泄漏、高空抛
物等信息，现在通过“智慧”场景感知。

本版图片均由首席记者龙帆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