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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26场

抓住数字化“牛鼻子” 构建“产业大脑+未来工厂”新模式

长寿加快建设现代化渝东新城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9月26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扛起
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长寿区专场。长寿区相关负责人围绕

“加快建设现代化渝东新城 全面开创国
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中国长寿城崭
新局面”作主题介绍，并回答媒体记者和
网友提问。

近年来，长寿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新材料高地、世界级运动康养旅游
目的地、中国长寿生命科学城，努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
能治理，全面开创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
文化中国长寿城崭新局面。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长寿毗邻重庆中心城区，历来就是我
市的现代产业高地。其中，长寿经开区集
聚世界500强企业29家、跨国公司64家，
已建成国内最大的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
聚乙烯醇出口基地。

长寿区委书记刘小强表示，当前，长
寿区正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化工产业集聚
区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材料高地，将
围绕天然气化工新材料、硅基新材料、
新能源材料三大主导产业，招引一批龙
头企业、链主型企业，带动入驻一批上
下游关联企业，做大做强产业集群效
应。力争到2027年，全区有国际影响力
的研发机构达5家、“四上企业”营收突
破4000亿元、新材料产值占重庆1/3以
上。

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中，长寿区牢牢
抓住数字化这个“牛鼻子”，构建了“产业
大脑+未来工厂”新模式，重点打造天然气
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双碳行业3个产
业大脑，驱动新旧动能转化。

长寿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成员胡红
兵表示，围绕建设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
长寿打造了重庆产业数字化能力中心，实
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心、数据交易
中心和区城运中心“三中心合一”，已聚焦
阿里云、钉钉等100余家优质数商，探索
科技、金融、数据三个核心生产要素的高
效融合。

接下来，该区还将围绕工业制造、医
疗健康等领域，深入挖掘、打造和复用一
批典型应用场景，探索一条生产要素高效
协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增长路径，助
力全市数据要素产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人文农旅城全域融合

9月初，长寿桃花溪通过了水利部幸
福河湖建设复核评估，成为长寿区生态保

护的又一生动实践。
近年来，长寿区以“九治”为重点，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对长寿“母亲河”桃花
溪开展了专项整治，高标准建设长寿水文
化客厅、滨河公园、“慢行+”健身步道，携
手共建绿色宜居家园。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长寿深度参与
全市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布局，打造
湖泊度假、温泉康养、乡村漫游等农文旅
IP，实现全域人文农旅城融合。

“其中，围绕乡村振兴，我们加快推进
了龙溪河流域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打造
巴渝和美乡村新范例。”长寿区区长戴明
说。

以建设国家数字乡村试点为契机，长
寿区率先在龙溪河流域开展系统化、集成
化数字农业技术应用推广，目前已与西南
大学、中科院等多所科研院所合作，建成
水产智慧养殖示范基地、伏羲农场等智慧
农业载体；聚焦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大
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入实施“强

村富民”综合改革，累计创建镇级强村公
司4家、村级强村公司158家，带动村集体
经营性收入年均增长23.5%。

长寿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郑
钦予表示，接下来，长寿区还将围绕柚、
橘、鱼、蛋四大优势特色产业，培塑“自然
长寿”品牌，加快完善农产品电商基地、冷
链物流等配送网络，助力本地农产品“走
出去”，惠及更多农业经营主体。

创建国家物流枢纽经济区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重要节点
城市，长寿区正发力打造长江上游航运中
心和多式联运示范基地，不断打通实体经
济的物流“筋络”。

刘小强表示：“当前，我们正以建设川
渝地区首个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为
牵引，强化‘通道+经贸+产业’联动效应，
全力创建国家物流枢纽经济区。”

具体而言，一是打造长江上游航运中
心和多式联运示范基地，依托重庆8大港

口之一的长寿港，加快构建现代化集疏运
体系，发展“铁公水管廊”多式联运，启动
建设了长寿港国际物流仓储基地、创建保
税物流中心（B型），上半年港口货物吞吐
量达1223万吨，居全市前列。

二是着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东线
重要枢纽节点。自2020年3月以来，长
寿区常态开行了西部陆海新通道长寿班
列，化工产品、医药中间体、装备制造等产
品远销30多个国家，去年经通道与东盟
国家进出口额占比达58.7%。接下来，该
区还将拓展面向东盟国家通道新线路，加
密开行广西至长寿的“海铁联运”、老挝经
中老铁路至长寿的“铁铁联运”专列，推动
货运量、货运值“双倍增”。

此外，长寿区还将打造内外联动的产
业链供应链枢纽，构建以钢材、矿石为主
的大宗商品期现货市场和产品集散中心，
形成千亿级临港经济产业带；与义乌中国
小商品城共建重庆义乌数智产业园，大力
发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9月20日，长寿区石堰镇，成片的高
标准农田机械轰鸣，管理人员轻点平板电
脑，智慧农机缓缓启动，按照预定路线完
成翻地、起垄，全程实现无人化作业。

这是中国科学院伏羲农场项目的种
植基地，借助5G通信技术和高精度的北
斗导航，管理人员仅凭一部平板就能耕作
340亩的试验田。

长寿区锚定数字重庆建设目标，推动
数字技术创新、数据成果共享，以数字“关
键变量”赋能农业提质增效、制造业迭代
升级，加快融入现代化渝东新城建设。

数字化服务农业生产

作为中国科学院伏羲计划在西南地
区搭建的首个应用平台，长寿伏羲农场旨
在探索智慧农业在丘陵山地的应用，自去
年9月落户以来，已建立起“伏羲”数字农
田示范区展示中心，智慧农业种植基地
等。

智慧农业智慧在哪里？
走进位于长寿区云台镇的中国科学

院（长寿）伏羲农场数据指挥中心，只见深
蓝色超大液晶屏铺满整面墙，中心通过
5G通信连接着7公里以外的石堰镇示范
种植基地，屏幕上跳动的数据、字节实时
反映着田间小气候、土壤墒情、作物生长
等情况。

“智慧就藏在这些参数信息里。”农场
负责人说，他们以10平方米为单位，将种
植基地分为2270个网格单元，实时采集
土壤、气候、病虫害等数据信息，通过大模
型分析指导农业生产，实现农田智慧决
策、智慧管理。

能精准搜集到这些信息，靠的是一件
“神器”——土壤养分伽马能谱分析仪。
记者在指挥中心的演示画面上看到，一米
多长的能谱分析仪整体呈圆柱体，上面搭
载了多重传感器，就像一个导弹头。

该负责人说，伽马能谱分析仪的检测
精度可以达到平方米级，把它搭载在拖拉
机上，沿着土地扫一遍，就能采集到30厘
米以上深度的土层养分含量，“整个过程
就像在给大地拍摄X光片”。

目前，借助伽马能谱分析仪，他们已
初步摸清了340亩“伏羲农场”示范田的
本底数据，包括土壤、气象、水质等基本信
息，通过数据分析建立了作物生长要素模
型、作物生长预测模型、病虫害识别模型
等算法，输出服务当地的“水稻—榨菜”循
环种植决策。

以项目为牵引，长寿区加大农业生产
中的资本要素和科技要素投入，编制了
《长寿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规划》，年内
将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3万亩，实
施“稳粮扩油”工程和粮食单产提升行动，
集成配套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加快打
造重庆现代农业示范区核心区。

“产业大脑+未来工厂”补齐生产短板

在长寿望变电气智能生产车间，一叠
叠厚薄均匀的硅钢片经过缠绕、焊接，被
制成变压器最核心的部件“铁芯”。偌大
的厂房里，只有两三名工人穿梭其间，察
看生产机械的运转情况。

“硅钢片的厚度一般都在0.3mm以
下，过去，叠片工序主要依靠人力，不仅劳
动强度大，而且容易产生误差。”长寿望变
负责人介绍，自从引入全自动生产线，人
工只负责上料和机器巡检，整个叠片工艺
则全程由机器控制，大幅提升了生产质
效。

作为一家成长于长寿本地的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望变电气已先后

攻克了“双分裂整流变压器”“消弧接地成
套装置”“硅钢片缝合装置”“硅钢冷轧用
厚壁套筒”等多项核心专利技术，形成“从
取向硅钢到变压器再到箱式变电站、成套
电气设备”的一体化产业链，填补了西南
地区取向硅钢的生产空白。

今年4月，望变电气正式完成了云变
电气收购，依托云变的自有技术进一步延
长产品终端，成功生产出可用于220千伏
牵引变电所的主变压器，为高铁等大型基
建提供电力保障。

以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
攻方向，长寿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不断开辟高质量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
围绕数字重庆“1361”整体框架，构建

“产业大脑＋未来工厂”的新模式，赋能
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截至目前，长寿区先后启动智能化改
造项目188个，总投资超60亿元。全区
77家重点制造业企业智能制造平均发展
指数达 42，数字化研发设计普及率达
82%，重点行业80%的企业实现全生产流
程信息化，推动制造业不断迈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

释放数据资产价值

在长寿高新区，新建成的义乌小商品
城（重庆）数智产业园高楼耸立。近9000
平方米的展贸大厅内，饰品、袜子、内衣等
小商品琳琅满目，来往的客商纷纷驻足，
忙着挑选、询价、下单。

该产业园目前规划了五大功能板
块，涵盖展贸中心、数字贸易数据中心、
培训与孵化中心、“一带一路”结算服务
中心以及基地仓，首期开放建成的展贸

中心已吸引 275 家义乌优质供应商进
驻，囊括日用、五金、饰品首饰等26个主
要门类。

“依托义乌市场的影响力，我们将打
造数实融合的国际贸易平台，提高中西部
地区中小微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便利
度。”长寿区相关负责人说，接下来该区将
着力招引一批国际贸易企业、物流企业、
报关企业等入驻综合服务平台，借助全国
一体化通关的数字底座，实现国际贸易中
多平台的数据互联互通，建立跨区域、跨
板块的协同机制。

以数字产业化为支撑，长寿区创新数
据要素开发利用模式，推动数据、技术、场
景和市场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多层次、多
元化、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市场体系。

今年4月，西部数据交易中心（长寿
专区）暨汽车产业数据产品专区上线，首
发75个汽车产业数据产品，汇聚数据总
量超20T。

作为数据资产变现的重要平台，西部
数据交易中心（长寿专区）负责人唐罕将
其比作数据交易的淘宝，由各大数商开发
的数据产品则是上架淘宝店铺的交易商
品。通过与西部数据交易中心、深圳数据
交易所等大型交易平台合作，长寿专区在
数据不出域的情况下，就能完成从数据的
采集、存储、处理到上线销售的全流程管
理，率先在区县一级交易中心探索了“前
店后厂”数据交易新范式。

接下来，长寿区还将进一步发挥数据
要素放大、叠加、倍增效应，构建全产业
链、全要素群、全场景集的数字产业生态，
力争到2025年，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实
现年均增长15%，总量突破100亿元。

长寿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数据成果共享

以“数据变量”赋能产业迭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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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记者谢智强摄/视觉重庆

▲9月19日，长寿区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放置货物。

▲9月19日，重庆长寿伏羲农场展示的智能农机
装备。

▲班列驶出位于长寿区的渝巴铁路集装箱区。（摄
于2024年6月12日）

▲9 月 19 日，重庆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心
（长寿）数据交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