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务行政办：63907102 /63907104（传真） 总编办：63907132 时政新闻部：63907172 经济新闻部：63907221 科教新闻部：63907152 民生新闻部：63907170 区域新闻部：63907198 农业农村新闻部：63701327

3
20242024年年 1010月月 1313日日 星期日星期日

编辑编辑 吴秀萍吴秀萍
美编美编 张张 辉辉

“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28场

用好“丰”的资源 集聚“盛”的态势 提升“开”的格局

开州全力建设渝东北川东北重要增长极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

9月20日，位于开州区满月镇的“雪
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崖柏繁育科研基
地”育苗大棚内生机盎然，自动喷灌设备
正喷出水雾，润泽棚内数万株崖柏幼苗。

崖柏生于海拔700米至2100米的悬
崖间，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被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通过20多
年的研究与人工繁育，崖柏不仅在雪宝山
安下了家，累计繁育近250万株（其中野
外回归75万株），还在云南、西藏、内蒙古
等11个省市（自治区）设置了22个试验基
地，开展了广泛的迁地保护和适应性栽培
试验。

崖柏的保护是开州以绿色为底色、推
动区域发展的典型举措之一。

近年来，开州区加快建设渝东北川东
北重要增长极，全国综合交通物流枢纽大
节点、区域性城镇组群大城市，国家农业
现代化示范区、全市重要绿色工业集聚
区、大三峡大秦巴结合部国际旅游度假
区，谱写新时代开州新篇章。

绿色工业
渝东北首家民企上市，产品

远销国外

比纽扣还小、比签字笔芯还细……在
碧绿的浦里河畔，重庆市紫建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建电子）展示的电池
产品琳琅满目。

这些电池主要用于蓝牙耳机、运动手
表等智能穿戴设备，客户是国内外知名电
子产品企业。从落户开州到成为渝东北
首家上市的民营企业，紫建电子只用了十
多年时间。

13年前，看中有充足的劳动力和比
沿海更低的人工成本，紫建电子落户开
州，从购买二手设备起步，后来生产锂电
池。因开州良好的营商环境，紫建电子
后将总部由深圳迁至开州，投入大量资
金进行研发，将新兴消费类锂离子电池
作为主攻方向，部分种类产品还打破了
国外垄断，成为耳塞用电池世界行业标
准的制定者之一。2022年，紫建电子成
功登陆创业板。

“在开州，像这样由劳动密集型企业
转变为高科技的企业还有很多。”开州高
新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围绕紫建电子、
德凯实业、天致药业、亚特蓝等一批龙头
企业，开州“1234”现代制造业集群正在崛
起：“1”即电子信息主导产业；“2”即先进
材料、智能制造两大支柱产业；“3”即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生物医药、新能源产业三
大特色优势产业；“4”即现代中药、智能家
居、玄武岩纤维、农机装备四大战略“新
星”产业。

据统计，开州高新区引进培育科技型
企业186家、高新技术企业90家，其中获
评国家重点“小巨人”企业3家、“制造业
单项冠军产品”企业1家、国家级绿色工
厂1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100家，通过科
技推动工业集群的绿色发展。

绿色农业
以“寿光蔬菜”标准，发展

现代化蔬菜基地

在海拔1500多米的满月镇马营村鲁
渝蔬菜产业园，成片大棚分布在绿色山
间。产业园负责人汤斌在大棚里随手摘
下一个深紫色的灯笼椒，用手一掰，“啪”
的一声，脆生生地断开了。他将生辣椒分
发给大家品尝，介绍说：“这是新品种紫
椒，可以生吃，很清香，辣度也适中。”

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从规划、
建设、生产到管理运营，以及品种、技术标
准，都按照寿光蔬菜园区模式进行，最后
通过寿光蔬菜市场的销售渠道销往全国。

山东潍坊与开州是对口协作城市，于
2022年建设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业
园，分布在开州的南门、满月等4个乡镇，
面积超过4300亩。

“我们希望农民有稳定的增收渠
道，市民的餐桌也更加丰富。”汤斌表示，
目前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帮助
650名致富带头人、蔬菜种植大户提升
技术，8000多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近就
地就业。

作为农业大区，开州积极推动农业现
代化发展。截至2023年底，推广先进适
用农机装备3382台（套），主要农作物耕
种收机械化率51.2%；在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稳步提高的基础上，柑橘、生猪等五大
生态特色产业集群综合产值超过220亿

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150亿元，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综合收入41.27亿元。

绿色服务业
打响“开州金厨”品牌，融入

旅游发展

“轰——”熊熊灶火腾起，包围着铁
锅，勺子快速翻炒，香气弥漫……在重庆
市长江职业培训学校实训室，学员们正在
烹饪各种菜肴。关火、装盘，一道道色香
味俱全的菜肴端上桌，老师品尝后逐一评
判和指点。“学员在这里获得一技之长后，
能更好地适应行业发展的要求，成为真正
的‘开州金厨’。”培训学校执行校长胡向
梅介绍。

“开州金厨”是开州依托自身资源，重
点打造的劳务品牌，也是开拓绿色服务业
的重要领域。据统计，开州在外从事餐饮
业的有25万余人，开办餐饮经营主体有2
万余家。

金黄的香煎麦子粑粑，薄如纸片的
白色山胡椒鱼，点缀了绿色薄荷叶的薄
荷饼……这些开州美食，成为一张“名
片”，让更多人了解开州。

作为消费领域的重点细分赛道，开州
做响“开州金厨”品牌：与区内红色文化、
蓝色汉丰湖水、绿色乡村休闲避暑旅游相
深度融合，从人、菜、店三个方面，打造涵
盖菜品、服务和“名厨”“名菜”“名店”评
定、职业技能培训、品牌文化塑造等多维
度的开州地方餐饮品牌；形成以大众化餐
饮为主体、“开州金厨”特色美食为标志、
开州餐饮文化为核心，区域布局合理、能
够满足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的餐饮服
务市场，为大三峡大秦巴结合部国际旅游
度假区提供特色化的体验。

以绿色为底色 加快推动区域发展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

10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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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开州区专场。会上，开州区相关负责人
围绕“建设渝东北川东北重要增长极 为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开州力量”作
主题介绍，并回答媒体记者和网友提问。

近年来，开州用好“丰”的资源，集聚
“盛”的态势，提升“开”的格局，加快建设
“一极两化三区”，以万达开统筹发展和万
开云同城化为重点，建设山水田园城市，
吸引在外老乡反哺家乡，为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开州力量。

打造重要引擎
区域生产总值居我市山区

库区第二位

开州地处渝东北川东北、三峡腹心、
秦巴腹地，古有“汉土丰盛”之富庶，今有

“刘帅故里·丰盛开州”之美誉。开州区委
书记蒲彬彬介绍，开州凭借地处重庆、成
都、西安、武汉四大都市几何中心区位优
势，通过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以万达开统筹发展和万开云同城化为
重点，打造牵引带动渝东北川东北一体化
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交通方面，开州围绕共建万达开全
国综合交通物流枢纽，协同万州、达州建
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出北上的开放
门户。目前，万开快速通道、开城高速已
建成投用，巫云开高速即将通车，万开达、
开万梁2条高速提速建设，渝西、成达万2
条高铁开州段呈现雏形，小江航道提升、
开州港二期工程开工建设，航空飞行营地
前期工作有序推进，陆地、空中、水上立体
交通网络加速成型。现在每天开州至万
州的班线车约180趟次，开州至达州的班
线车约50趟次。渝西、成达万高铁2027
年通车后，开州将实现“半小时万达开、6
小时北上广”。

在产业方面，万达开地区统筹发展起
势成势。开州—开江产业园成为首批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千
能实业、川环科技、长安跨越等三地30家
企业互链配套，合作产值突破15亿元；开
州首家创业板上市企业紫建电子在万州、
云阳设立分厂；开州市级智能家居产业园
引进达州企业14家，吸纳600余名达州籍
员工就业；联合成立“大巴山·大三峡”文化
旅游联盟，共推出5条主题旅游线路、60个
经典景区，为游客提供更丰富的旅游产品。

据统计，近几年开州投资规模持续保持
全市前列，今年上半年增长20.4%、居全市
第二位；区域生产总值即将突破700亿元，
稳居我市山区库区第二位，在渝东北占比逐

年提升，其增速也高于全国全市平均水平。

打造山水魅力之城
每年到汉丰湖越冬的候鸟

达20余种2万余只

开州是一座全迁全淹的移民城市，也
是一座“山在城中、城在湖中、人在山水
中”的魅力之城。发布会上，开州区委副
书记、区政府区长杨宏表示：“3963平方
公里开州，每一寸土地都很美。”

为建设大美开州，该区坚持城乡一体
规划、统筹管理，全面构建山水公园城市
大客厅的绿色空间布局，在40个乡镇全
域开展和美乡村建设，初步形成“山、水、
文、城”的城市气质；在推进山水田园城市
建设中，注重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和保
护，“文体旅产城景”实现深度融合；聚焦
建设三峡库区“智造重镇”和全市重要绿
色工业集聚区，在40平方公里的开州高
新区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智能家居等特色绿色产业赛道，累计入驻
企业316家、规上企业118家；推动大城
细管、大城智管、大城众管，城区的内涝积
水点消除比例达到100%，海绵城市面积
占到了52%，并经受住了今年7月7日历
史罕见大暴雨的考验；实现“15分钟高品

质生活服务圈”，在就业、医疗、社区服务
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让群众更有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与此同时，开州依托汉丰湖独特资
源，以创建汉丰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先
导，一体推进建设文脉之城、运动之城、生
态之城、湖光之城，促进该区文化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

开州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区政府新闻发言人黄成涛介绍，在建设文
脉之城方面，开州全面改陈布展刘伯承纪
念馆和故居，推出周都村红色研学基地、
红色村史馆；开州故城则再现盛山堂等汉
唐明清建筑，讲述开州千年文化。在建设
运动之城方面，开州以打造一批具有国家
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品牌的赛事活动为目
标，常态化开展汉丰湖半程马拉松赛等多
项竞技和群体运动赛事，汉丰湖成功入选
全国首批、重庆唯一的国家水上（海上）国
民休闲运动中心试点。在建设生态之城
方面，把汉丰湖水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生态
环保的重中之重，已拥有1种国家Ⅰ级保
护动物和19种国家Ⅱ级保护动物，每年
到汉丰湖越冬的候鸟达 20余种 2万余
只。在建设湖光之城方面，开州区紧扣多
元一体消费，环湖文旅业态日渐丰富，经
济效益大幅提升。

推动“百鸟归巢”返乡兴业
开州籍商人返乡投资、协助

引资达350亿元

开州是劳务输出大区，50多万人常年
在外就业创业，其中代表性人物3万多
名，在外开商企业超过6万家、资产资本
超过3000亿元。

开州区委副书记陈华东介绍，近年
来，开州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在外人员
联系服务工作，建立区内协同联动、齐推
并进的组织体系，制定服务在外人员的8
个具体办法、54项规定动作，并在30个省
市区建立开州区在外人员联系服务中心，
同步组建流动党组织、异地开州商会、异地
妇联组织、异地团组织等116个，实现“开州
人在哪里、联系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与此同时，开州还聘请了156名在外
知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围绕开州所急
所需提出“金点子”600多条；选聘2000
余名在外老乡作为招商专员牵线搭桥，广
大在外开商、客商返乡创办实体3.6万户，
协助引进企业79家，投资金额超350亿
元，带动就业超25万人，推动形成了“在
外老乡后顾无忧安心创业、百鸟归巢返乡
兴业”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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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开州区长江烹饪学校，老师向学员们传
授食品雕刻技艺。

9月19日，开州区珍稀濒危植物繁育科研基地内
充满生机的崖柏种子繁育区。

9月19日，开州区满月镇马营村鲁渝蔬菜产业园里
的新品种紫椒上市，口感清香，深受市场青睐。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特约摄影钟志兵摄/视觉重庆）

重庆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在装配锂电
池。（资料图片） （开州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