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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利民落到实处
“高铁梦”“高校梦”渐行渐近

2024年12月30日，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川
校区首栋建筑主体结构顺利封顶，进入二次结构及装
饰装修新阶段；

2025年1月2日，渝湘复线高速公路通车，进入中
心城区再添一条大通道；

当前，渝厦高铁重庆东至黔江段全线铺轨已完成，
南川北站装修工程接近尾声……

70万南川人民期盼已久的“高铁梦”“高校梦”正在
实现。2024年，南川区统筹抓好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活、高效能治理，一系列惠企利民政策和举措相继落地
见效。

1月2日，新年首个工作日，南川区举行2025年第
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竣工仪式，集中开工47个重点
项目、总投资138.3亿元，竣工重点项目41个、总投资
147亿元，全力冲刺第一季度“开门红”。

2024年，南川区把招商引资作为扩大增量、调优结
构的主抓手，强化“一把手”招商，突出以商招商。全年
签约项目76个、协议引资302亿元、到位资金103亿元，
聚焦主导产业，推动40万吨高铝熟料、可持续航空燃料
及高品质润滑油等3个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落地开工。

招商有道，营商有招。南川区实施优化营商环境
“首要工程”，推出“10＋21条”惠企套餐，2024年新培
育市场主体8923户，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减税
降费1.62亿元，企业获得感、认同感不断增强。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这一年，南川聚焦群众
最关心、最期盼、最希望解决的问题，实施了15个年度
区级民生实事项目，212个乡镇、街道民生实事项目，以
有力措施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让群众真切感受到
发展的温度、幸福的质感。

这一年，南川创新开展城市治理，以规范城市游摊
占道经营为切口，推出“潮汐摊区”31处、摊位2100余
个，实行早中晚定时、规范定点、统一管理，为菜农提供
了稳定的售卖场所，还顺势建成“潮汐摊区”主题公园，
吸引全国18个省、市（区县）城管部门前来取经。

这一年，南川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新建健康小屋
1个、健康餐厅（食堂）8个，派区聘乡用医师42名下沉
基层，为基层医疗单位提供2万余人次诊疗服务，服务
全生命周期的14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覆盖全区
57.2万常住人口。 黄伟

南川南川 全力书写渝东生态新城建设奋斗答卷全力书写渝东生态新城建设奋斗答卷

南川地处渝南黔北连接带，是西部
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距离中心城区
仅60公里，2025年渝湘高铁通车后将进
入全市“半小时通勤圈”。世界自然遗产
金佛山“一山横亘界南北”，地上山王坪、
神龙峡、大观园、黎香湖等群景璀璨，地
下1.2亿吨铝土矿、3300亿立方米页岩
气富矿生辉。

文旅、康养、农业等资源得天独厚，
南川围绕资源禀赋，做好“转化”文章，正
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聚焦互补，抓大做强特色产业。南
川工业底蕴厚重，曾有6家三线军工企业
扎根发展，为积极融入全市“33618”现代
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南川将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及配套产业作为全区“332”
集群制造业之首，持续抓大做强。

突出“轻量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南

川区已聚集新能源汽车配套企业50余
家，8家企业进入整车企业一级配套体
系，工业园区龙岩组团创成市级轻量化
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向新质生产力要增长新动能。新
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
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23家、瞪羚企业
4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12家。2024年
1—11 月 规 上 工 业 研 发 费 用 增 长
19.25%，技改投资增长43.8%、占工业投
资比重达47%。市级高新区创建13项
量化指标全部达到考评要求，全区技术
合同登记额增长291%，综合科技创新
指数达54.21%、创历史新高。

2024年1—11月，南川“332”制造业集
群实现产值182.4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
的70.9%。新能源及新型储能、新能源汽车
及配套、先进材料、现代中医药产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9.8%、14.6%、86.9%、22.1%。
聚焦互动，持续培优产业布局。聚焦

第一产业，培育南川米、蓝莓、大树茶“一
主两辅”优势特色产业，以创建首批国家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为牵引，大力推动北部
市郊特色农业聚集区发展。聚焦第二产
业，树立“大抓工业、首抓制造业”的鲜明导
向，锚定“332”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致力
于打造全市先进制造业基地。聚焦第三产
业，持续培育壮大景区景点游、康养避暑
游、民宿露营游、农旅融合游“四大业态”。

接下来，南川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文
旅康养、现代农业“三个增长极”补链条、
优生态、建集群。强力推进111个工业
项目建设，着力提高金佛山景区“可进入
性”“可参与性”，推进山王坪片区文旅康
养项目开发进入加速建设阶段，加快创
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世界自然遗产金佛山是南川的一张
靓丽名片。

“金佛山占地面积1300平方公里，占
了南川区一半的区域面积。”南川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生态是南川最大的底气，也
是南川最强的竞争力。

南川依山靠山，锚定生态做文章。始
终加强对金佛山最严格的保护，划定生态
红线总面积445.07平方公里，建立国家级
野外科学研究站，构建生态系统监测物联
网。时至今日，金佛山以不到全国的十万
分之五的面积，保存了全国六分之一种类
的原产种子植物和五分之一种类的野生

动物。
守住生态优势，谋取发展胜势。南川

区构建“一山一片一带多点”文旅康养产
业空间布局，推动景区景点游、康养避暑
游、民宿露营游、农旅融合游“四态齐升”，
把好资源变成好产品，打造重庆文旅康养
第一品牌、首选之地，建设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

推动山王坪片区文旅康养项目开发
建设，开工高品质康养生活样板区，协同
推进良瑜、兴茂、黎香湖、金佛山东麓等项
目多点支撑格局，销售康养物业20.3万平
方米。

提升“大金佛山178环山趣驾”，以金
佛山为圆心，509处旅游资源单体被串联
起来，持续开展基础设施、业态产品、服务
质量、宣传营销“四大提升行动”。游客在
自驾过程中体验到美丽乡村的大好风光。
一年来，新增特色露营地13个、民宿17家，

“露营服务一件事”上线服务。“大金佛山
178环山趣驾”入选全国冰雪旅游精品线
路、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示范案例。

推动“冰雪经济”发展，南川区拥有以
金佛山景区为核心的得天独厚的冰雪资
源，冬季积雪面积广，雪期长，拥有云瀑、雾
凇等神奇气象景观，为发展冰雪经济提供

了良好的自然基础。今年冰雪季以来，金
佛山推出更加丰富的耍雪、戏雪项目，配套
中药温泉体验，举办天星小镇灯展活动，开
放往年冬季关闭的云端步道，接待游客人
次同比增长约 49%，收入同比增长约
42%。据介绍，金佛山冰雪季旅游收入已
占到全年旅游收入的三分之一。

2024年南川区还举办了中国健身名
山登山赛、首届中医药文化节等赛事节会
活动30余场次，全年接待游客4262.47万
人次、增长10.6%，实现游客总花费267.88
亿元、增长10.9%。南川文旅康养品牌影
响力和美誉度持续扩大。

立足资源禀赋 构建具有辨识度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金佛山为龙头 着力打造全市文旅康养首选之地

2024年全市“新春第一会”首次提出，建设与中心城区功能互补、融合互动的现代化渝东新城。同年3月，《重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解
读新闻发布会上，渝东新城揭开神秘面纱：南川区在列。

一年来，南川区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中实现南川新作为”工作主线，按照“1343”总体思路，锁定“渝东生
态新城”总目标定位，打造先进制造业、文旅康养、现代农业“三个增长极”，突出产业培育、重点项目、市场主体、招商引资“四个主抓手”，夯实党建统领、除险固
安、基本民生“三个硬保障”，坚定不移抓发展、拼经济、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在服务全市发展中开创南川高质量发展新境界。

一年来，南川以生态为笔，加快建设渝东生态新城，2024年1—11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7.8%、8.3%、6.3%。
前三季度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3.3%。预计全年GDP突破500亿元、增长6.3%左右。

建设中的南川北站 摄/陈姗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及配套产业厂区 图/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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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生态新城一隅 摄/甘昊旻

T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