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创新打造“云阳见面”招商外联旅游宣介工作品牌，到成功创建“中国·云阳面食美食地标城市”；从恒顺年产10万吨智能化生产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到江龙高速磨刀溪特大桥主

桥拱肋顺利合龙；从云阳世界地质公园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票通过，到外贸经济往来国家和地区增至78个……

2024年，天生云阳接续高歌，预计地区生产总值达650亿元，连续7年位居全市12县之首，交出了一份来之不易的优异答卷。

亮眼成绩的背后正是云阳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中找准坐标、争先进位。当前，云阳以打造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先行地为总体目标，以山地农业优品区、绿色工业集聚区、国际

旅游度假区为产业支撑，以山水公园智慧城市、区域交通枢纽城市为空间承载，加快建设“一地三区两城”现代化新云阳，力争到2029年经济总量达到1000亿元，打造更多独具辨识

度的标志性成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更多云阳力量。

去年9月，云阳县委十五届八次全会
表决通过《云阳县黄石镇行政区划调整
（撤镇设街）方案》；12月，市政府批复同
意撤销黄石镇，设立黄石街道。

黄石撤镇设街是云阳“小县大城”试
点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近年来，云阳以干
部敢为带动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
首创，把县城的优势、城镇的特点、乡村的
资源统筹起来，抢抓“小县大城”“强镇带
村”试点，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一年来，云阳创新订单合同、产品代
销等6种联农带农模式，全县96%以上涉

农村社经营性收入超 10万元，带动 27.5
万农民变“股东”；“小县大城”“强镇带村”
双试点18项工作全市推广；农村综合性
改革试点试验、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
改革等10项国家级改革试点落地见效；
预计地区生产总值迈上650亿元台阶、增
速6.5%，强县富民之路越走越宽。

打造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先行地
是133万云阳儿女共同的期盼。为此，云阳
提出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以“小
县大城”“强镇带村”试点为突破口，持续增

强产业对县域经济的支撑作用，加快推动
“强县富民”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让人民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力争到 2027 年，全县经济总量达到
850亿元，全市占比不断提高、位次持续
提升，加速迈向“千亿俱乐部”，进入全国
百强县；人口、产业加速向县城集聚，60%
的常住人口在城区居住，70%的工业企业
向园区集中，90%的税收在城区产出；全
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市平
均水平、高于经济增速，城乡收入差距缩
小到2：1以内。

关键词：强县富民 以双试点为牵引，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关键词：农业优品 推动“三链同构”，擦亮“一主两辅”金字招牌
眼下，云阳的33万亩“三峡柑橘·张飞

赤橙”迎来丰收季，一江四河600米海拔以
下的库周河谷地带，丰硕饱满的果实结满
枝头，果香四溢。

从好生态到好农业，云阳以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聚焦柑橘、中药
材、生猪“一主两辅”农业产业体系，积极推
动农业生产供应链、精深加工链、品牌价值
链“三链同构”，加快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把农业产业发展为高效产业。

截至目前，云阳推动食品及农产品加
工业全产业链联结农户25万余户、综合产
值突破190亿元，“天生云阳”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价值超50亿元，获批全市唯一国
家农业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农村集体经济
经营性总收入突破2亿元、增长11%。

接下来，云阳将坚持以成渝地区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示范带建设为牵引，以加快
推进农业生产“三品一标”为关键，以农业
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和经营体系，全力推动现代农业“接二
连三”，打造品种优、品质好、品牌亮的山
地特色农业优品区，擦亮“一主两辅”等农
业金字招牌，推动农业强县建设走在全市
前列。

力争到2027年，全县农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4.5%，农民收入年均增长7%，“两品
一标”和名特优新农产品达100个，GAP
认证达到10个、农产品出品备案基地达到
20个。

关键词：绿色工业 抓好招商引资，壮大“2238”现代制造业集群
去年12月，云阳荣获“中国·云阳面食美

食地标城市”荣誉称号，是全国唯一双地标城
市。云阳面食文化源远流长，据统计，“云阳
面”已遍布全国2700多个城市，从云阳县走
出的制面能手超20万人，生产的鲜面产品在
全国的鲜面市场占比70%以上，面食业产值
超700亿元，形成一条从面粉到面食、面食带
美食的上下游协同千亿产业链，呈现“一根面
串起‘两个云阳县’、一碗面唤起美食千千万、
一把面牵起千亿产业链”的喜人场景。

面食业的快速发展成为云阳加快打造
绿色工业集聚区的一个生动案例。一年
来，云阳紧扣“223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

推进大招商、招大商、大激励招商，创新打
造“云阳见面”招商外联旅游宣介工作品
牌，挂牌12个省市外联服务中心，外出人士
返乡创业落地资金达59.4亿元，“云阳多世
面，云阳有好面，云阳老乡常见面，云阳人
民爱脸面”深入人心。

同时，着力实施工业“增品种、提品质、
创品牌”三品行动，加快推动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化发展，金田高分子
材料中试基地成功落地，加速“中国复眼”
二期、空天动力研发测试基地建成投用；锦
艺新材料球形硅微粉成功打破国外垄断，
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80%；云海药业、金田

塑业连续多年获评全市制造业100强企业。
数据显示，去年云阳规上工业总产值

达200亿元，工业投资增长21%，其中技改
投资增长73.7%，工业技改投资增速、招商
项目落地开工率均位居全市前列，重点项
目投资总量持续位居渝东北第1。

下一步，云阳将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
产业化，深入实施链群、质量、科技三大赋
能工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提
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企业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到2027年全县工业总
产值突破1000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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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 加快建设“一地三区两城”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

关键词：旅游出圈 丰富旅游供给，全力打造国际旅游度假区
去年9月，云阳国家地质公园全票通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拟于今年4月授牌，
将成为重庆唯一、全国第48个世界地质公园。

作为从恐龙脊背上走来的城市，文旅
产业已成为云阳经济的重要支撑，长江之
壮、恐龙之谜、天坑之奇、古村之训、绿道之
美、田园之魅、张飞庙之义、磐石城之坚的

“云阳八绝”相映生辉，已成为八方游客心
驰神往的“诗和远方”。

去年，云阳以世界地质公园引爆名气、
以消费提振引爆商气、以赛事活动引爆人
气、以面食美食引爆烟火气、以城景乡村融

合引爆乡土气“五个引爆点”；精心谋划“龙
环线”“水墨线”“外联线”三条精品线；推动
城建围绕文旅提功能、商贸围绕文旅兴业
态、交通围绕文旅串网络、农林围绕文旅优
商品、科教围绕文旅强研学“五个同心圆”，
实现景区景点高效串联、产业产品优势互
补、城区片区整体提升。在全国首次承办
世界残排联沙滩排球锦标赛，A级旅游景
区、星级饭店总量均排名全市第一，上榜全
国县域商业“领跑县”，旅游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居渝东北首位，荣登2024年全国
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佳县榜首。

为了进一步建设国际旅游度假区，云
阳坚持把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作为重要
抓手，持续擦亮“大三峡”区域品牌，推动顶
级自然资源和优秀传统文化实现高效转
化，高标准打造云阳世界地质公园，唱响

“云阳八绝”，加快打造“名实相符、形神兼
备、景城俱佳、软硬均优”的国际旅游度假
区。

力争到2027年，以龙缸5A级景区为
主导、南部龙乡环线为支撑的产品体系全
面形成，全县过夜游客突破100万人次，旅
游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7%以上。

关键词：城市更新
提升颜值和品质，
建设山水公园智慧城市

漫步云阳环湖绿道，这条长达33公里的亲
水岸线，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在绿水青山之间
徐徐展开，吸引着无数市民游客畅游其中。

一年来，云阳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将高
铁门户、迎宾大道、商业中心、现代化医院、城市
阳台、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六大标识性
要素”有机融入城乡建设。

从提升社区公园、口袋公园、拇指公园100
余个，到45个老年食堂让老人乐享幸福“食”光；
从7所新建、改扩建学校拔地而起，新增学位
2700个，到职业教育质量年报综合排名全国第
11；从全市率先通过“云上守望”平台全量归集县
域感知资源，到连续2年获评中国领军智慧县级
城市……一座“山水生态美、公园颜值高、智慧赋
能足、产业形态优、城市治理好”的山水公园智慧
城市绚丽绽放。如今的云阳，城市在大自然中有
机生长，颜值更高、气质更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下一步，云阳将加快推进山水公园智慧城
市建设，推动城市生态环境和城乡面貌实现全
面更新，城市承载力、吸引力不断增强，“三生”
融合、城乡一体的城市发展新格局全面呈现，有
效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高效能治理，推动库区生态价值高质量转化，打
造绿色发展增效提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县域样板。到2027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62.5%，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稳定在95%以
上，建成区绿地率达到43.5%以上，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达15.5平方米以上，创建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

关键词：交通先行
推动“外联内畅”，
打造区域交通枢纽城市

去年11月10日，随着一根长8.5米、重46吨
的钢管拱肋合龙段，稳稳地落在桥面上，标志着
江龙高速磨刀溪特大桥主桥拱肋顺利合龙，为今
年全线建成通车提供了重要保障。

“云阳作为成渝、关中平原、长江中游三大城
市群的重要连接点，正发挥交通先行作用，加快
建设区域交通枢纽城市。”云阳县相关负责人说。

一年来，云阳瞄准“贯通黄金水道的咽喉、构
建组群城市的支点、连接中部西部的纽带、服务国
家战略的基地、眺望世界公园的窗口”协同并进。
对外交通串线成网，郑渝铁路云阳站全年到发旅
客253万人、直接通达136个大中小城市，巫云开
高速（云阳段）全面完工，江龙高速全线加快推进
并启动南延伸段前期工作，万云奉巫江南高速顺
利开工，“丰”字型高速路网提速成形；对内交通畅
连各方，新修产业路、旅游路、便民路173公里，

“四好农村路”达7200公里，农产品集聚区四级以
上公路覆盖率达100%，运输费用降低15%以上；

“半小时上高速、一小时到云阳”乡镇占比分别达
69%、80%；外贸经济往来国家和地区增至78个，
进出口总额增长58%，外贸朋友圈不断扩大。

为了加快打造区域交通枢纽城市，云阳将全
面融入链接全球的门户型交通枢纽、陆海并济的
综合物流枢纽建设，打造万开云全国性综合交通
枢纽重要节点，对外运输通道实现跨越式发展，
内部交通网络互联互通水平全面提升。

到2027年，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94公里，货
运铁路前期工作取得明显进展，现代化、综合性
港口复兴港启动建设，逐步构建“铁公水”多式联
运体系，实现半小时上高速、一小时至县城的乡
镇占比分别为98%、100%，对经济和产业发展支
撑引领作用显著增强。

“不墨长江画，无弦恐龙音”“忠义浑不怕，赤
胆照汗青”。如今，勇立时代潮头的云阳坚持稳
进增效、改革创新、除险固安、强企富民工作导
向，加快推动“一地三区两城”现代化新云阳建设
走深走实，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让更多人见
证云阳每一面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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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发面业产品多元化，擦亮“云阳小面”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