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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批准予以撤销，并收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申
晓佳）6月17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通过
抓住创新“牛鼻子”，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正
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
川股份）与上千家国内外企业达成合作，每
年将120亿只“重庆造”药用玻璃管制瓶销
往全世界。

正川股份创立于1988年，2017年上市，

主要从事药用玻璃管制瓶等药用包装材料研
发、生产、销售。产品包括不同类型和规格的
玻璃管制注射剂瓶、镀膜瓶、安瓿、预灌封注射
器、卡式瓶、口服液体瓶及各类配套瓶盖等。

“我们是国内最早从事医药玻璃生产的
企业之一，做口服液瓶起家，钠钙口服液瓶
全国市场占有率50％—60％，硼硅管制注
射剂瓶全国市场占有率约33％。”正川股份
总经理邓秋晗介绍，重庆市民熟悉的藿香正
气口服液、蓝芩口服液、蒲地蓝口服液的玻
璃包装瓶都由正川股份生产。

正川股份能在药用玻璃管制瓶市场占
据大份额，关键在于创新。记者了解到，正

川股份在国内市场多次首开行业“先河”。
1999年，企业在全国率先建立“拉管—制
瓶—制盖”完整生产线；2010年在国内首创
研发耐水一级棕色药用玻璃管；2013年在
国内首创研发双耐水一级玻瓶产品；2022
年，企业自主设计的中硼硅玻璃窑炉点火投
产。至今，公司自主研发的熔炉和拉管技术
累计获专利50余项。

近年来，随着医美大健康行业兴起，适
用于玻尿酸、胶原蛋白、胰岛素等医药注射
的预灌封注射器、卡式瓶的市场需求持续上
升。正川股份投资3亿元建设的预灌封注
射器、卡式瓶及免洗免灭系列产品首条生产

线于2023年4月在两江新区水土新城投产，
总共规划21条生产线，年产能近10亿只。
公司产品已销往土耳其、韩国、南美、东南
亚、中亚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预计今年海
外市场销售额为2000万元—3000万元。

“公司还规划建成8座中硼硅窑炉，中
硼硅玻管年产能达5万吨。”邓秋晗介绍，
全球生物药新浪潮带动单抗、ADC（抗体
偶联药物）、细胞治疗等生物制剂对高稳定
性包装材料需求激增，中硼硅注射剂瓶成
为首选包装材料，公司下一步将瞄准这一
市场，让更多人用上放心的“重庆造”药用玻
璃管制瓶。

抓住创新“牛鼻子”，自主研发的熔炉和拉管技术累计获专利50余项

每年120亿只“重庆造”药用玻璃管制瓶走向世界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6月17
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获悉，近年来，重庆创
新推出“稳岗贷”专属信贷产品，助力企业稳岗扩岗，取得积
极成效。截至目前，全市金融机构已发放“稳岗贷”487亿
元，支持企业1.57万家，稳定就业人数超58万人。

2022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与重庆市人力
社保局联合发起“金融助力援企稳岗”行动倡议，号召银行
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过去12个月期间社保参保人数
减少率不超5.5%或吸纳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20人
以上的中小微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实施减息让利，以真
金白银支持企业稳住就业岗位。全市银行机构积极响应行
动倡议。

为确保惠企政策高效直达市场主体，中国人民银行重
庆市分行与重庆市人力社保局依托“长江渝融通”普惠小微
线上融资服务平台，共同打造了“金融助力援企稳岗”行动
专区，打通社保与金融数据链路，以社保数据为企业融资增
信，推出两项政策措施：一是建立稳岗企业融资绿色通道，
以“援企稳岗贷”、创业担保贷款、支小再贷款帮扶贷产品矩
阵为企业提供低成本融资解决方案；二是晒办理流程，统一
公示参与行动的各银行协商存量贷款减息让利的办理流
程、联系方式。

在“金融助力援企稳岗”行动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重
庆市分行会同重庆市人力社保局，积极探索稳岗数据共享
机制，支持银行在客户授权下查询企业稳岗数据，并透过数
据识别稳岗企业、评估企业经营状况，创新推出“稳岗贷”专
项产品。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单列再贷款再贴
现额度用于“稳岗贷”产品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对稳岗成效
好和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经营主体给予更大支持。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0多家银行推出“稳岗贷”专属信
贷产品。例如，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创新推出了“稳岗云
贷”产品。这是在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重庆市人力社
保局、市财政局创新设立的“稳岗贷”系列产品框架下，借助
金融科技手段为稳定经营、稳岗扩岗的小微企业打造的一
款专属可循环贷款产品。其基于专属评价模型，支持企业
通过全线上操作获取纯信用专属信贷额度，最高可达500
万元。

重庆金融机构
已发放“稳岗贷”487亿元

支持企业1.57万家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
婷）6月17日，重庆市气象局发布“重要气象
信息专报”，受西南涡和低空急流影响，预计
我市将出现今年首场大范围暴雨天气过
程。按照《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
规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6月17日
12时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当日上午10时，市气象局发布重要气

象专报（暴雨三级预警）：受西南涡和低空
急流影响，预计 6月 18日凌晨到 21日上
午，我市将出现今年首场大范围暴雨天气
过程。强降雨自西向东影响我市，累计雨
量东南部地区100—180毫米，局地250—
300 毫米；西部地区 50—80 毫米，局地
120—160毫米；中部和东北部地区40—70
毫米，局地100—14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

70—9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6—8级阵性
大风。

据水文部门测报，全市有22个区县属
中小河流涨水高风险区，市水利局已于6月
17日11时启动全市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
响应。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6月17日12
时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市防指

各成员单位、各区县加强会商研判，结合本
行业、本地区实际情况，按照预案规定及时
启动应急响应，并抓好工作落实。本轮强降
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降雨落区广、累计雨量
大，局地极端灾害风险高，各区县要严格落
实“关键少数”坐镇指挥，督促各级基层领导
干部在岗、在状态，切实落实预警叫应、避险
转移和紧急管控等关键措施。

重庆将出现今年首场大范围暴雨天气过程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佘振芳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发布
《关于公布首批车网互动（V2G）规模化应用
试点的通知》，上海、广州、重庆、昆明等9个
城市被列入试点范围，这标志着我国车网互
动领域进入规模化应用新阶段。

V2G，通俗来讲就是让电动汽车成为电
网“充电宝”——夜间低价充电补能，白天用
电高峰时，通过V2G充电终端，将车载电池
的电量回输给电网，帮助电网减轻负荷。

为什么重庆会成为试点城市之一？
这与重庆早在2020年就开始车网互动

的探索有关。目前，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公交
运营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公交）约有3600辆
新能源公交，其中近3000台具备放电能力，
已建成14个V2G站点、33个V2G终端。

智能调配系统严格限定放电上限

6月 16日上午，江北区福佑路公交站
场，一辆新能源公交车缓缓停靠在充电终端
前，工作人员开始放电——把公交车的电放
一部分给充电终端，储存在储能堆中，再通
过智能调配，输送给国家电网或其他电动
车。在充电终端不远处，矗立着一大一小两
个“箱子”，大的是低压室，小的就是储能堆。

该公交站场是重庆公交在中心城区最
大的充电站，也是重庆首个规模化V2G公
交示范站，共有90个充电车位，其中有8个
配置V2G充电终端。

公交车为啥能当“充电宝”？负责运营
站场的重庆公交旗下驿满新能源公司项目
负责人王利鹏介绍，新能源公交车电池容量

较大，一辆公交车的电池容量等于5—6台
电动小轿车的容量，而且公交运营线路固
定、时间有规律，白天跑线路，晚上集中停
放，能源补给刚好与城市用电高峰错开，容
易实现规模化调度。

公交车把电放出去，是否会影响其正常
运营？王利鹏解释，因为智能调配系统会严
格限定放电上限，比如一台公交车满电续航
约300公里，放电时会保留约200公里续航
电量，完全能满足行驶需求。

去年已在全国率先实现大规模
反向充电

去年迎峰度夏期间，福佑路公交站场通
过这些设备，实现了公交车向电网大规模反
向送电，其缓解电网负荷的效果，相当于瞬
间关掉约1万台空调。

公交车向电网反向充电，这一想法是怎
么萌生的？事情要从2020年说起。

“当时，出于公交绿色转型发展的需要，
重庆的公交车开始大规模电动化。”王利鹏

说，公交车电池一般在8年左右就必须报
废，按照正常运营情况估算，8年可进行
2800次满充满放，但是电池寿命设计普遍
为4000次满充满放，远高于车辆使用需求。

如何充分挖掘电池潜力？驿满新能源
公司组建团队，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以
下简称国网电力）合作，开始琢磨这件事。

要想让电能在电动车和电网之间双向
流动，需要有稳定的电网能量交互系统，并
对电池管理实现精确控制，这对技术能力有
很高的要求。

王利鹏介绍，经过两年攻关，2023年7
月4日，重庆公交和国网电力进行了国内首
次演练——8辆公交车同时向国家电网放
电，最大上网功率480千瓦，持续3小时，成
功降低附近片区供电线路负荷38%。这次
演练充分验证了V2G技术路径的可行性。

2024年夏天，重庆连续晴热高温，用电
负荷屡创新高，双方再次成功开展规模化反
向放电上网演练，在迎峰度夏期间累计放电
21天，参与11次电网需求侧响应，累计压降

负荷14兆瓦。
这两次实战演练，为重庆开展更大规模车

网互动打下基础。如今，福佑路公交站场已成
为集光伏发电站、储能站、电动汽车V2G充放
电站、电池检测于一体的绿色智慧出行示范
性站场，充电功率最高为120千瓦，放电功
率可达约60千瓦，并正式商业化运营。

中标攀枝花项目实现跨省输出

近日，四川攀枝花市智慧交通信息化建
设项目公开招标，重庆公交驿满新能源击败
来自全国各地的竞争对手，成功中标。

早在2015年，重庆公交就成立了专门的
科技公司，开始数字化转型。他们瞄准行业
痛点，将“人、车、站、线、场”等要素进行感知
互联，打造多个场景的数字化应用，如远程调
度、站点分析、客流热力图、智能排班等。

2024年，重庆“公交数智化运营助力提
升市民生活品质”项目入选国家第二批28
个“数据要素×”典型案例，成为交通运输行
业入选的五个案例中唯一的重庆案例。

驿满新能源表示，他们将以攀枝花项目
为起点，进一步迭代升级智慧能源解决方
案，加速“数字+充电”模式在全国市场的标
准化复制，推动新能源技术与公共交通网络
在更广空间实现深度融合。

这一布局正通过扎实的基建推进逐步
落地。目前重庆公交具备放电能力的新能
源公交车约3000台，已完成14个V2G站
点、33个V2G终端建设，预计今年底还将建
成26个V2G站点、57个V2G终端。

业界专家认为，依托重庆公交的V2G
技术体系，在保障公交正常运营情况下，迎
峰度夏期间，3000台公交车若全部参与放
电，每天能为电网反向充电30万度，约等于
3万户居民一天的用电量，这对缓解电网高
峰负荷具有显著意义。

夜间低价充电补能，白天用电高峰时段向电网反向充电

重庆公交车变身城市“移动充电宝”
●重庆公交绿色转型又一新成果，

能最大化挖掘公交车载电池的潜力

●去年迎峰度夏期间反向充电减轻

电网负荷，相当于关掉约1万台空调

●相关技术已实现跨省输出，中标

攀枝花市智慧交通信息化建设项目

▲驿满新能源的V2G充电车位。
▶系统显示车辆在进行反向充电。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6月17日
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

“十四五”以来，我市累计实施岩溶石漠化治理10.27万公顷。
岩溶石漠化是指人为因素造成植被持续退化乃至消

失，导致水土流失、土地生产力下降、基岩大面积裸露于
地表（或砾石堆积）的土地退化过程。根据第四次石漠化
监测结果，截至2021年底，全市石漠化土地面积47.90万
公顷，占全市国土面积的5.81%，占全市岩溶土地面积
的14.74%。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石漠化治理，累计投入中央、市
级财政资金10亿元以上，结合相关营造林项目在石漠化土
地上开展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和人工造林等，让一片片荒
山披上绿衣。譬如去年7月，我市启动了重庆市乌江流域
石漠化综合治理和水源涵养生态修复项目建设，总投资
5.07亿元，其中中央投资4.06亿元，下达涪陵区、南川区、
丰都县建设任务21.59万亩，目前项目正加紧建设中。

为保障各项目顺利进行，我市出台《重庆市岩溶地区石
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绩效评价办法》，科学分析和评价石漠化
综合治理工程成效，充分发挥“一长三员”基层管护体系，落
实闭环管理机制，建立起建管结合的长效机制。

目前，我市10个石漠化重点治理区县平均森林覆盖率
达到60%，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森林质量提
升也带动了产业发展，如酉阳县在石漠化山区修建了叠石
花谷景区，打造出叠石层峦、石上生花的美景，成为当地的
一张旅游名片。

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推进
石漠化区域“扩绿、兴绿、护绿”协同治理，结合国家“双
重”等林草重点生态项目，通过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
退化林修复等措施开展石漠化治理，为美丽重庆建设添
砖加瓦。

我市累计实施
岩溶石漠化治理10.27万公顷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6月17
日，由市水利局和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的渝西水资源配置工
程技能竞赛在永川举行。记者了解到，近百名建设者“以赛
练兵”，向确保工程2025年通水目标发起冲刺。截至目前，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进度条”已拉至90%，工程投资与建
设进度均超序时。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是我市历史上投资最大、涉及面
最广、受益人口最多的重大民生水利工程，是国家“十四五”
规划重点项目。工程建成后，每年将从长江、嘉陵江引入
10.12亿立方米优质水源，向沙坪坝、九龙坡、江津、永川、
璧山等11个区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供水，惠及人口近
1000万，为加快推进渝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水安全保障。

截至目前，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已累计完成投资
129.24亿元，占总投资的90.1%，完成实物工作量超90%，
工程投资与建设进度均超序时。

“进度条”拉至90%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投资与进度均超序时

6月17日，位于两江新区的中新（重庆）
多式联运示范基地，工人操作移动龙门吊吊
装集装箱。

今年是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
项目实施10周年，作为代表性合作项目之一
的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范基地成绩亮眼。
基地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成渝）
等国际物流大通道，集散范围持续扩大、货品
种类持续增加，服务业态持续升级。目前，基
地业务已覆盖日韩、东南亚、阿拉伯半岛等国
家和地区。今年前 5 个月，仓库使用率达
100%，集装箱堆场使用率 94%；作业总量超
1.4万TEU（标箱），同比增长约13%；总流通
货值超56亿元，同比增长超63%。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货值劲增63%
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范基地

跑出发展“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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