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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活水汩汩向前 潮头扬帆奋楫而“兴”

党建引领增活力
“红色动能”助发展

党的领导是确保金融事业健康高
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兴业银行重庆
分行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将党委“把方向、管大局、
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嵌入全行各层级
重大事项决策前置程序，确保党中央
决策部署到哪里，分行就贯彻落实到
哪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红色
动能”。

擦亮党建“金名片”，激发金融新
动能。分行坚定不移加强党建引领，
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将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与中央
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
会议精神贯通结合，融入主责主业。

全面加强组织建设，进一步增强党组
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深化

“红金渝”党建品牌建设，积极参与江
北嘴金融党建先行区建设，认真贯彻
金融党建“三网融合”专项行动方案，
通过党建引领，深化银企合作，共同共
赢发展。

6月26日，分行加快建设完善“金
融服务网”，首名网格化金融服务特派
员进驻市重点科技实验室——重庆金
凤实验室，助力我市科技型企业高质
量发展，打通金融助企惠民“最后一百
米”。特派员以常态化驻点服务模式
实时响应企业需求，定制专属金融解
决方案，提供“一站式开户”等多项便
利服务，入驻首周便为实验室控股孵
化的某科技公司提供1000万元研发
贷授信支持，支持企业在研发领域取
得更好成效。在此基础上，7月2日，

分行派出包含63名专业骨干的金融特
派员队伍，倾情投入地方建设，为重庆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活水。

恪守金融初心，践行为民新担
当。分行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
最大业绩，积极回应民生关切。6月
30日，分行二季度推出的“渝畅游”
文旅卡发行量突破3万张，作为分行
深耕巴渝的热忱见证，3万张文旅卡
向全国人民传递重庆这座城市的魅
力，赋能重庆文旅产业蓬勃发展。7
月3日，分行举办反诈原创视频大赛
颁奖仪式，本次活动共吸引216位老
年人踊跃参与，创作出 26个精彩视
频作品，通过各类渠道有效触达消费
者42.37万人次，凝聚金融机构与社
会力量，创新金融教育宣传模式，为
构建全民防骗、全社会防骗工作贡献
兴业力量。

做好“五篇大文章”
描绘巴渝新画卷

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是金融的天职。兴业银行
重庆分行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
性、人民性，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将做好“五篇大文章”
与擦亮“三张名片”、布局“五大新赛
道”、打造“数字兴业”有机结合、融合
推进，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
荣。

坚持科创引领，培育新质生产
力。分行立足重庆“33618”现代制造
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为
重庆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蓬勃“兴”动
力。6月21日，落地全市首批暨股份
制银行首单科技企业并购贷款试点业

务，为某企业收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提供融资支持，该笔业务的成功落
地，标志着分行在落实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深化科技金融服务领域的
不断进取，也为区域科技企业整合升
级提供了示范。7月22日，落地全市
首笔柜台渠道的科技创新债券交易，
促进金融资源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
为市场投资者多渠道参与科创债投资
创造条件。

创新绿色金融，描绘生态新画
卷。分行以绿色金融为纽带，联结政
银企各方，共同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做
好绿色金融大文章。6月27日，落地
全市首笔绿色主题存款，存款金额2亿
元，实现了金融资源与绿色产业的精
准对接，为重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
验区建设提供重要创新实践。7月18
日，落地首笔“工业绿效贷”，为某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供融资
2040万元，促进企业积极提升自身绿
色等级，实现绿色发展的精准发力。
分行始终将服务“双碳”目标作为“国
之大者”，以创新之举赋能产业升级，
助力全市构建现代化环保产业体系、
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

潮头踏浪风正劲，勇立标杆谱新
篇。从闽江之畔到巴渝大地，在助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的时代征
途上，兴业银行重庆分行将继续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以实践检验学习成效，将理
论领悟切实转化为深化改革、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在新时代金融
发展的浪潮中，奋力描绘分行的全新
发展图景。

（作者系兴业银行重庆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丁武民

从八闽大地实践中生长出的鲜活理论，正如同奔涌的清泉，为新征程上金融强国的建设持续输送智慧与动力。
作为兴业银行落实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西部布局的首家分支机构，近年来，兴业银行重庆分行紧密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坚定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聚焦

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总体布局，扎实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落地见效，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在助力重庆“六区一高地”建设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果。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刘梓桐

7月27日，渝厦高铁重庆东至黔江
段迎来开通运营“满月”。一个月来，该
段高铁日均到发旅客超4.3万人次，其
中重庆至长沙及沿线日均到发超2.8万
人次，成都至长沙及沿线日均到发超1.1
万人次。

钢铁动脉破壁
渝东南融入“1小时经济圈”

渝厦高铁重庆东至黔江段的开通，
将黔江区与重庆中心城区的时空距离大
幅压缩至1小时左右，以黔江为中心，形
成“1小时到重庆、3个多小时到成都、3
个多小时到长沙”的高效交通圈。

“这条高铁开行不仅大幅压缩了时
空距离，拉近长江中上游城市群距离，更
强力驱动渝东南城镇群融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高效连接长株潭、海西经济
区，为区域‘走出去’与‘引进来’打通了
贯通内外的活力通道。”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对当地百姓而言，高铁正重绘生活
半径与幸福图景。刚结束高考的学生郑
宇深有感触地说：“从重庆东站出发，1
小时就能到黔江，早上在重庆吃碗小面，
中午就能尝到地道的黔江鸡杂！”

为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重庆火

车站每日精准匹配运力需求，在关键站
点增派力量加强客流引导，打造高效暖
心的出行环境。彭水、武隆等站创新启
用重点旅客可视对讲系统，实现精准服
务，配备双向直进式安检通道，显著提升
通行效率。

以高铁为纽带
按下产业协同“加速键”

飞驰的高铁，压缩的不仅是时空距
离，也让资源要素流动越发顺畅，为沿
线居民铺就了一条通往共同富裕的幸
福之路。

南川区大观镇蔬菜智慧工厂里，三
色番茄、丝瓜等特色农产品正借高铁东
风拓宽销路。

“高铁通了，从中心城区来考察的企
业明显多了。”工厂负责人说。作为重庆
市首批乡村振兴综合试验示范区，南川区
正以特色农业为基，大力发展“农业+旅
游”，重点培育周末经济、研学体验经济，
一条依托高铁的“经济走廊”加速成形。

武隆羊角豆干、黔江鸡杂、彭水苕粉
等承载着乡愁的地道风味，也乘着高铁
香飘四方。“高铁通车后，店里生意明显
更火了，傍晚常坐满客人。”在黔江区正
阳新城美食街经营黔江鸡杂店的邓女士
笑着说。

作为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黔
江鸡杂享誉全国。高铁开通后，专程来

尝鲜的游客更添热度，让这道“舌尖美
味”成为带动消费、促进就业的富民产
业。黔江鸡杂全产业链价值预计全年突
破10亿元，羊肚菌年产值超1亿元，深
加工产品持续提升附加值，共富图景越
绘越实。

产业协同的“加速键”同样惠及民
生。黔江已形成20万吨玻纤、20万吨
再生铝、20万吨合金的强劲产能，成为
区域产业高地，还创造了大量优质就业
岗位，跨区域产业协作的活力持续释放。

文旅融合破圈
“快旅慢游”新格局加速形成

新线开通，不仅高效串联起沿线丰
富的旅游资源，更为暑期游客增添了新
的出行选择，成为不少人青睐的出游打
卡路线。

该条线路串联起两处世界自然遗
产、两个5A级景区、6处4A级景区，让
昔日“养在深闺”的阿依河、蚩尤九黎城、
乌江画廊等优质资源，与武隆喀斯特、南
川金佛山等世界自然遗产形成联动。“朝
发夕至”的便捷，不仅让“1小时旅游圈”
成为现实，更推动渝东南从“边缘末梢”
跃升为文旅开放的“前沿阵地”。

为承接高铁带来的旅游热潮，沿线
区县“高铁+文旅”举措密集落地，成效
显著。南川、武隆、黔江等地成为周末
游、亲子游、毕业游的热门选择。

各地还纷纷推出优惠：旅客凭南川、
水江站15日内高铁票，可享金佛山、神龙
峡景区免门票；彭水推出“跟着高铁游彭
水”系列活动，含10条精品线路，凭高铁
票可免门票游览蚩尤九黎城；武隆推出
155元高铁Pass卡，涵盖仙女山、龙水峡
地缝等五大核心景区（含自然奇观、休闲
度假等场景），还针对中高考毕业生及“网
红”博主免票，有效带动周边产业增收。

特色线路方面，“城景通”服务串联
濯水风雨廊桥与武隆天生三桥，打造“远
古生物+非遗”特色环线，丰富游客体验。

“高铁通车后，中心城区到武隆最快
只要40分钟。”武隆旅游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高铁Pass卡
已售出1567张，“一卡在手，畅游武隆”
的便利，让游客能轻松解锁从山地探险
到草原休憩的多样玩法，为多元化旅游
体验注入强劲动能。

为保障出行顺畅，铁路部门与地方
联动畅通“最后一公里”——武隆南站开
通直达城区及核心景区的公交专线，实
现“下高铁即达景区”，无论是探秘天生
三桥喀斯特地貌，还是体验仙女山草原
风情，都能无缝衔接。

高铁效应持续释放，渝东南“快旅慢
游”新格局加速形成。彭水蚩尤九黎城
通过非遗展演、灯光秀等活动提升体验，
九黎大酒店住宿率增长20%；武隆归原
小镇“深秋里”民宿每日往返高铁站接送
客人，客流显著增加。

渝厦高铁重庆东至黔江段开通“满月”

日均客流4.3万人次 沿线迎来旅游热潮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唐琴）7 月 25日，天刚刚蒙亮，
巫山县两坪乡脆李种植大户赖明星
的果园里热闹非凡，几十名脆李采
摘工正在紧张忙碌地采摘脆李。一
筐筐采摘好的脆李被搬运至架设
在田间地头的“轨道小车”。轨道小
车开足马力，快速穿梭在树林间，仅
需几分钟就将满满一车脆李运到赖
明星家的院坝上。

“以前，每到脆李收获季，每天要
请好几十个工人专门负责把采摘好的
果子从地里担回来，一天150元的工
钱还不一定能雇到人。”赖明星回忆，
2023年，巫山县政府选择赖明星的果
园进行试点，投资10多万元建成长约
900米的轨道，轨道小车一次可以运
输300斤，每年起码节约人力成本10
万元。

随着脆李源源不断地运回院坝，
10多名分拣工人忙得不可开交。卸
装下来的脆李要按照特大果、大果、中
果和小果进行分拣。此后，批发商再
选择不同的果型进行称重装车，根据
对应的价格进行结算。

“目前，我家的脆李主要销往贵
州，占比高达80%，剩下的销往川渝
市场。”赖明星介绍，今年果园预计下
果50吨，收入至少50万元。

眼见脆李一筐筐被运走，赖明
星高兴得合不拢嘴：“明年，我准备
把轨道小车换成 1200 斤容量的大
车，提高运输效率，让脆李加速走向
市场。”

截至目前，巫山县已在57个果园
里建成7.4万米运输轨道，预计每年
帮助果农节约人力成本310万元，助
力果农降本增效。

巫山脆李在田间地头坐上巫山脆李在田间地头坐上““轨道小车轨道小车””
每年助力果农节约人力成本3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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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重庆“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之都”建设再提速。7月27日，阿维塔数智工厂正式挂
牌，将为阿维塔品牌持续向上发展提供“硬核保障”。

此次挂牌的阿维塔数智工厂，由长安汽车与华为、中国联通三
方共建，也是全球首个全域5G数智AI柔性超级工厂，将运用5G、
AI、数字孪生等40余项先进技术。

“这座数智工厂具备‘高度智能、极致高效、顶级品质’三项特
质。”阿维塔科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高度智能方面，数智工厂基于
统一数字底座，生产全流程实现5G联网；在极致高效方面，数智
工厂实现车间主线设备自动化率100%，平均每60秒下线一台新
车，订单准时交付率100%，并可满足销售端1280种个性化订单
需求；在顶级品质方面，数智工厂具备369套监测设备、26道“质
量门管控”，配合覆盖25个场景、73个工位的AI视觉监测技术，小
到如头发丝一般的缺陷都会“无所遁形”。

阿维塔科技表示，今年上半年，阿维塔累计销量实现同比倍
增，并实现连续4个月销量破万台。按照计划，到2030年，阿维塔
计划累计推出17款全新产品，形成轿车、SUV、跑车、MPV等产品
矩阵，实现全球销量80万辆，跻身国内高端汽车品牌前三位。

平均每60秒下线一台新车

阿维塔全新5G数智工厂挂牌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7月25日，
2025年高质量专利技术成果转化运营对接会在中国科学院重庆
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院）举行，40
余项专利技术成果集中发布，组团“招亲”，加速从“实验室”走向

“大市场”。
本次活动以“专利赋能·成果转化·创新驱动”为主题，由北碚

区联合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院举办。活动吸引了来自政府部门、
科研院所、医院、高新技术企业及技术转移机构的100余名代表参
会，旨在促进专利技术供需双方精准对接，提高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专利技术保护和转化运用成效。

此次发布的40余项专利技术成果，来自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
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涉
及新材料、智能传感、绿色低碳、通信、医疗等领域。

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院团队针对污水水质在线检测需求，突
破低电活性物质电流信号获取难题，研制出“水质碳氮磷电化学检
测仪器”，相比传统的自动化仪器，其复杂程度和检测成本显著降
低，全程检测时间仅需4—8分钟，样品在线检测成本不到1元/
次。

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院机器人技术与系统研究中心魏大鹏团
队带来“碳基柔性力学传感器”成果，采用仿皮肤微纳力敏触点的
设计方法，制备出大量程、超灵敏的阵列式柔性压力传感器，相关
技术指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去年，我院迭代出台《成果转化管理办法》，以‘全链条激励’
破冰成果转化。”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
院对1200余项专利逐一“体检”，定向遴选出一批“可落地、可引
爆”的“硬核”成果，为后续精准转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发布了10项科技成果。比如“抗儿
童肥胖益生菌复合制剂”，针对儿童肥胖这一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
课题组采用益生菌作为治疗手段，筛选并自主命名了一株产丁酸梭
菌027，发现其处理两周可实现减重10%，且无明显毒副作用。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发布了20余项成果。比如针对
国内成年人缺牙率接近50%，其中老年人甚至超过70%这一现
状，该院团队在全国首创3D打印钛网支架，不仅可以严密贴合于
牙骨表面，更好地保证就位稳定性，还降低了软组织裂开、钛网暴
露等并发症发生率。目前，该成果已进入GCP临床前试验。

当天，在专利技术高质量转化创新实践经验分享环节，相关专
家还围绕中国专利奖申报、科研院所成果转化与企业高价值专利
培养等展开了深度分享。

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

重庆40项专利技术成果组团“招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