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0日
全市启动

一般企业复工
复产

2月中下旬
重庆汽车

产业全部有序
复工复产

此前几个月，北碚区供销社干部
肖成茂、同兴工业园区管委会干部吴
敏每天会到一个“新岗位”上班：他们
以“驻厂服务专员”的身份，准点来到
重庆顺多利机车有限公司报到。

“驻厂服务专员”具体做些什
么？一方面，他们要督查企业疫情防
控方案、措施是否到位，物资储备、人
员健康是否达标；另一方面，还要做
好企业各项服务保障，收集企业的困
难问题并协调解决。

为此，北碚区抽调近400名干部
到251家规上工业企业担任“驻厂服
务专员”。“服务专员为企业和政府搭
建起便捷沟通平台，让我们能专心生
产、共渡难关。”顺多利机车董事长周
继群说。

据统计，自企业复工复产以来，
全市共派驻600多个专项工作组、
6500多人深入企业一线，累计推动
近5万户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同时，全市确立了100家龙头企
业及600家配套企业、277家“双百
企业”独立法人、668家5亿元以上重
点企业“三张清单”，实施“一厂一员、
一企一策、一事一议”组织企业做好
复工复产工作，协调帮助企业解决交
通组织、员工食宿等各种困难问题。

一企一策总关情，一事一例有回
音。

对企业实施分批分类复工复
产，则是重庆在战“疫”同时抓好经
济社会发展的又一亮点。市经信委
副主任刘忠说，首先，重点推进医疗

和生活物资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其
次是陆续推动重大工程项目、规上
工业、限额以上服务业等企业开工，
再次是推动其他服务行业企业及中
小企业在防控到位的前提下分批有
序复工。

而在缓解复工企业“用工难”方
面，各区县精准评估员工返岗预期并
组织有序返岗，同时实时摸清企业用
工需求，比如在电子行业即帮助企业
新招工5.2万人，保障了复工复产需
求。

还有，两江新区出台“抗疫暖企
八条”政策，着力解决防疫、设备、原
辅料、人工、资金、运输等现实困难；

还有，不冻结用于恢复生产、发
放工资的资金，不查封、扣押、冻结疫

情防控专用物资和资金……重庆出
台10条政策意见为复工复产提供司
法保障；

还有，在一定时间段内续贷续
保、减免房屋租金、水电气费，阶段性
下调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阶
段性减免养老保险等，为中小微企业
提供转贷应急周转资金或贷款贴息
……重庆复工复产“增强版40条”为
企业全方位纾难解困。

把时间抢回来，把损失补回来。
疫情的影响终将过去，重庆系列

“暖企”政策成效显现。“目前公司营
收已超过去年同期水平。随着四季
度季节性行情的到来，预计今年有望
逆势增长。”多家企业负责人信心满
满地说。

政策“暖企” 对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化危为机 重庆经济稳步“爬坡”

10月 9日，国庆、中秋
“双节”黄金周之后的首个
工作日，长安汽车发布消
息：9月，长安汽车集团销量
突破 20 万辆，同比增长
28.6%。

这份看似普通的成绩
单，意义却非同一般——它
意味着，在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之下，长安汽车稳中有
进、连续6个月实现正增长。

同日，作为重庆装备制
造龙头企业之一，中国船舶
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中国海装）的大门
前，一辆辆大货车排起长
队，2.5兆瓦、5兆瓦风电机
组等多款明星产品将由此
运往全国各地的风电场。

这道持续红火的新风
景线，分外抢眼——它不仅
意味着中国海装重庆基地
产销两旺，更是重庆装备制
造业稳步复苏并逆势上扬
的一个缩影。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疫
情冲击，由一批龙头企业带
动、配套企业支撑，“重庆
造”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材料、消费品
等支柱产业一起发力，拉动
上半年重庆经济增长由负
转正，同比增长0.8%。

风雨之中，最见功夫。
重庆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成效显现，经济引擎
动力澎湃、后劲十足。

10月 9日，长安汽车股价大涨
6.11%，至14.25元。专业机构对此
纷纷点赞：“产能不断爬坡”“基本面
表现强劲”“继续处于上升通道”……

而早在 2 月 3 日，春节之后的
首个交易日，长安汽车跟大多数股
票一样一字跌停；次日，股价最低
探至8.29元……今昔对比，疫情发
生以来，长安汽车的股价已上涨约
70%。

长安汽车的持续“爬坡”，是重庆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一个缩影，更显示出重庆面临大战
大考，逐步克服疫情影响、经济稳步
复苏并稳中有进的发展轨迹——

首先是保医疗物资生产。作为
我市唯一的KN95口罩生产企业，大
年初一，再升科技迅速召回员工加
紧生产，连续奋战4个多月，生产口
罩600多万只；1月22日，医用外科
口罩重点生产企业——重庆佰纳医

疗器械公司恢复生产，机器24小时
不停产，日产能由3万只增至约7万
只……

支柱产业复工复产随即展开。
2月18日，长安汽车渝北工厂全面
复工；同一阶段，金康汽车、上汽依
维柯红岩、现代汽车等陆续有序复
工复产……

到3月22日，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开工率达到99.9%，共6509
户企业复工复产，员工返岗合计
137.8万人，返岗率达到97.2%。

这意味着，疫情发生以来的两
个月时间内，全市工业企业全面复
工复产，有的企业甚至超过了去年
同期水平——比如中国海装，“上
半年重庆基地的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124%，利润同比增长439%。”该
公司合规运营处处长肖杰说，到6
月份，其营收就已经达到去年全年
的水平。

生产不中断，重在供应链。抓住
了重点龙头企业这个“牛鼻子”，供应
链上的配套企业也没有“掉链子”。

2月19日，51辆新款SUV和29
辆轿车从长安福特三工厂下线，这是
长安福特复工复产以来首批下线的
汽车产品。

而在此前，两江新区6家重点物
流企业已经同时拿到复工复产批文，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服务对象：长安
福特。

物流得到了保障，配套企业也打
起提前量。2月10日，长安福特在渝
的100多家配套企业之一——重庆
渝江压铸公司复工复产，当月就为长
安福特提供了1000多件自动变速箱
控制阀体等核心零部件。

再如风电产业链的龙头企业中
国海装，它在重庆有20多家配套商，
其核心配套商之一——重庆科凯前
卫风电设备公司新增80个就业岗

位、实施产能提升专项行动，不仅保
障了中国海装的风电控制系统供应，
其自身产值也实现翻番。

还有西南铝，上半年承接的国家
关键领域铝产品订单量创下新高；7
月，重庆钢铁集团的铁、钢、材等产量
均创新高，当月炼钢产量73.99万吨，
创建厂以来单月最高……

还有电子信息产业，上半年全市
智能终端产品总产量达到1.8亿台
（件），实现总产值1834.7亿元，拉动
全市工业增长约0.9个百分点。其
中，笔电出口总量和出口值两项指标
居全国第一。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复工
复产初期，全市锁定了100家龙头企
业和600家核心配套企业清单，到2
月下旬，这100家重点企业全部复
产，600家配套企业开工率也达到
99.5%，发挥出龙头企业带动、配套
企业支撑作用。

“不掉链子” 产业链供应链环环相扣

每天早上8点半，重庆恒伟林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简称恒伟林）客
户部员工李梅都会在手机上完成当
天“早课”——点击企业微信“员工报
平安”程序，由系统自动读取位置定
位，再确认其身体状况、行动轨迹及
外出情况。

“通过大数据技术，公司能够及
时掌握每名员工的动态轨迹，为企业
一手抓疫情管控、一手抓复工复产提
供了保障。”恒伟林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全市陆续有序复工复产，每
天打卡报平安、远程平台“云办公”成
为不少企业的“日常作业”——

自复工复产以来，每天上午10

点半，重庆天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IT课长李明洋都会与部门员工进行
视频会议；

重庆高新区及时建立大数据管
理平台，近千家企业、逾4万名员工
均要在线填报、提交其动态，企业和
员工的行动轨迹尽在掌握；

全市“渝康码”上线后，成为市民
健康出行、企业员工返岗的通行凭
证，为企业有序复工和全市战“疫”提
供了大数据信息化保障；

……
哪些企业能够更顺利地实现复

工复产？“这些企业基本上有一个
共同特点：智能化改造得早，大数

据运用得好。”市经信委相关负责
人说。

在长安汽车渝北工厂，700多台
机器人在生产流水线上有序忙碌，

“通过智能化改造，工厂自动化率已
达到92%，比传统生产线少了约一半
人工。”该工厂负责人魏芳柱说。

在小康工业集团的冲压、焊装、
涂装、总装等生产车间，1000多台智
能机器人让多道关键工序实现了自
动化。

在鞍钢蒂森克虏伯（重庆）汽车
钢有限公司，“钢材镀锌加工环节已
由以前1人操作1台设备，升级为1
人操作整条生产线，大大减轻了企业

压力。”该公司副总经理李宝列说。
在重庆电子信息产业“主阵地”

的西永微电园和两路寸滩保税港区，
英业达、惠普、纬创等通过实施智能
化改造，特别是推进柔性自动化生产
线后，其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减少了
对人工的依赖，在复产后迅速恢复正
常运营。

来自市经信委的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我市已实施2265个智能化改
造项目，建成67个智能工厂和359
个数字化车间。智能化改造后的工
业 企 业 ，其 生 产 效 率 平 均 提 升
70.2%，运营成本平均降低26.9%，生
产能耗平均降低20.5%。

“智”在必胜 大数据智能化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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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时间轴

3月10日
全 市 6500

家规上工业企
业 ，开 工 率
99.8%；员工返
岗率93.8%

3月28日
全市 639

家规上电子企
业全部有序复
工复产

4月9日
全 市 714

家规上限上外
资企业全部有
序复工复产

6月份
全 市 汽

车、电子、医药、
材料、消费品等
八大支柱产业
增加值均实现
增长，其中汽
车、电子产业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5%和12.1%

上半年
全市生物

医药产业产值
增加值同比增
长 2.1%；未来
力争在3-5个
领域形成国际
一流产业集群

上半年
全市装备

制造业完成产
值 885 亿元，
同 比 基 本 持
平；其中 6 月
当月实现产值
198亿元，同比
增长12.4%

上半年
智能产业

增速超过7%，
成为拉动重庆
经济增长最强
劲的引擎

从4月份起
全市消费

连续3个月正
增长，上半年
社零总额达到
5307 亿元，比
一 季 度 回 升
11.4个百分点

上半年
全市外贸

进出口总值达
到2759亿元，
同 比 增 长
3.5%

上半年
全市 GDP

超过 11209 亿
元，同比增长
0.8%，实现经
济 增 长 由 负
转正

□本报记者 付爱农 夏元

（数据由市经
信委、市商务委、
市统计局提供）

1月底
疫情防控

急需和居民生
活必需物资供
应的企业复工
复产

复苏复苏
之战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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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长城汽车永川生产基地，生产线上的焊接机器人正在工作。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