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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春勇 吴刚

开工活动接连不断，项目建设热火
朝天，这是我们走进主城新区采访期间
扑面而来的强烈感受。重庆坚持干字
当头、实字为先，全力冲刺的身影，是重
庆克服疫情和汛情的不利影响，经济
发展展现出良好的韧性和潜力的生动

注脚。
今年年初，市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

做好 2020 年市级重大项目实施有关工
作的通知》明确，今年我市要落实市级重
大建设项目 924 个，估算总投资约 2.72
万亿元。第四季度是今年最后的冲刺阶
段，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

把签约项目加快做实落地，关键要

做到精心组织、科学调度，坚持专班推
进、挂图作战，优化服务，突出重点领
域，推动项目尽早开工投资、投产达产。

严格落实责任制，要盯着任务抓落
实，紧扣职责抓落实，奔着问题抓落实，
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及
时梳理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建立问题台
账，加强跟踪督办，切实解决重大项目建

设中存在的卡点、难点，确保项目建设顺
利进行。

主城新区作为新型工业化主战场，
要在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在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实现更大作
为，必须以一天也不能耽搁、一刻也不
能松懈的姿态，靠作风“吃饭”、拿实绩
说话，不吹壳子整巴实，抓落实、见实
效，确保各项工作目标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

不吹壳子整巴实

““新型工业化主战场看落实新型工业化主战场看落实””系列报道系列报道①①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走进涪陵本报记者走进涪陵、、璧山璧山、、大足大足，，了解重大建设项目落地开工情况了解重大建设项目落地开工情况————

全力冲刺抓项目落实见效全力冲刺抓项目落实见效
□本报记者 姜春勇 吴刚

巨大的通红的钢坯沿着传送轴呼
啸而来，与辊轧机喷射出的高压水猛烈

“碰撞”，滚滚热浪顷刻间弥漫整个车
间。短短4分钟，走完300米流水生产
线，粗厚的钢坯最终被碾压成不足3毫
米厚的钢板——

这是重庆攀华板材有限公司（简称
攀华板材）涪陵工厂的火热景象。

这个工厂10月份刚投产，智能化热
轧产线年产能450万吨，年产值达200
亿元，是今年我市新竣工投产企业中单
个产值最大的制造业项目。

干字当头、实字为先。近日，重庆日
报记者走进作为新型工业化主战场的主
城新区，实地感受、了解各地如何按下

“快进键”、跑出“加速度”，确保重点签约
项目做实落地见效，早日开工建设、投
产，早日产生利润，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
活力和后劲。

快马加鞭
狠抓落地

在攀华板材车间的墙上贴着“打造
世界薄板之王”的大幅标语。“像我们这
样体量的热轧项目，过去建设周期通常
在两年以上。但我们在涪陵新投资热轧
项目，从动工建设到竣工投产，仅仅花了
9个月。”攀华板材负责人刘安剑说。

项目落地迅速，投产迅速，在我市，
攀华热轧项目并非孤例。璧山高新区比
亚迪动力电池的厂区里，大小不一的不
锈钢管道纵横交错，密闭的无人车间看
似悄无声息，但管廊里的各种设备，正在
24小时不间断运转。

在这里，石墨和相关辅料先被混合
搅拌成浆料，再涂布到铜箔上。铜箔以
每分钟70米的速度展开，经过涂布后送
往烤箱烘干，再进行辊压。最终的产品，
正是目前市场上大名鼎鼎的“刀片电
池”。这种状如刀片的新一代磷酸铁锂
电池，形状既长且薄，在空间利用率上提
升了50%。搭载这种电池的汽车，续航
里程可达605公里。

令人想象不到的是，从项目落地到
推出被誉为2020年度7项“全球新能源
汽车创新技术”之一的“刀片电池”，比亚
迪只花了一年时间。

2018年8月智博会期间，比亚迪与
璧山区政府签订动力电池产业项目投资
合作协议，总投资100亿元。“项目必须
要如期投产，否则将影响到我们整个集
团公司的战略布局。”比亚迪重庆项目负
责人杨帮栋坦言，当初对于项目进度，他
心中并没有多大把握。

令杨帮栋没有料到的是，就在比亚
迪宣布投资决定的同时，璧山区已经派
出200多名干部，蹲点进入拆迁现场。
1500亩土地一个月完成拆迁，4个月完
成平场。

去年2月，比亚迪弗迪电池重庆一
期项目动工。今年3月，“刀片电池”全
球发布、正式投产，目前，这款革命性的
创新产品，已实现销售收入15亿元，产
品供不应求。年底，比亚迪重庆项目在
既有的6条生产线基础上再添两条，产
能达到20GWh（亿瓦时）。按照计划，
比亚迪还将新增15GWh生产线，产能
扩大到35GWh。

在大足高新区，施密特电梯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杨光指着厂区旁边的一大片
地告诉记者，他们用于扩建厂房的40亩
工业用地已经完成前期手续，即将开
工。明年内，他们的产能将在现有基础
上再扩大50%，年产值规模将突破10亿
元。

时不我待，快马加鞭，抢工期、抢进
度，促进项目早日落地。记者所到的涪
陵、璧山、大足三区，项目如期推进，投资
率均达到计划进度。

数据显示，今年1-10月，璧山区14
个市级重大项目完成投资76.8亿元，占
全年计划的84%。大足区20个市级重

大项目完成投资47.9亿元，占全年计划
投资的87.3%。涪陵区29个市级重大
项目完成投资116.3亿元，占全年计划
投资92.8%；同时，该区纳入市级百项重
点关注的5个项目完成投资48.8亿元。

龙头带动
重点突破

10月30日，涪陵龙头港铁路专用
线开工。这条长约3公里、总投资约25
亿元的专用线，接入渝怀铁路，汇入陆海
新通道的铁路运输骨架网络。

这条专用线建成后，长江下游来的
大吨位货轮，可直接在涪陵“水路转铁
路”，源源不断地将货物运至湖南、广西
等省市乃至更远的东南亚市场。

在增强和完善“大重庆”交通枢纽功
能的同时，涪陵龙头港铁路专用线项目
还为当地区域经济结构优化，以及基于
区位优势的特色产业培育，创造了条
件。涪陵交旅集团副总经理李曦介绍，
以铁路专用线项目为契机，该区在招商
引资中大打“铁水联运”牌，并将既有的
板桥工业园区扩展升级为龙港工业园
区，计划引进一批类似于粮食加工、矿物
加工这样涉及物流“大进大出”的项目。

涪陵龙头港铁路专用线项目对相关
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折射了我
市今年在重大项目招商引资中的创新思
路——抓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抓关键环
节，抓龙头企业，从而以点带面、以一当
十。

抓龙头企业，才能迅速补链成群。
2018年，大足区引进江西盛泰光

学，这家在摄像模组行业全球排名前15
强的企业，在大足落子重庆盛泰光电有
限公司（简称盛泰光电）。

在渝投资落地第二年，盛泰光电就
实现产值13亿元，为1300余人提供劳
动岗位。

记者在盛泰光电全封闭的车间看
到，流水线前，被头套、护目镜“全副武
装”的工人穿梭其间。

盛泰光电董事长赵伟告诉记者，摄
像头是手机最贵的核心零部件之一，它
占据了整个手机成本的十分之一。该公
司产品供不应求，尽管他们实行了24小
时3班倒不间断生产，但订单还是排到
了2022年。盛泰光电重庆项目的产值，
今年有望突破30亿元。

一个更大的产能扩张计划正在实施
中。记者现场看到，总占地占地260亩
的盛泰科技园，目前一期项目已经建成
3栋工业厂房，预计明年2月即可竣工投
产。到2022年二期项目投产后，盛泰光
电在重庆的年产值将突破百亿元。

围绕盛泰光电项目，大足区目前正
着手向上游延伸产业链。围绕智能终端
摄像模组的全球化配套，重点研发突破
CCM（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摄像模
组）摄像头性能和产能的提升，现已引入
玻璃、镀膜等多家配套厂商，重庆电子信
息产业有望再添一个“增长点”。该区以
施密特电梯有限公司为代表，已聚集起
4家电梯生产厂家和若干配套企业，成
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电梯生产基地。

创新驱动
产业升级

今年以来我市新一轮投资，创新依
然是主旋律。记者走访三个区发现，今
年新增或扩建的项目，都紧紧以创新驱
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以企业为主体进
行创新，不断激发其创新活力。

去年9月落地璧山的重庆康佳光电
技术研究院项目由璧山区与康佳集团合
资，不到一年就正式投产，实施Micro
LED新兴半导体显示技术的全产业链
布局，专注于破解“卡脖子”关键核心技
术，汇集了世界顶尖专家团队近200人，
完成了200多项专利申请，诞生了多项
全球首创技术，满产后将形成超千亿元

的产业规模。
据了解，目前，璧山区以重庆高新技

术产业研究院为代表的科技成果产业化
平台，已成功孵化出包括重庆华创智能
科技研究院、重庆平创半导体研究院等
在内的10家新科技企业，取得意向订单
逾亿元。

这家研究院完全市场化运作，得益
于璧山的“1+3+N”科技创新体系。“1”
就是打造大学城创新生态区，“3”就是
包括重庆康佳光电技术研究院在内的3
种不同类型的科技创新平台，“N”即推
动若干企业自主创新。

蓝黛公司则通过技术创新研制出
6AT变速器，成功从一家传统制造企业
向智能化转型升级，今年该公司通过购
买深圳台冠科技有限公司10%股权，构
建起新产品的研发、生产体系。

2020线上智博会上，比亚迪宣布总
投资高达205亿元的动力电池全球总部
项目将落户璧山。同时，比亚迪将在璧
山成立电池研究总院公司，创建国家级
电池研发创新示范基地。

在大足，施密特电梯有限公司凭借
创新，今年前10个月实现产值6.21亿
元、同比增长10%，预计全年实现产值7
亿元。以最新的一款创新产品为例，该
公司研发的语音控制电梯，不需要用手
触摸按钮，张嘴一说，电梯就自动把你送
上楼，让用户在疫情期间更安心。

事实上，创新，并不是这家来自浙江
的企业应对疫情的权宜之计。在渝投资
4年来，该公司在创新上狠下功夫，先后
获得数十项专利，并被认定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和重庆市“专精特新企业”、重
庆市数字化车间，多款产品获得“重庆市
高新技术产品”认定。

在涪陵白涛工业园，华峰化工年产
115万吨己二酸扩建项目（5期），已经进
入调试生产阶段。这家企业占据着全球
己二酸1/4的产销量。“隐形冠军”的成
长密码，同样在于持续创新。

挂图作战
专班跟进

重大项目落地快，推进迅速，创新能
力强，质量效益好，主要得力于重庆在优

化营商环境中的一系列扎扎实实的“贴
身服务”。

以施密特电梯为例。项目落地和
扩建，都涉及到土建及安装工程和一揽
子审批，一般都需要从所在乡镇、街道向
工业园区和区政府相关部门一级一级
递交材料，最终拿到批复至少要20天
以上。

但对于施密特电梯而言，根本不需
求这么繁琐的流程。企业径直找到项目
所在地的大足高新区，后者经过复核、审
查后，直接“拍板”，准许项目开工。时间
节省一半以上不说，高新区还派了一名
党委委员专职负责“跑腿”。企业也可通
过网上递交申请，通过快递拿证，足不出
户就“搞定”所有手续。

“园区即可拍板”是大足区为推动重
大项目快速落地投产的一项改革，通俗
地说，就是授权园区工业投资项目审批
权限。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等7个部门将园区内
工业项目备案、用地规划许可等手续办
理服务授权给园区管委会就地办理。由
此一来，效率提升大半。

企业对园区的评价，就是招商环
境。大足区高新区党委委员徐晓华告诉
记者，他们高新区最近来的好几家企业，
都是企业口口相传引来的。

事实上，为推动项目落地和投产，各
区严格落实责任制，坚持专班推进、挂图
作战，强化调度，优化服务。

涪陵区推出服务企业“三百”行动，
即百名领导联系企业、百个科室对接企
业、百项涉企问题化解。350余名企业
服务专员常驻企业一线“贴身服务”。
截至9月，涪陵区已处置化解涉企困难
问题500多项。

以攀华板材为例，该项目扩产前，涪
陵区主要负责人多次赴张家港与攀华集
团负责人沟通对接。建设中，涪陵高新
区主动协调水电气供应单位，从要素保
障上为项目建设“开绿灯”；同时，涪陵海
关与上海、张家港等地海关建立“区港联
动”创新监管模式，实现每月40万吨进
口原材料海江联运、快速无障碍通关，帮
助企业节本增效。

璧山区专门出台“支持企业四十五
条”，截至9月底，“支持企业四十五条”
兑现落实率达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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