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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江北篇

有质有量 有颜有值 有滋有味
——看江北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两高”示范区

□王翔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对
重庆而言，这一发展伴生的矛盾特别突出：一方面，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作为长江上游的最后一道生态
屏障，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另一方面，重庆
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与
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发展的压力显而易见。

如何破解这一矛盾，打通发展的瓶颈？答案
就是“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的重要性，谁都明白，但问题的症结
在于绿色发展的责任有没有真正或者全面地被履
行。所以，一个地方坚持绿色发展，不仅是顺应自
然生态规律，更是一种责任担当。

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着力强
化“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任”，体现“上游水平”，
大力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GDP注入更多
绿色的“血液”，为群众创造更高品质的生活。

位于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的江北区，不管是自
筹资金提前完成禁捕退捕，还是积极推进绿色新兴
产业发展，抑或为群众提供生态宜居环境，都是重
庆践行“绿色发展”新理念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学好
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的责任担当。

随着“绿色发展”在重庆“生根发芽、枝繁叶
茂”，相信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愿
景，将会很快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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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一种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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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摆在压倒性位置，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建设“两

高”示范区。日前，记者走

进江北区采访，听到该区

上下对绿色发展成效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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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跟随“看效果·大江奔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五周年”行进式采访报道团，重庆日报记者登上
目前江北嘴最高楼IFS国金中心的62楼，从300米的高度
俯瞰：江北嘴两江环绕，数十栋摩天大楼错落有致、重庆大
剧院等地标性建筑巍然矗立，城市公园、休闲广场星罗棋
布，一股国际化大都市的气息扑面而来。

“重庆打造金融中心，江北嘴一直是‘主战场’。”重庆
江北嘴中央商务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伟介绍，围
绕加快建成西部金融中心核心区目标，江北嘴金融核心区
不断增强在中国西部地区、东盟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国际金融资源配置能力、辐射带动力和国际影响力，
成为江北区乃至重庆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末，江北嘴金融核心区已集聚金融
机构 285家，实现金融业增加值185.2 亿元，同比增长
7.3%，占全区的82.7%；人民币存贷款余额达10644亿元，
同比增长9.7%，占全区72.3%。

“重庆第一高楼”加快建设，提升国际金
融资源配置能力

“你看，那就是我们正在建设的‘重庆第一高楼’——
江北嘴国际金融中心（A-ONE）项目。”顺着王伟手指的方
向，记者看到，IFS国金中心旁的一个地块被挖出了四个
大大的深坑，其中一个深坑与修砌的建筑基本持平，高高
的塔吊正在不断运送材料，建筑平台上有不少工人在施
工。

“目前在建的是四座塔楼中第二高的那座。”王伟介
绍，江北嘴国际金融中心（A-ONE）项目由4栋超高层建
筑构成，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其中主塔高470米，共
103层，是由10多位全球顶尖大师，携手世界第一高楼迪
拜塔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两大设计研发团队共同打

造的“重庆第一高楼”。
“大家聚焦的都是‘第一高楼’的地标属性，其实，其功

能远不止于此。”王伟说，该项目是一个集办公、住宅、酒
店、商业、观光、城市会客厅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将引
进金融、涉外、智能科技等中国500强及世界500强标杆
企业，为打造西部地区总部经济基地提供高端空间载体。
其建成后，将进一步促进江北嘴片区业态提升和功能集
聚，为汇聚更多优质资源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
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新的强大动能。

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落户，金融产业
链条更加完善

今年10月10日，重庆国家金融科技标准化认证中心
正式落户江北区江北嘴中央商务区。这是由中国人民银
行总行牵头设立的、全国唯一一家负责金融科技标准化认
证的机构。

“目前，我们已与许多重点院校达成了合作协议，正加
快测试认证工程师等金融人才的引进，预计明年底，中心
的各类技术、服务人员将超过100人。”重庆国家金融科技
标准化认证中心财务总监李茂表示，该中心已经接洽了不
少业务，待相关金融牌照下发后，明年就可以为金融机构
和相关企业提供检测、认证、研究、标准化服务。

所谓的金融科技主要是指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带动，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
业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兴业务模式、新技术应用、新
产品服务等。现今，中国金融业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转
型升级时期，既要提供金融技术服务，也要降低金融风险，
这就需要金融科技的支持。

“金融科技实际上是‘互联网金融2.0版’。”李茂说，重
庆国家金融科技标准化认证中心将以金融科技有关业务、

产品、流程认证服务为切入点，打造金融科技产品、服务、
管理认证体系，提供金融科技认证及金融标准化服务，切
实提升金融科技创新的标准符合性和安全性。同时，探索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金融科技认证认可合作，逐
步扩大我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影响力，推动金融科技及服
务高质量发展，助力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小米消费金融业务快速拓展，建立数字
化消费金融新模式

走进位于江北嘴国金中心T6栋34层的重庆小米消
费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米消金），小米智能小家电随
处可见，工作人员正端坐在电脑前处理各类业务和工作。

小米消金注册资本15亿元，于1月10日获得中国银
保监会筹建批复，5月29日取得开业批复，是第26家全国
性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其落户重庆后，重庆便拥有了小米
消金、马上金融两张消费金融牌照，成为西部地区拥有消
费金融牌照最多的城市。

“依托小米、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等股东的资源优势，我
们公司的业务拓展十分迅速。”小米消金一负责人说，公司
的业务范围包括发放个人消费贷款，接受股东境内子公司
及境内股东的存款，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经批准发行金
融债券，境内同业拆借，以及与消费金融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代理销售与消费贷款相关的保险产品，固定收益类
证券投资业务，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小米消金运行半年来，重点聚焦优质客户，打造差异
化竞争优势，以金融科技为核心，融合线上线下各类消费
场景，建立起数字化消费金融新模式，让更多消费者在万
物互联时代享受到了智能化的金融服务。

截至目前，小米消金累计放贷20多亿元，贷款余额达
10多亿元。按目前发展态势看，小米消金有望成为全国
首个当年运营、当年盈利的消费金融平台。

目前，江北嘴金融核心区已入驻金融机构285家，
其中传统金融机构 93家，新金融机构 192 家，涵盖银
行、证券、保险及基金、期货、保理、汽车金融、消费金
融、要素市场等16个类别的新金融机构，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为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绿色绿色发展发展
完善金融产业链条 加快建成西部金融中心核心区

“这里环境好、又宽敞，我们天天都来这里健身。”近
日，在江北区嘉陵江畔长达4.1公里、宽15米的北滨路漫
行步道上，一个20多名老年人组成的广场舞队伍吸引了
不少市民驻足观看。随着欢快的乐曲响起，老人们纷纷起
舞，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

近年来，江北区积极抢抓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努力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两高”示范区。记者在江北采访时，说到该区绿色
发展的成效，听到最有意思的一句话是“三个有”：经济发

展“有质有量”、城市品质“有颜有值”、人民生活“有滋有
味”。

“北滨路漫行步道就是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项目之一。”江北区大石坝街道
一负责人介绍，原有的北滨路人行道较为普通，仅3米宽。
很多住在北滨路的市民反映，没有就近的休闲娱乐空间。

为此，江北区抓住重庆“两江四岸”治理提升机遇，结
合嘉陵江滨水空间开发，启动了北滨路漫行步道建设。

江北区北滨办工程部部长丁会介绍，北滨路漫行步道

在原北滨路基础上，从3米拓宽至15米，打造了一个总面
积6万平方米的“城市阳台”，设置了3个休息驿站、4个交
通塔，还建设有党群服务中心、移动博物馆、智能图书馆、
咖啡馆、健身俱乐部等服务设施，已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游
憩、慢跑健身、观江赏景、品味历史的好地方。

记者在漫行步道上看到，每隔一段距离，就设置了情
境景观小品，为整个北滨漫行步道平添了几分生机和乐
趣；骑行、广场舞、江岸倒影、城市剪影等艺术造型点缀在
耐候钢上，生动展现了重庆人的生活百态，交通塔墙体上
嘉陵江索道、石门大桥、轻轨穿楼的景观墙绘展现着滨江
城市的发展和变迁，重塑着“江与城”的灵气。

70岁的市民田桂华就住在附近，他经常到漫行步道
的休息驿站看书。他说：“孩子白天都上班，我们老两口就
喜欢出来走走看看，过去出趟门要乘车坐地铁，今年漫行
步道建起后，家门口就有了耍的地方，还有免费的热水、
WiFi，让我家很多亲戚羡慕不已。”

和谐相融和谐相融
北滨路漫行步道 市民休闲娱乐好去处

“鱼来咯，大家慢慢吃哈！”近日，在江北区北滨路的“老
宋家”鱼馆里，由于客人实在太多，老板宋彬不得不亲自上
阵，为客人端上一盘盘美味的鱼菜。说起现在的生活，宋彬
很是感慨：“真的没想到上岸后日子会过得这样好。”

宋彬是土生土长的江北人，2000年开始打渔，2005
年，他又经营了一家江上的餐饮船。

随着长江及嘉陵江岸的餐饮船越来越多，宋彬明显感

到，这条从小陪伴他长大的“母亲河”病了，“过去一天能打
几十斤鱼，后来一天最多打几斤，而且鱼有一股‘柴油’味。”

为了保护好“母亲河”，改善河流生态环境，2019年，
江北区在全市率先启动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在中央
及市级年度预算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江北区不等不靠，先
行筹集资金3019万元，确保了该区在册渔船于2019年8
月底全部上岸。

同时，江北区全面启动对涉渔“三无”船舶的清理，累
计清理“三无”船舶583艘，在全市率先实现全区天然水域
涉渔“三无”船舶正式清零。

宋彬就是首批退捕“上岸”的渔民之一。拿到补偿款
的宋彬，在北滨路上开起了“老宋家”鱼馆，虽然和以前餐
饮船的名字一样，卖的鱼却不一样。

“我在区县包了100多亩鱼塘，养殖清波、黄腊丁、
翘壳、江团、岩鲤等近10个品种。”宋彬说，由于是生态
养殖，鱼的品质非常好，鱼馆的生意也逐渐红火起来。

今年7月，宋彬的第二家“老宋家”鱼馆开业了。他对
新生活还有更多期待：“我正在筹备建一个鱼调料工厂，把
我的独门配方卖给各个鱼馆的
人，让大家都能和我一样，生意
红红火火，日子越过越好。”

生态优先生态优先
渔民宋彬 退捕“上岸”开启新生活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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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江北区北滨路漫行步道，市民在
步道上遛狗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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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江北区形象展示中心，市民正在体验高科技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