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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刚

“不能再卖了，我们的产品马上就
不够展示了！”

5月7日，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简称消博会）在海南省海口市开
幕。在重庆馆，面对汹涌而来的消费
者，重庆天府可乐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林
一遍一遍地给大家解释。

此次展会，我市组织了15个区县、
18家参展企业、26家采购企业参加。
重庆馆分为“重庆智造”“重庆味道”“重
庆工艺”三个板块，展示重庆“高、新、
优、特”近60种精品尖货。

消博会上受追捧，重庆此次送展的
产品，有何不同？

越具重庆地方特色越受欢迎

和天府可乐一样，越具有重庆地方
特色的产品，越能激发消费者的兴趣。
例如，桥头火锅底料、涪陵榨菜、江小白
高粱酒、陈麻花展台前，一度水泄不
通。连与火锅相关的冷酸灵火锅牙膏，
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眼光。

“一直都知道重庆盛产美食，这次逛
展会，首先就想到要到重庆馆去看看，好
好体验一次，的确很不错。”海口市民周
先生现场试吃了一袋陈麻花，当场就在
手机上下单购买了多种重庆美食。

除了美食，重庆机电产品同样受到
现场消费者青睐。在隆鑫展台，新上市
的两款大排量摩托四周围满了人。小
康汽车送展的一辆赛力斯新能源汽车，
试乘的人络绎不绝。

“重庆造”受到欢迎，一方面源于
既有的品牌影响力，另一方面来自创
新——运用现代技艺手法对传统工艺
进行改造提升，既保留了重庆元素、体
现重庆地方特色，又让人耳目一新。

例如，重庆宏美达欣兴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丝绸卷轴画，以重庆丰富的

历史人文景点为创作题材，选用画家创
作的国画为底本，运用现代高分辨率丝
绸彩印技术辅以传统手工装裱技艺，制
成可供装饰、馈赠、收藏于一体的丝绸
挂轴珍藏版。

又如，重庆辣来主义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推出的“3分钟鲜煮，私厨重庆味”
重庆小面，还原地道重庆味。该品牌引
进国际前沿设备与锁鲜技术制成半干
碱面，用传统古法制作结合现代化生产
工艺对近20种原生态植物香料进行熬
制，让重庆小面这一传统美食更加麻辣
鲜香。

重庆“品牌”此次集中展出的商品，
不少是行业首创或首次面世。例如，汇
达柠檬历经5年研发推出的柠檬料理
汁，采用纳米技术，可在常温下保鲜12
个月。这一行业首创技术，避免了果汁
浓缩保鲜导致的营养流失，和常规的冷
冻保鲜比起来，它不用解冻，食用也更
加方便。

除了产品创新，重庆品牌此次还带
来了创新的商业模式。例如，重庆江记

酒庄推出的一款“商务之友”白酒，酒体、
酒标和包装均可实行定制。得益于工业
柔性制造，消费者即便只买一瓶酒，也可
以定制，且在一周时间内就能到货。

既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

借助消博会这样的国际舞台，既
要把“重庆造”卖出去，又要把全国乃
至全球消费品领域先进的产品和技术
引进来——5月7日下午，一场由重庆
市和海南省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重庆市经贸对接会”
如期举行。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砂之船商业
管理集团等近20家采购商，来自加拿
大的近30家供应商，以及德国商会、日
本贸易振兴机构、重庆市进出口商会等
52家企业及外国政府机构、商协会负责
人参会。

本次对接会，双方企业一共进行了
3轮配对，成功匹配了近60场企业对
接，产品涵盖食品、保健品、母婴产品、
护肤品等领域，每家重庆企业获得3场

匹配机会，为扩大未来双方经贸合作奠
定了基础。

“接下来，我们打算在海南设立分
公司，以此为采购基地，在全球更大范
围内组织货源，让重庆人足不出户在线
下就能买到更好的产品。”重庆谊品弘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龙涛表示。

“我们将加快数字化转型，以更高
效率推动全球大品牌进入中国市场。”
重庆渝欧跨境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苏峰表示。

事实上，正是得益于走出去和引进来
“两手抓”，近年来，重庆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卓有成效。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度，我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78.8亿
元，同比增长41.7%，比2019年一季度增
长15.3%；主要消费品种增长较快，汽车、
家电、餐饮零售分别增长60.8%、59.1%、
71.2%；新设立批零住餐市场主体6.2万
户，同比增长56.9%，占比达56.7%。

他山之石如何攻玉

高规格组团参加消博会，除了产品

展示和意向性经贸合作，重庆还有什么
收获，下一步该怎么做？

“这次海南之行，我们看到各式各
样的消费品琳琅满目，高新精尖的新
技术耳目一新，切实感受到优质商品、
新兴场景、新型技术给群众丰富了消
费新供给、带来了消费新体验。”市商
务委副主任宋刚表示，此次消博会带
来的触动，首先是强烈感受到“拉动消
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需要持续聚
集优质消费资源，增加优质商品供给，
培育本土精致特色商品。

其次是需要持续提升优化消费场
景，加快商业街提档升级，推进智慧商圈
建设，打造国际化、品质化新型消费商
圈；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推动商旅文
体、游购娱融合发展，培育现代供应链综
合服务企业；培育发展国际产品和服务
消费新平台，打造消费时尚风向标。

据介绍，下一步，我市将从多个方
面着力，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步伐。

在打造国际消费聚集区方面，我市

将对标国际一流消费城市，以“两江四
岸”核心区为重点，统筹建设中央商务
区、寸滩国际新城，打造国际消费核心
区，构建集中展现重庆山水人文特色的
国际地标性消费景观。

在引进国际知名消费品牌方面，我
市将立足“国际购物名城”目标定位，大
力发展“四首”经济，增加国际国内知名
品牌产品供给，集聚全球全国优质资
源，打造国际品牌首选地、世界品牌超
市和国内品牌“世界橱窗”。

在培育“渝货精品”方面，我市将丰
富“渝货精品”供给，培育“重庆造”“重
庆味”消费品牌，振兴老字号，做大“重
庆造”品牌，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
推动“重庆产品”向“重庆名品”“世界名
品”转变。

在创新转型升级方面，我市将实施
培育发展“巴渝新消费”八项行动，推动
实体商业、服务业加快创新转型，发展

“线上+线下”等新模式，构建“互联
网+”消费生态体系。

（本报5月7日海口电）

原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北区支公司水口营销服务部
现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北区支公司寸滩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王燕 机构编码：000005500105003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176号附66、67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金渝大道153号3幢8-5
成立日期：2002年8月23日 邮政编码：401122 联系电话：67755536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

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分公司授权，
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21年4月3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名称及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两江新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桑子牛 机构编码：0000055001128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一路5号扬子江商务小区4幢5-1、9-1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一路5号扬子江商务小区4幢5-1、6-1
成立日期：2012年6月29日
邮政编码：401120 联系电话：67046160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国家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各项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
业务；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1年4月3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支公司靛水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杨贵联 机构编码：000005500243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靛水街道靛水5组22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靛水大道25号附32号（学府佳园2号楼5号门面）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9600 联系电话：023-78442769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

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21年04月2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记者 陈维灯

4月27日，大足双桥经开区循环经
济产业园，一辆载重货车满载着一车废
旧蓄电池，缓缓驶入重庆春兴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简称春兴再生资源）。这些
废旧蓄电池将在这里被拆解，被“吃干
榨净，利废无废”，成为新的资源。

“我们每年处理废铅蓄电池9万吨、
含铅废物1万吨，年产再生铅6.83 万
吨。”春兴再生资源总经理刘庆芳介绍，
通过处理回收废旧蓄电池等含铅废物，
该公司年产值已达15亿元。

其实，重庆春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对含铅废物的“吃干榨净”只是双桥经
开区年产值125亿元静脉产业的一个
缩影。

静脉产业，指的是垃圾回收和再资
源化利用的产业。那么，双桥经开区是
如何变废为宝，既实现了垃圾的再循环
和资源化利用，又助推了区域经济发展
呢？

初步形成“一个园中园三大
产业链”

“目前，经济持续增长对资源的需
求不断增大，对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提
出了新的要求。”双桥经开区经发局产
业发展科科长杨启伟介绍，近年来，围
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大力发展静脉产业，深入实践
循环经济，已经成为破解资源能源约
束、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手段。

为此，双桥经开区结合自身产业特
点及《大足静脉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
划（2020—2025年）》，着力推动区域内
静脉产业朝着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

的方向发展。
“首先，我们将静脉产业发展与产

业结构调整、企业技术改造、节能降耗、
资源综合利用相结合，以减少污染排放
率、提高资源产出率，提升可持续发展

水平为目标，着力优化空间布局、提升
城市功能、聚集优质产业，实现资源的
最大化利用、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利用。”
杨启伟表示，双桥经开区把高标准建设
静脉产业园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

措施，着力提升土地产出率、资源循环
利用率和智能制造普及率，通过差别化
的资源配置和政策措施，建立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同时，双桥经开区针对重点区域、
重点产业，招引一批旗舰型、创新型、关
联型重特大项目，提升项目质量，以循
环经济产业链建设为核心，构建区域循
环经济框架体系，突破地域界限、行业
界限、技术界限，推动企业与大数据、云
平台、物联网深度融合，形成新业态，全
面提升资源的回收和利用效率。

目前，双桥经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
已初步形成“一个园中园三大产业链”
（再生资源产业园、再生铅产业链、再生
钢产业链、废电子及及其他废旧物资产
业链）的产业布局，年产值达125亿元。

“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
环经济模式基本形成

重庆春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正是
双桥经开区引进的重点企业之一，其自
主研发的最新废铅蓄电池处理工艺技
术及生产装备，具有超低生产成本、高
效产出的优势，实现了从废蓄电池破
碎-分选-转化-熔炼-合金化-仓储发
货全流程自动化无缝连接。

与重庆春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一
墙之隔，重庆汇集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每年能“吃”掉20万吨废钢铁及2万辆
报废汽车，并生产出报废车拆解件，废
钢剪切料、压块、破碎料等产品，实现年
产值约3.5亿元，缴纳各种税费约2640
万元。

在双桥经开区，还有一家专门拆
解、回收利用废弃电子产品的企业
——重庆市中天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
公司。每年，多达80万台的废旧CRT
电视机，30万台的废旧电冰箱，30万
台的废旧洗衣机，20 万台的废旧空
调，20万台的废旧电脑，20万台的废
旧液晶电视，10万台的OA机器及其
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在这里被拆解，
变废为宝。

“目前，双桥经开区以再生金属、汽
车拆解、电子拆解、废铅酸电池综合利用
等为主的循环经济开发利用水平明显提
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环经济
模式基本形成。”杨启伟介绍，双桥经开
区还围绕回收、转运、拆解、生产、销售、
结算、教学、科研和信息化建设开展工
作，逐步形成公众参与静脉经济建设的
社会氛围，突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
同发展。

推动废弃物集中处理、回收、
再生一体化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以重庆为基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依托，建设辐
射国家中西部地区的西南地区结构最
合理、产业链条最完善的静脉产业基
地。”双桥工业园区发展中心发展科
科长唐勇介绍，目前双桥经开区的静
脉产业还存在产业链建设相对不完
善，整个园区范围内未形成协同效
应，资源整合度较低等问题，导致产
业链上游的回收环节仍处于粗放和
无序的状态，收运体系的形成受到
制约。同时，当前静脉产业链较短，
亟需向附加值较高的上下游环节延
伸。

为此，双桥经开区将进一步完善
产业链条，立足落户企业，从产业链前
后延伸，发展和引进环保科研、环保设
备制造、废旧物资回收、物流配送、配
套服务等企业。

同时瞄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
回收利用，布局建立回收体系，提高再
生处理能力，抢抓锂电池退役高峰机
遇，引进一批锂电池回收利用企业，健
全废旧电池再生利用产业，推动蓄电
池生产企业和再生铅生产企业深度合
作。目前正在招商销售额超千亿元的
浙江天能集团。

“此外，我们将对现有产业实行技
术改造，促进高质量发展。”唐勇介绍，
双桥经开区将支持企业加大研发力
度，扩展产品项目，提高产品附加值和
盈利能力；支持建立静脉产业产品、技
术、装备等展示交易平台和大宗废弃
物交易平台，规范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秩序，畅通“静脉”回流路径；推动废旧
电池、废旧金属、报废汽车、废旧电器、
生活垃圾等废弃物集中处理、回收、再
生一体化发展。

年产值125亿元！

看双桥经开区静脉产业如何变废为宝

◀5月7日，参观者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各省市自治区展区重庆馆观看展览。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4月27日，大足双桥经开区重庆春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操控机
器抓取废旧蓄电池。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消博会上受追捧 重庆产品凭什么

▲5月7日，人们走进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展馆。
新华社记者 丁洪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