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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工业“五项倍增行动”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带来的
影响，过去是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协作，现在
很多国家为了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
断完善本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这一制
造业的系统性变革，表现出不少新内涵新
特征。

从产业群看，主要体现为龙头带动和
成龙配套，一批领军企业集聚一批各具特
色、活力强劲的中小配套企业，形成产业成
链、企业成群的协同发展格局；从产业链
看，主要体现为自主可控和安全高效，注重
提升产品自我供给能力，把核心技术掌握
在自己手里，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运行；从产业端看，主要表现在拓展“高端”
价值和增强“终端”产品，推动制造业向高
附加值环节延伸，发展品牌知名度高、市场
竞争力强的集成总装产品和最终产品，不
断提升制造业“含金量”。

为此，涪陵区不断聚焦产业链供应链

优化升级，加快依托主导优势产业锻长板、
补短板，积极推动优势产业补链延链强链，
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集群。

“我们突破了己二腈生产技术壁垒，打
破国外技术垄断，对保障国内尼龙66供应
链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华峰集团相关负责
人介绍，未来几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
尼龙66消费市场，但多年来己二腈未能实
现国内自主供应，生产技术一直被少数跨
国公司垄断。由于长期受控于国外厂商，
严重限制和影响了我国尼龙产业发展和产
品竞争力。

为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涪陵区大
力鼓励和引导企业突破“卡脖子”技术。
2018年，华峰集团就在涪陵基地采用自主
研发的苯法工艺生产己二腈技术，设计建
设10万吨己二腈项目，其中5万吨/年装置
于2019年10月实现达产并稳定运行，成
为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己二腈产业化生产
技术。

在产品质量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后，
2020年，华峰集团在涪陵正式启动了总投

资30亿元、年产30万吨己二腈项目，这是
该技术首次应用于30万吨级的项目，其建
成后，不仅能改变国内己二腈依靠进口和
受控少数跨国公司的现状，也有利于补齐
补强我国尼龙66产业链，推动产业迈向高
端。

“这仅仅是涪陵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做
大做强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一个缩影。”涪陵
区经信委负责人介绍，“十三五”时期，涪陵
区通过产业招商、以商招商、补链强链，培
育发展产值十亿级企业33户，其中，百亿
级企业4户，50亿级企业2户，30亿级企业
12户；10户企业纳入重庆市制造业领军、

“链主”企业重点培育清单。以龙头企业为
牵引，已形成材料、装备制造、清洁能源、消
费品、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六大产业集群。

2020年，以华峰集团、万凯新材料为
代表，材料产业产值达到640亿元；以华晨
鑫源、川东船舶为代表，装备制造产业产值
达到310亿元；以页岩气公司为代表，清洁
能源产业产值达到280亿元；以榨菜集团、
中粮油脂为代表，消费品产业产值达到

280亿元；以太极集团、华兰生物为代表，
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到150亿元；以华通
电脑、仓兴达科技为代表，电子信息产业产
值达到60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产业链供
应链优化升级，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
和竞争力。”涪陵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在已经形成5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基础上，
再做强一些产业集群。力争5年时间，推
动华峰迈上500亿级，建设1000亿级新
材料产业集群；建设500亿级装备制造产
业集群；深入挖掘榨菜的综合利用价值，
尝试探索榨菜减肥食品、未来食品、榨菜
面膜等高附加值产品，努力做成500亿级
榨菜全产业链；探索页岩气零碳或低碳开
采方式，建设 300亿级清洁能源产业集
群；注重发展手机、汽车电子等消费类电
子信息产业，打造200亿级电子信息产业
集群。

同时，精准发力补链延链强链，建立重
点企业供应链关键环节风险预警机制，增
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针对产业
存在的“缺芯、少核、弱链、质低”短板，聚焦
高附加值方向，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
程，努力补齐产业链短板弱项，发展终端产
品，提升产品附加值。

涪陵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其
中，“先进”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词。它要求涪陵始终围绕高端、
高质、高新，大力发展智能制造、
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实现制
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

特别是涪陵正在加快创建
国家高新区，围绕“创新驱动发
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的定位，更要在国家高新区建设
中体现出“高”和“新”。因此，大
力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
高成长型的高端高质高新产业，
将是涪陵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
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涪陵区积极加强创
新协同，引育创新人才，积极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布局产业链，走好了“科创+
产业”发展路子，加快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

走进重庆攀华板材有限公
司全智能化热轧一期项目生产
车间，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20
多吨重的原材料被传输带送入
加热炉，经过热轧钢机组的锻
造，最终形成5毫米厚的薄板卷
成卷入库，整个生产过程生产线
上不需要一人。

攀华集团有限公司是高新
民营企业，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大
的薄板生产基地，连续多年跻身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民营
企业制造业500强，其薄板产业
已形成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薄
板生产基地，镀锌板产销量位居
全国民营企业第一。

重庆攀华板材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涪陵热轧项目自2019年10月开工建设以
来，仅用8个多月就成功完成了生产线的建
设、调试工作，并按计划一次性试轧成功。
该项目创造了建设速度行业第一、技术装
备智能化水平达世界一流水平、试生产点
火一次成型、一次成功等多项行业第一，

“这么多的第一，凝聚的都是企业创新的最
新成果。”

“十三五”时期，涪陵区新增高新技术
企业75家。涪陵成功获批国家知识产权试
点城市，科技竞争力排名居全市前列。拥
有国市级各类企业研发机构77家，市级重
大新产品57个，“专精特新”企业23家。
2020年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约30亿元，研发
投入强度达到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产业创新。
紧盯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团队研究项目做
投资，进一步推动产业创新和技术成果产
业化。”涪陵区经信委负责人表示，涪陵将
加快集聚创新资源，依托页岩气、榨菜、中
医药等优势产业申请建设国家级技术创新
中心，依托太极、华峰、攀华、大业等优势领
军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高端产
业创新研究院，促进产学研用开放式协同
创新。

同时，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和人
才链“四链”有机融合，瞄准前沿科技和产业
趋势，加快培育引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
车、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谋划
未来材料、基因技术、氢能与储能等先导产
业，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解决好科技成果
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让更多科技成果从

“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探索引进知名基金和风投机构，为处于
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型企业提供服务，让金
融、科技更好的为产业发展赋能。

赵童 刘玉珮

图片由涪陵区经信委提供

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集群

聚焦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和赋能，构建涪陵制造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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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
陵 涪陵是我市的工业大区、制造业大区，以制造业立足，以实体经济见长。2020年，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达到1742亿元、增长6.5%；工业增加值达到517亿元，总量居

全市区县第2位；工业投资184.7亿元，总量居全市区县第3位……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大力实施工业增加值、领军企业、上市企业、智造企业、研发创新‘五项倍增行动’。”涪陵区委主要领导表示，作为重庆的重要战略支点城市，

涪陵将继续把制造业作为支撑“一区”、辐射带动“两群”作用的重要根基，把长板做长、把短板补齐，以实际行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力争到2025年，涪陵工业总产值达到3500亿元，工业增加值突破1000亿元，百亿级企业达到10户，工业上市企业达到10户，智能制造企业达到100户，工业企业研

发投入达到80亿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全面形成，建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

榨菜智能化生产线榨菜智能化生产线

华为涪陵云计算中心华为涪陵云计算中心

华晨汽车厂工人在装车轮华晨汽车厂工人在装车轮

创新是发展第一动力。
近日，市政府办公厅发出通报，对32

个区县（开发区）予以督查激励。其中，
涪陵区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以“云联数算用”为着力
点，坚持大数据智能化引领等方面被通
报表扬。

其背后是涪陵聚焦大数据智能化创
新和赋能，加快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
化推动工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经济
发展新引擎，积极构建涪陵制造新优势

的不懈努力。
近年来，通过在“点”上抓单台设备

改造，推动企业“机器换人”；在“线”上
抓生产线升级，装备成套自动化数字化
生产线；在“面”上抓系统集成，建设智
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企业生产的标准
化、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得到大
幅提升。

近日，在涪陵榨菜集团的生产车间里，
一颗颗剥完皮的青菜头原料沿着传输带，
被送上自动化的生产线，从原料到最终包

装后的成品榨菜，中间不再有人工参与制
作，一切都交给机器完成。

“这是榨菜的数字化生产线，生产效
率大幅提升。”涪陵榨菜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涪陵榨菜集团已经改造升级
了11条全自动化生产线，平均每条生产
线一天能制作约80吨成品榨菜，而以前
靠人工制作，400多人一天也仅能制作约
30吨。

以青菜头清洗为例，以前需要人工清
洗，现在通过一台类似滚筒洗衣机一样的

翻滚高压水清洗机代替人工清洗青菜头。
同样，在脱水、切丝、拌料、包装等生产环
节，通过攻关，也全部实现了全自动化生
产，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在华晨鑫源汽车生产基地宽敞明亮的
车间内，行车来回穿梭，一根根锃亮的汽车
零部件正在焊接，一辆辆组装好的新车排
列整齐。如今，该汽车生产基地中冲压、焊
装、涂装、总装等关键装备数控化率均达到
88%，每年可生产30万辆整车和30万台
发动机。

类似涪陵榨菜集团、华晨鑫源这样的
企业，在涪陵还有不少。自2018年以来，3
年累计完成智能化改造项目超过110个，
已建成7个智能工厂、32个数字化车间，总
量居全市区县第一位。华为（涪陵）云计算
大数据中心建成投用；桐君阁药厂、华峰化
工跻身全市20户智能制造标杆企业行列；
万凯新材料基于“5G+工业互联网”智能工
程建设项目入选全市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
网创新示范项目；道道全粮油、大朗冶金等
10户企业通过国家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认证。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坚持以大数
据智能化创新为引领，在推动大数据智
能化变革中构建涪陵制造新优势。”涪陵
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涪陵将重
点做几项工作。一是持续建设数字化车
间、智能工厂，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产
品质量。二是持续做好智能化改造示
范，创建一批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力争
到202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基本进
入数字化普及阶段，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达到70%，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数量保
持全市领先。

同时，高质量发展智能产业。主动向
先进区县学习，高标准构建智慧场景，围绕

“住业游乐购”，通过场景培育新兴产业，把
投入变成产业。并通过建设开放场景，为
企业拓展产业通道、搭建产业平台，为新兴
产业建设实验性示范性场景，助推企业发
展，吸引企业落地。华峰集团主控制室

攀华板材热轧车间攀华板材热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