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特CC 34342021年7月 1日 星期四 责编 屈茸 彭光灿 美编 王睿 2021年7月 1日 星期四 责编 屈茸 彭光灿 美编 王睿 特特CC 3535

“十四五”，开新局。今年起，铜梁全面优化空
间布局，形成以城区为中心、联通东西南北四个方
向的快速路网，构建全域贯通、一体发展的城镇空
间格局。并按照“双百”城市总体框架，高水平打造
淮远新区、科创新城、龙腾片区、高铁新城，充分发
挥教育、医疗、文化、生态优势，集聚人口和产业，加
快建成“双百”城市。

全区加快打造基础教育高地，创建全国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区，打造全市基础教育创新发展示范
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重大疫情防控救治
体系，扩容优质医疗资源，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擦亮中医名片，用活中医资源，做好“康养+”文
章，构建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全区不断深化“六要路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积分制”整治人居环境，深入推动“三变”改革和

“三社”融合，以示范带动全面、以融合促进振兴，打
造西郊、安居、淮远3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和7个乡村
振兴示范村，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同时，全区持续抓好污染防治，筑牢生态屏障，
推进绿色发展，深化“五个一律”落实河长制，全面推
行“林长”“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持续开展“三
排”“三乱”等专项整治，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先行先
试，加快推进国土绿化提升行动，认真落实长江十年
禁渔，将“生态+”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实
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

赵童 刘玉珮

图片除署名外由铜梁区委宣传部提供

铜梁铜梁 建设国际大都市后花园

近年来，铜梁深入实施城市提升行动，坚持
以人为本、道法自然，秉持“山头不推、稻田不
填”，把最好的地方留给人民，匠心打造原乡中
央公园、望山公园、见水公园和玄天秀水生态画
廊，精雕细琢温润宜人、舒适便捷的田园都市，
让城里人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先后获评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城区、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公园即城市、城市即公园”
成为这里最生动的注脚。

位于淮远河畔的铜梁原乡中央公园，曾是一
片杂草丛生、污水横流、垃圾成堆的荒地，如今走
进公园，好像来到了一座水边的的植物大观园，乔
木、花灌木、绿篱色带、各种花卉等相映成趣。更
让人欣喜的是，公园修建了约21公里的滨水步道，
并配套了多种健身器械，让这里成为居民热衷的

城市休闲之地。
原乡中央公园改变的背后，是近年来铜梁坚

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全面推动城
市提升的真实写照。

一方面坚持老城做“减法”，完善城市功能，让
城市更加柔软温润；另一方面，坚持新城做“加
法”，拓展城市空间，全力推进淮远新区、科创新城
建设“两大作业面”，因地制宜规划建设特色小镇，
推动小城镇组团式、串珠式发展，努力把“钻石”做
大做靓……推动“产城景”融合发展。

在具体建设中，铜梁秉持“山头不推、稻田不
填”原则，尊重山形水势，顺应自然肌理，做到“道
法自然”；坚持以最小的投入、做最小的改动、做到

“推窗见田、开门见绿”的山水田园风光以及满足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生活场景。

对于老小区，在尊重群众意愿基础上，保留旧
城风貌的基础上，实施老旧小区“微改造”，精细提
升社区居住品质，实现老得优雅、旧得有味、住得
舒坦。同时，坚持政府“一区一策”、群众“点菜下
单”，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略显冷清的老旧小区开
始有居民回迁入住，焕发新的活力。配套完善基
础设施、服务设施、便民设施，增绿增花增色，建设
无危小区，美化“第五立面”，有效解决了停车难、
活动难、服务难和脏乱差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按照人民城市人民
管的宗旨，铜梁结合大城众管、大城智管、大城
细管要求，通过推广智慧城管、智慧交通、智慧
应急、智慧安全等应用体系建设，提升城市管理
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让市民共享多层次、高质
量的智慧城市建设成果。

一条平整的草油公路延伸到西郊示范片的水
果基地，果园里，村民将一筐筐采摘下来的李子运
到公路边，准备装车发运。这条“产业路”就是铜
梁区专门为水果基地修建的，基地内的公路和采
摘便道四通八达，极大方便了生产和采摘运输。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铜梁以交通为突
破口，从建设60公里绿道开始，“串点连线、成片扩
面”，打造出由5个镇街24个村（社区）组成的120
平方公里的乡村振兴西郊示范片区。这一条“绿
道”串联起乡村交通网络、自然景观、产业基地，成
功打造出城乡一体的文化原乡，让田园变花园、农
区变景区，实现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乡村风貌的
提档升级。今年“五一”期间，铜梁举办原乡文化旅
游周活动，西郊绿道成为全国各地游客的打卡地，
日车流量、人流量“井喷”，“原乡民宿”“原乡慢食”游
客爆满，“原乡驿站”商品供不应求。全区累计接待
游客128.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68亿元，较
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423.7%、452%。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
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

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铜梁通过抓基
础设施、基本产业、基层组织、基层治理等“四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铜梁着眼基本面、不撒胡椒面，从最薄弱环
节、最突出问题入手，推动城乡设施一体化、公共
服务均等化。全覆盖改造干线公路、泥结石路、薄
弱电网，有序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公交一体化，
交通路变产业路、景观路。

同时，守牢生态底线，全域推行人居环境整治
“积分制”，落实“一化两改三不见”，村民由“一旁看”
转为“一起干”，畜禽养殖循环化改造率、生活垃圾
有效治理率、村庄清洁行动覆盖率均达100%。

铜梁坚持改革强农、科技兴农，建设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注重一产为本、“接二连三”，向规模化、
绿色化、融合化、品牌化方向迈进，推动农村生产
力“二次解放”。针对农民致富途径少的情况，深
化“三变”改革、“三社”融合，农户通过土地、劳务
等入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走
深走实“六要路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向闲
置土地、闲置产业、已流转土地、农村电商、产业融

合、大户带散户要集体经济，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
10万元以上，入股农民户均增收2500元。

铜梁坚持大抓基层、抓实基层，牵住“人”这个
“牛鼻子”，搭建乡村振兴“四梁八柱”。抓好带头
人这个“领头雁”，选用对“三农”有情怀、干“三农”
有激情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全员培训、精准考核，
全面推行书记、主任“一肩挑”。抓好年轻人这支

“生力军”，给待遇、给政策、给出路，回引本土人才
661名，打造了一支“不走的乡村振兴工作队”；抓
好村民和游客服务，因地制宜打造乡村振兴“会客
厅”，改造提升党群服务中心，设置“一站式”服务
大厅，完善休憩、用餐、购物等设施，让群众办事不
出村、游客到村“坐得下”。

铜梁深入实施“党建扎桩、治理结网”工程，从
提升村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入手，激发群众
内生动力，消除“等靠要”、增强获得感。建好用好
乡村振兴“理事会”，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兼任理
事长，从获得“新乡贤·好乡亲”称号的群众中推选
代表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完善议事协商制度，做到
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大家说了算。

城中有园 城即是园 城市提升道法自然

紧扣“四基”扮靓田园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城乡并进 绿色发展
继往开来龙腾龙乡

见水公园

大美铜梁

铜梁淮远河水清岸绿,成为市民健身休闲游玩的
好地方 钟志兵 摄/视觉重庆

铜梁区玄天秀水生态画廊 郭洪 摄/视觉重庆

铜梁，是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在唱好

“双城记”、建好“经济圈”的宏伟蓝图中，铜梁立足

主城新区和桥头堡城市的定位，以建设国家城乡

融合发展试验区为契机，一手抓城市提升，一手抓

乡村振兴，致力打造100平方公里、100万人口的

“国际大都市后花园”，推动龙乡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中加速崛起。

铜梁铜梁 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龙城天街龙城天街 摄摄//唐彬唐彬

工业发展的背后，是铜梁实业立区，产业全面
振兴的大背景。2020年，铜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61亿元，增长4.4%，居全市第4位。其中，工业经
济跃升倍增，特色高效农业产值达到91亿元，服务
业占比提高7.6个百分点。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铜梁以实业立区，
不断壮大产业。全区大力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大健康等主导产业，努力在“十四五”时期建成
两千亿级产业集群。立足规模化、品牌化、融合化，
做优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推动农业“接二连三”。
着力培育新模式新业态，加快发展现代物流、现代
金融、高端康养、文体旅游等产业，推动生产性服务
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
品质和多样化升级。

同时，铜梁不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让卓越的
营商环境成为发展的“金山银山”。持续深化投融
资体制改革，用好产业发展基金，加快区属重点国
有企业市场化转型。接力推动更高水平开放上，坚
持以大通道引领大开放，构建“两高两普一城际两
轨道”网络，打造“一环七射两联线”网络。不断深

化对外合作，积极创建西部（重庆）科学城联动区
域，打造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重要承接
地，提高协同开放水平。

一季度，铜梁GDP增长 19.4%、居全市第5
位，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驶入高质量“快车道”。龙

乡大地呈现出心齐气顺、风正劲足、日新月异的良
好发展局面。

赵童 刘玉珮

图片除署名外由铜梁区委宣传部提供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85

万名龙乡儿女用艰苦奋斗和脚踏实地的精神，一笔

一笔书写铜梁的发展成就。

近年来，在铜梁扎实推进的“四区战略”中，实业

立区被排在首位；持续抓好的“三件大事”中，首要便

是工业振兴；全面推动的“两个优化”中，优化营商环

境更是与实业立区和工业振兴紧密相关。实业立

区，正引领铜梁在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的道路上加速前行。

6月的铜梁，产业发展的气氛如同天气一样火
热。在重庆精鸿益公司的装配车间，8条机械手臂
组成的智能化装配生产线让安防产品产量大幅提
升。得益于对智能化技术和设备的投入，企业生
产的监控录像、电脑主机箱、笔记本电脑配件等产
品更是因质量过硬，赢得了国内外市场的大量订
单。

精鸿益的产品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只是铜梁
全面实施工业振兴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针对工
业总量不大、结构不优等状况，铜梁提出“实业立
区”战略，始终把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作
为重中之重，以生态、数字、花园高新区建设为引
领，坚持“金篮子放金蛋子”，统筹做大总量与调优
结构、保持增速与提高质量，深耕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健康美妆等产业，促进企业成群、产业成链，
全力打造先进制造示范区。2020年高新区产值
突破800亿元，相比2016年实现翻番，今年将建
成千亿级高新区。

前不久，铜梁与广州开发区共建广铜“一带一
路”高新技术产业合作区，联合打造广铜环保智能
制造产业园。同时，加快布局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5G、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引进西部美
谷、金骏工谷·京东云智能制造产业基地、小米智
能产业园、中建材“三新”产业园等项目落地生根。

不仅如此，铜梁除了培育引进智能制造企业
外，还坚持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进行智能化改造。

为顺应智能制造发展趋势，铜梁着力完善智能制
造产业链和创新链，构建智能经济体系，推动经济
社会各领域向智能化加速跃升，打造具有竞争力
的智能产业集群。建成投用重庆工业互联网赋能
中心，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分别增长1.5倍、
4.3倍，分别达95家、690家；“双新”企业产值占规
上工业比重提高29.3个百分点、达到45.3%，全社
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42.9%，科技创新指数上升

至63.7%。
同时，全区积极搭建了一批创新平台，加快融

入环大学城创新生态圈，高标准建设高新区科创
中心，并配套实施“机器换人”工程，引导企业更新
数字设备，加快装备、生产线、车间、工厂向数字化
自动化迈进，实现企业“上云上平台”，通过智能化
改造和培育，智能制造正成为铜梁经济增长的新
动能。

工业引领，实业加速崛起

多管齐下，产业全面振兴

工业互联网赋能中心

铜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生态数字花园高新区

万达广场盛大开业 摄/张云惠

铜梁区太平镇垣楼村 郭洪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