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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7月22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小康集团获悉，该集团围绕新能源与
智能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双融合”，正
布局实施小康智能网联汽车青凤项目、金康动
力新能源大学城项目和赛力斯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通过核心技术引领，放大高端产能，推动
产业高质量发展，并计划在2025年，实现新能
源智能网联汽车不低于50万辆的产能，成为

“千亿级”整车企业。
据介绍，小康智能网联汽车青凤项目之前

为东风小康智能网联整车项目，由东风小康沙
坪坝井口工厂环保搬迁到青凤。此前，该项目
计划主要生产燃油车，现拟计划调整为主要生
产新能源车型——“赛力斯华为智选智能网联
汽车”。除了产品的调整升级，该项目投资也
由之前的25亿元拟计划增加到40亿元，计划
年产整车15万辆。

“目前，传统汽车已进入存量市场，而新能
源汽车市场有年均超过20%的增长，我们决
定聚焦新能源汽车这条新赛道，实现产能及产

值的最大化。”小康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同样
的产能，如果按照原项目计划继续生产燃油汽
车，产值预计只有150亿元，年纳税只有5亿
元，带动产业链产值只有300亿元。而生产新
能源汽车，该项目可实现产值360亿元，年纳税
11亿元以上，并可带动产业链产值450亿元。

金康动力新能源大学城项目，将打造“国
内领先、国际一流”数字化工厂，并依托全球研
发能力打造发电机、电控、电驱系统产品，设计
总投资为31亿元。

赛力斯技术公司项目，即赛力斯全球研发
总部。未来，该公司将作为与国内外一流科技
企业进行跨界合作的平台，在技术、渠道、人才
等方面进行资源整合，拓展业务。

小康集团围绕新能源与智能化布局三大新项目
“双融合”有望为重庆催生一家千亿级车企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实习生 郭心悦

日前，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永川
综合保税区（以下简称永川综保
区）。至此，重庆已有6个综合保税
区，分别是西永综保区、两路寸滩综
保区、江津综保区、涪陵综保区、万州
综保区、永川综保区。

从2010年2月西永综保区的设
立，到如今永川综保区获批，重庆已
有11年的综保区发展历史。“综保区
已成为重庆产业集聚地，也是推动重
庆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重要平台。”
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说。

产业集聚效应明显

今年上半年，西部（重庆）科学城
西永微电园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
单：1-6月，园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突
破千亿，达到1166.5亿元，同比增长
17.3%。“我们绝大部分产业，都是依
托西永综保区。”西永微电园相关负
责人说。

作为重庆首个综合保税区，西永
综保区的产业集聚效应非常明显。
目前，西永综合保税区已建成全球最
大的笔记本生产基地，年产超4000
万台。此外，园区在集成电路、智能
终端制造上，也在全市占据重要地
位。

两路寸滩综保区与西永定位相
似，却也有所不同。该区域围绕“产
业升级、消费升级和服务升级”，推动
加工贸易产品结构提档升级，将区内
笔电产业升级为以智能穿戴装置、笔
电产品、手机为代表的加工制造产业
群，非笔电产品产量占比提升至
60%，已有企业近三年增资扩产30
余亿元。

“不止是电子和制造业，这两个
综保区也在不断为重庆集聚更多新
兴产业。”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说。

西永综保区与铁路口岸联动，开
展检测维修等业务，推动整车进口业
务快速发展。2020年，西永综保区
通过进口汽车整车 6053 辆，货值
28.16亿元。

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利用区位优
势发展飞机租赁、维修等“保税+”航
空产业，利用贸易多元化优势发展壮
大汽车展会、保税商品展示交易、跨境电商等业务。

多方面助力对外开放

7月20日，伴随着一阵鸣笛，一趟西部陆海新通
道铁海联运班列从江津综保区出发，向广西钦州港驶
去。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重庆南向物流大通道，江津综
保区封关运行后，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随之开
行。今年，江津综保区已开行该班列145班，运输量
超过7000标箱。

“综保区是重要的开放平台。它与大通道的联
动，能够充分发挥叠加效应，助力重庆打造内陆开放
高地。”江津区相关负责人说。

综保区与大通道的联动，已是重庆对外开放的
“常规动作”，目前，西永综保区、两路寸滩综保区都
是中欧班列（渝新欧）、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始发站
点，涪陵综保区也在积极谋划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中。

除了与开放通道联动，重庆几大综保区还积极发
挥平台作用，借助政策优势，探索了一系列创新制度。

比如，重庆海关在综保区内，全国首创了“四自
一简”监管创新制度，允许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
业自主备案、自定核销周期、自主核报、自主补缴税
款。2020年以来，重庆综保区内自主核销账册比
例从40%提升至80%，优化参数设置解决了工单
账册延期后变更业务100%转人工审核问题，人工
审核比例降低90%以上，企业货物出区时间减少
30%以上。

多种元素下，综保区已成为重庆外向型经济的主
要支撑点。据统计，重庆的综保区内，集聚了全市1/
4的进出口企业，贡献了全市近70%的进出口贸易总
额，吸引了超全市40%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坚持差异化发展定位

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重庆综保区发展
已有11个年头，但很多新设立的综保区还处于发展
初期，未来，这些综保区会坚持差异化发展的定位，为
重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例如，涪陵综保区于2019年12月底正式封关运
行，根据规划，该综保区将主要发展医药健康、先进装
备、食品粮油、电子信息四大产业，积极推进跨境电
商、冷链物流等新兴业态，发展“543”产业体系。

“涪陵综保区整体进展良好，已引进重庆攀华集
团保税仓储项目，封关仅8个月，外贸进出口总货值
就达到7.37亿美元。”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说。

万州综保区是在今年1月正式获批成立，预计在
年内封关运行。该综保区将结合自身区位和商贸优
势，重点发展保税物流，保税仓储、跨境电商等业态，
重点培育保税维修检测、文旅产品、特色农产品等产
业，辐射带动渝东北、川东、鄂西、陕南、黔东、湘西，将
综合保税区打造成三峡库区产业集散枢纽。

“永川综保区将会与西永、江津、泸州等综合保税
区形成错位发展的产业发展规划和布局。”重庆海关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综保区拟重点打造高端数控机
床加工制造产业，与区外智能装备、汽摩、新型材
料、医疗器械等产业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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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芸 申晓佳

7月 22日，大暑，正值一年中最热的时
节。沙坪坝区嘉陵江畔的磁器口古镇，仍然旅
游热度不减，游客络绎不绝。

“白日里千人拱手，入夜后万盏明灯。”作
为嘉陵江上的天然良港，磁器口是重庆重要的
水陆码头。“一江两溪三山四街”的独特地形，
加之大量存留的明清建筑，让磁器口成为重庆
文化地标之一。

近年来，磁器口一方面不断优化空间布
局、引导古镇向富有文化气息的历史街区回
归。另一方面则与周边区域联动，根据《歌乐
山-磁器口大景区综合提升规划》打造巴渝文
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示范区，不断拓展功能、提
升品位，更好地满足市民和游客对精神文化的
需求。

千年古镇，焕发了生机，实现了高质量发
展。

凭借古风，古镇成旅游新热点

今年60多岁的曾凡陶生在磁器口、长在
磁器口，见证了这座古镇的变迁。“磁器口的房
子很多是明清时建成的，雕花的门窗特别漂
亮、精美。”曾凡陶说，原来这里因瓷器制造、贸
易而得名，解放前曾是重庆重要的工业基地，
也是文化人汇聚地，以“沙磁文化”诞生地而著
称。

由于保存较完好，又地处市区，交通便利，
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慕名到磁器口的游
客日益增多。“平时热闹得像赶场，黄金周更是
人挤人！”曾凡陶说。

据统计，磁器口节假日日均接待游客可超
过10万人次，年接待游客量达1300万人次。
2019年中秋节，全国十大人气古镇中，磁器口
排名第三。

磁器口的火热，和其独特的山城、江城格
局关系密切。但在过去，山水格局被割裂开，
游客很难获得良好的亲水体验。通过重新规
划，山上、山坡、山边、水边等环境要素得以协
同起来，磁器口老街、老码头、滨江消落带、凤
凰溪和清水溪沿线、沙磁山城步道等重要节点
获得提升，营造多样化亲水滨水空间和旅游休
闲空间。随着生态岸线恢复，传承千百年的码
头场景也得到了重现。

改善环境，古镇让游客居民共享美好

前不久，再次来到磁器口“打卡”的林欢
欢，有点茫然。“找不到路了。以前这里是条
大马路，人行道不宽，还经常挤满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旅游团；路上到处是车，过马路都得小
心……”前年才离开沙坪坝去外地读研的林欢
欢不停打量着四周，好不容易才通过古镇大门
前的牌坊，确定了自己的方位。

磁器口的变化，的确太大了。
磁童路在上月底“变身”为步行街，步行街

内绿树成荫，紫色的小花开得正艳，还有不少

供游客歇脚的设施。磁器口后街那些曾经的
现代方块建筑，也通过改造显现出巴渝风。

“感觉磁器口变大、变漂亮了！”林欢欢说，
这种变化令人吃惊，让人高兴。重庆市规划自
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扈万泰介绍，像磁器
口这种资源不可复制的古镇，规划上必须坚持

“一尊重五统筹”总体要求，统筹实施提升功能
业态、优化交通组织、重塑开放空间、彰显巴渝
风貌、完善配套设施五大策略，推动片区整体
提升。目前，已通过滨江路下沉、隧道穿山等
规划设计，让基础设施为古镇风貌“让道”，保
持片区山水格局和传统风貌的完整性；对历史
文化资源富集的核心保护区域实施严格管控，
对保护建筑进行修缮，延续区域传统风貌、传
承区域历史文脉。

“我们对磁器口的打造和升级，不仅是着
力提升游客文化旅游体验，也是全面改善人居
环境和城市品质，让当地居民能共享利益。同
时，持续丰富和升级古镇业态，实现可持续发
展。”沙坪坝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说。

为此，在生态环境打造上，市区两级政府
投资2亿元新建污水管网、污水处理站，推进

“清水绿岸”治理，让居民和游客能共享优美的
生态环境；开展消落带生态治理，新增绿地17
万平方米，建成凤凰溪至双碑大桥段绿化及滨
水休闲公园，让古镇新添休闲好去处；推进磁
童路、磁横街、文教村等老旧小区改造，惠及
1200余户居民……

注入文化，古镇文艺气息更浓

上个月磁器口后街开街后，市级非遗传承

人闫永霞在后街新开了一家绣坊。门外蝉声
一浪高过一浪，门内却一片宁静。记者看到，
几名年轻的游客正坐在绣架前，向闫永霞学习
刺绣针法。临走时，她们每人都高兴地买走一
两件绣品。

“这里集聚的大部分是文创类的店铺，年
轻人特别青睐，我是提前了很久预约才抢到这
个位置的。”说起这家新店，闫永霞乐得合不拢
嘴。

2011年，闫永霞第一家店开在码头边，只
有30平方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她
发现进店的游客从最初的人手一把烤串，变成
带着相机、驻足观赏绣品，人数也翻了一番。
在第二家店新设体验区后，有1/3学习刺绣的
顾客会购买绣品，人均消费达到200多元，比
在一般餐饮类店铺的消费要高出许多。

据了解，在规划上，磁器口片区将构建核
心区、磁童路步行街、磁器口后街、磁器口横
街、金碧正街等“一核五区”新空间版图，重点
发展适应游客消费需求的文化创意产业，实现
磁器口产业的提档升级。

为此，2018年初，古镇管委会制定了“负
面清单”，严格控制一些门类店铺的新进入。

“拟进入的项目必须与‘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的
定位相符，必须富含文化创意，能为游客带来
特别的体验感受。”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吴超表
示，3年多来，被拒绝的申请项目超过1300余
个。对古镇内原有的烧烤、油炸类店铺，相关
部门则采取“只减不增、只出不进”的策略，目
前这些店铺已从原来的30多家降至五六家。

随着上月末磁器口后街、磁器口步行街开

街，以及重庆1949大剧院开演，古镇景区新引
入非遗项目、中华老字号10余个，引进上海三
联书店、华人梦想数字艺术馆等文化类市场主
体20家，景区文化创意类商家比例较3年前
提升50%以上，古镇更具浓厚的文化氛围。

区域规划，古镇联手歌乐山打造
5A景区

沙坪坝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磁器口古
镇坐落在巍巍歌乐山下，与红岩联线景区的白
公馆、渣滓洞相距不远。

着眼“巴渝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示范区”
定位，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会同沙坪坝区编制了
《歌乐山-磁器口大景区综合提升规划》。根
据这一规划，磁器口历史文化街区片区将与红
岩联线景区、特钢工业遗产片区等相关区域，
按照“一心两轴、两带七区”的发展格局，形成
合力实现整体品质提升，携手打造5A级景区。

在这一面积为3.05平方公里的片区内，优
质文创项目将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建设重庆
大学设计创意产业园，将原鸽牌线缆厂废弃厂
房打造成文创文化街区；打造金沙星座·科创
园，已引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5家、科技型企
业120家；利用重庆特殊钢厂旧址，高标准规
划建设20万平方米特钢创意产业园，打造集
工业博物馆、设计产业园、文创集聚地、休闲商
业街于一体的工业创意设计中心。

“未来，我们力争将‘巴渝文化传承与创新
发展示范区’打造为国际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
地、市内重要的文创产业增长极。”沙坪坝区有
关负责人表示。

优化空间布局，引导古镇向富有文化气息的历史街区回归；
与周边区域联动，打造巴渝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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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翔

7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在涪陵区珍溪
镇沙树湾村采访时发现，原本矿山挖掘后留
下的矿渣上，竟然蓄起了水，变成了10多亩
良田。据了解，随着涪陵区启动实施“荒山变
良田”计划，当地创新生态修复方法，通过技
术手段，硬是奇迹般地在矿渣上，种出了成片
水稻。

这片矿山所在区域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
貌，水田在当地极其少见，农户大多种植玉米、
红苕等传统作物。

“这里成为砂石矿区后，我们就同步推进
采矿与矿山的生态治理。”涪陵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最为常见的矿山生态

治理方式是覆土后栽种花草树木，这种方式成
本相对较低，但效果较为单一，并非适合每个
地方。

涪陵区在与矿区企业大业科技集团沟通
交流后，决定创新性地实施“荒山变良田”计
划。即利用矿区挖掘后产生的碎石填平沟坑，
再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覆土保水，将其变为
成片的稻田。整治计划从去年10月开始，今
年3月，田里种下了第一批水稻。

之所以选择变田，而不是种树，涪陵区有
深层次的考虑：一是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角度
考虑，此法若能推广，可新增大量田地；二是有
利于耕地占补平衡；三是考虑到山区良田的稀
缺性，在今后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或许良田
就是产业引流的金字招牌。

但要让矿山碎石变为良田，就要解决地势
沉降、“漏水”等难题。为此，涪陵区与大业科
技、西南大学、渝东南农科院、珍溪水利所等科

研单位携手攻关，开发出一套科学的矿山生态
重塑方法。

“这13亩稻田来之不易啊！”大业科技相
关负责人说，以防漏水为例，他们结合企业的
工程建设经验，在以矿山废渣填平土地的基础
上，铺设了20厘米厚的混凝土层、5厘米厚的
黏土层和防渗毯，最后是30厘米厚的黏土层、
30厘米厚的犁底层、以及50厘米厚的耕作层
土壤，这才保证了整个稻田的正常生产。

记者看到，这片矿山废渣上“长”出的成片
稻田平整规范，和平坦地区的稻田没什么区
别，还能进行机械化耕作，稻谷也长势良好。
目前，大业科技已启动另外9亩矿区的整治，
按计划，这里7500亩矿区经过整治后，未来可
形成约3600亩稻田。

涪陵启动实施“荒山变良田”计划

矿山废渣上“长”出生态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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