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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铜梁 三个聚焦三个聚焦塑造产业新格局塑造产业新格局

智能机器人挥动“手
臂”，成品被快速装配成
型，在重庆精鸿益智能化
工厂，智能制造正不断刷
新认知；全面达产后最大
规模产能达到500万台，
实现产值超40亿元，在重
庆鹿享家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化、数字化带来的经
济效益令人瞩目；还有扎
堆落户的小米智能制造产
业园、西部美谷等重大产
业平台……走进铜梁，一
幅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工笔画
正徐徐展开。

近年来，围绕建设先
进制造示范区、创新生态
示范区，奋力打造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铜梁着眼于
重庆建设“制造重镇”“智
慧名城”定位，正不断深入
推进产业提质行动，以大
数据智能化为经济赋能，
推动先进制造业融合发
展，吹响了“数字龙乡”“智
造高地”高质量发展新号
角，使全区经济呈现良好
发展势头。具体如何做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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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兴产业倍增
大项目带动大集群，智能产业规模实力大幅增长

走进铜梁区高新区，放眼望去，一个
个产业项目扎堆落户，一栋栋标准厂房
拔地而起。在这里，该区首个大健康产
业龙头项目——西部美谷项目正全速推
进。规划用地8000亩的这里，未来将紧
扣高端美容化妆品体系，涵盖研发、生
产、包装、销售及品牌策划、检验检测、展
示体验、新品推广、网络传播等产业链环
节，补齐中国西部美妆产业发展短板，建
设成为国内乃至全球具有影响力的高端
美容化妆品产业集聚地。

相邻不远处，金骏工谷·京东云智能

制造产业基地、小米智能产业园等项目
也建设不停。这些“高大上”新项目，标
示出铜梁新兴产业发展的新高度。

“扎实推进新兴产业发展，是提高发
展能级质量突破的路径，更是引导产业
结构调整的关键。”铜梁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进入新发展阶段，铜梁正积极融入新
发展格局，深入推进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发展，以大项目带动大集群，
着力引进头部企业，形成群头产品，力促
经济结构更优化、产业层次上水平。

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大健康等

重点产业，全区坚持“金篮子放金蛋子”，
把精准招商作为主抓手，实现三大产业
招大引强优链。引进了以鹿享家为代表
的智能终端以及以精鸿益、杰尔电子为
代表的配套企业，爱玛科技西南制造基
地落户铜梁，将在铜梁打造新能源智慧
短途出行产业园，全区智能产业蓬勃发
展，智能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0%以上；围
绕以智能家居为重点的智能终端产业，
以获评重庆市智能终端特色产业建设基
地为契机，绿色生态花园数字高新区加
快建设……

聚焦科技创新驱动
新技术增强新动力，传统企业智能程度不断提升

“在数字化冲压车间建成投产的带
动下，如今企业不但获评成为市级智能
工厂。据初步估算，企业生产效率提升
了74.3%，不良品率降低了38.2%，还每
年节约了人工成本约1500万元。”重庆
精鸿益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提起智能化
带来的改变满意得不得了，“企业产能提
升了20%，交付率达成100%，也极大提
高了对大客户的吸引力，目前生产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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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鸿益的变化，正是得益于持续不
懈技术创新。一直以来，铜梁坚持把科

技创新摆在产业提质的核心位置，为顺
应智能制造发展趋势，该区着力完善智
能制造产业链和创新链，构建智能经济
体系，推动产业转型向智能化加速跃升。

通过高标准建设高新区科创中心，
积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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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赋能。

同时，不断投入真金白银，加强扶持
力度，出台了“民营十条”扶持政策，把企
业智能化改造奖补比例提高到20%，每
年为企业争取各级资金支持8000万元

以上，大幅度提高了企业实施智能化改
造的信心。今年新获评7个市级数字化
车间，1家市级智能工厂，已累计获评市
级智能工厂2家、数字化车间18个，6家
企业的项目成功获评市级智能化赋能工
程试点示范项目。

2018年以来，全区备案工业技改项
目472个，总投资162.8亿元，其中智能
化改造项目 279 个，总投资 100.66 亿
元。智能化改造项目在制造业技改升级
项目中的占比逐年增多，数量占比由
38.56%上升到 70.21%，投资占比从
46.62%上升到87.18%，全区制造企业正
加速迈向“现代制造”“智能制造”。

解读》》

1、“大数据+”基层治理
铜梁坚持“党建扎桩、治理结网”，以智能化和

大数据助推器作用，系统、整体全面推进市域社会
治理。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信息化手段，将14
个职能部门的信息资源整合到区指挥中心，打造
风险防范统一指挥、公共安全联防联治、矛盾纠纷
联动联调、应急救援综合调度等功能于一体的大
整合、大联动、大运用的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同
时集成了公共视频联网应用、社会治理网格管理、
矛盾纠纷联动联调、群众诉求“一键唤醒”等功能，
为全区社会治理、平安建设、网格化服务管理、矛
盾纠纷化解提供智能化支持。

2、“大数据+”政务服务
铜梁在全市率先推出的政务服务智能“秒办”

服务，通过“智能生成申报材料、智能预审、智能审
批”，智能“秒办”逐步实现“机器换人”，通过数据

“跑路”，精简或取消身份证明类材料，自动获取、
复用相关信息，减少申请人信息填报的数量，实现
从材料生成、材料流转、材料签署及归档管理无纸
化操作，即审即签，秒间速达，大大提升了办事效
率，打破了时间空间限制，同时，通过智能预审，对
材料不规范、漏填、错填等情况当场修改或补齐，
大幅减少群众网上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被驳回，
而耽误办事时间的现象。

3、“大数据+”应急管理
铜梁区打造应急指挥系统，运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方式融合打造应急管理“一张图”，实现
防灾减灾救灾“一张网”。集合应急管理基础、视
频、隐患治理三大数据库，储存了12大类、1800处
基础信息，覆盖了全区重点企业、森林防火、水旱
灾害、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力量等数据。实现了安
全生产、自然灾害智能预警，应急队伍、救援物资
精准调配，抢险救援、应急处突迅速高效。

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数字乡
村建设，近日，铜梁出台《铜梁区数字乡村设计方
案》，决定在有条件的地区，集中力量打造一批代
表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村庄、数字产业园区、数
字社区、数字农户。

据铜梁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设
计方案包含数字龙乡、数字龙乡·玉皇村 2 大平
台。在数字龙乡平台基础上，具体以村为单位进
行村级数字化平台建设。各个平台包括“多”个终
端应用+“5”大应用板块+“N个智慧应用场景。其
中“5”大应用板块具体包括乡村资源、乡村规划、
乡村产业、乡村治理、乡村服务等。

聚焦产业服务保障
强基础提升强支撑，营商发展环境指数持续优化

近日，铜梁高新区重庆鹿享家科技有
限公司车间内，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据
了解，该公司是中国智能锁领军企业——
云丁科技的子公司，于2018年落户铜梁
高新区，仅8个月时间就实现投产，下线了
首台“铜梁造”智能门锁。

推动智能制造产业阔步前行。从工
业项目落地开工到投产见效，当好“店小
二”只是铜梁聚焦产业服务保障的一个缩
影。

近年来，为加速大数据智能化塑造产
业新格局，从基础设施配套到政策扶持，
从订单接洽再到人才需求为企解难等多
方面，铜梁都给予企业大力支持，并为企
业提供优质、高效、贴心的服务。

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目前铜
梁全区已累计铺设光纤网络4万余公里，
实现了光纤网络城区全覆盖，光纤到楼接
入速率达到1000Mbps，宽带用户平均接
入速率超过1000Mbps；累计建成5G基
站1200余个；在西南地区（地级市）率先

打造能源大数据中心，实现“水、电、气、
油”等行业数据以及汛情、金融等相关数
据的归集和管理，累计获取近10年各类
数据2000余万条，为企业升级改造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在围绕企业发展解难方面，铜梁建立
帮扶企业长效机制，落实企业服务专员制
度、科技联络员制度切实解决企业在创新
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目前，通过走访企业、企业服务直通车
APP等方式，共收集到369家企业问题
209件，已解决192件。

好政策、好服务、好环境给企业带来
了满满的获得感，同时提振了企业家们的
信心。

截至去年底，全区高新技术企业、科
技型企业分别增长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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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应用
加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链接》》

乡村赋能，数字龙乡在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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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智能制造产业园 摄/马良叙

重庆精鸿益智能化车间机器人正在高速运转 摄/张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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