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港产城融合
打造工业强镇

依江而生、依江而兴，汉唐时期朱沱
镇就是远近闻名的水码头，是长江边一
个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地。

古往今来，江水奔腾，随着时代变
迁，朱沱镇往日的热闹场面不再，但长江
这条“黄金水道”带给朱沱镇的活力，依
旧涌动不息。

凭借黄金水道流经镇内15公里的天
然优势，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黄金机遇，朱沱镇以产城融合为重点，
大力促进镇、园、港协调发展，努力建设
长江上游地区的滨江重镇，打造“长江进
入重庆后的首个临港新区”。

港产城融合、镇园港互动，以此为发
展思路，朱沱镇大力推动以工业为代表
的产业蓬勃发展。经多年深耕，位于朱
沱镇的永川区港桥产业园已初具规模，
主要发展纸及纸制品、木及木制品、新材
料、物流及市场、智能制造五大产业。

截至目前，园区已入驻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160余家，建成区面积近12平方
公里。2020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202.76亿元，同比增幅12.41%。今年上
半年，园区完成工业产值120.5亿元、同
比增幅36.4%，新引进项目40个，投资
10亿元以上项目2个，累计出让工业用
地887亩，在建厂房超20万平方米，新增
产业工人961人。

港桥产业园区的快速成长聚集了充
分人气，为朱沱镇城区的加速发展奠定
了基础，助推产城融合的力度持续提升。

与此同时，正在扩建升级的朱沱港
建设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近年
来，作为国家级进境木材口岸的朱沱港，
是重庆长江上游川渝黔交界河段唯一可
停靠千吨级船舶的港口，年货运吞吐能
力达8万标箱，已逐步向现代物流港转
型。未来，朱沱港将建设4个3000吨级
多用途泊位、1个商品汽车滚装专用泊位
及相关配套设施，形成集散装、集装箱、
滚装等全功能码头。

如今的朱沱镇，已经从传统“水码
头”华丽转身为永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四大重要阵地之一，成为永川与周边
区县抱团发展、促进成渝地区中部崛起
重点规划的南部港桥新城，被视为永川
融入“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载体。

挖掘自身优势
特色农业优质高效

去年9月，在朱沱镇举行的“龙眼丰收
节”上，该镇获得“国家晚熟龙眼标准化示
范区”授牌。

身为传统的农业大镇，除了新兴发展
的工业，朱沱镇的农业发展特色鲜明。据
了解，朱沱镇至今已有100多年的龙眼栽培
历史，被誉为纬度最北端的龙眼之乡。“朱
沱龙眼”有显著的晚熟优势，因肉厚核小、
个大皮薄、风味独特，已被国家农业部鉴定
为优质水果。

多年来，通过不断培育壮大，“朱沱龙
眼”发展出储良、蜀冠、水南一号等近10个
优质龙眼品种，并通过“龙头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农业大户+家庭农场”的农业发
展模式，开发出龙眼果酒等衍生产品，提升
了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周边村民进一步增
收。

不仅如此，朱沱镇重点打造晚熟龙眼
基地和优质水稻基地两大特色，逐步壮大
荔枝种植规模，加快构建起现代化、高效化
的沿江特色产业示范带。

“我们用‘园区的模式建农业’，以山水
田林路综合整治为抓手，大力实施基地式
布局、园林式建设，科学规划特色基地的生
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已取得初步成效。”朱
沱镇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朱沱镇水稻种植面积已达5万
亩、龙眼种植面积达3万亩，国家晚熟龙眼
标准化示范区建成并通过验收，荔枝、蜜
柚、枇杷及无公害蔬菜等生态农业项目势
头喜人。

下一步，朱沱镇将深入挖掘沿江产业
的优势潜力，力争按市级农业产业园标准
建设朱沱龙眼荔枝现代化产业
园。同时，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一体化发展为契
机，积极规划打造融合
朱沱、松溉、何埂 10
万亩龙眼，合江 20
万亩荔枝的共计30
万亩沿江龙眼荔枝
产业带，发展沿江
休闲观光产业，建
设优质龙眼荔枝核
心区及拓展区。

精雕细琢环境
建设宜居宜业家园

产业兴 生态美 百姓富

漫步朱沱，走到朱沱镇水果街片区，平
坦干净的街道、规划整齐的摊位，层层绿荫
下是往来有序的人群，叫卖声、交谈声、欢
笑声，加上树上声声鸟鸣，一派生机勃勃的
景象。如此繁华景象，让人很难将其与过
去老旧的农贸市场联系起来。据悉，该片
区总投资约500万元，累计拆改地面5100
平方米、铺装石材8000平方米，新修集市
棚3座、树池155米、数个室外小品，彻底改
变了该片区脏、乱、差的旧面貌，为居民提
供了舒适整洁的购物环境和生活环境。

行至二郎山与四望山交接处的郎望
路，蓝白相间的崭新护栏、笔直挺拔的行道
树、铺满透水砖的人行道……开敞、靓丽的
街景叫人眼前一亮。走进修葺一新的观景
台，满眼均是翠绿，俯视望去，美丽山河映
入眼帘，恰是一幅自然天城的绝美景观画
卷。与之前相比，郎望路沿线治理了护坡、
扮靓了观景平台、丰富了绿化，港桥工业园
区与城镇结合段景观得到全面提升，得到
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作为协同四川毗邻地区融合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永川区是构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中部崛起增长极主战场之一。这也
意味着朱沱在大力发展产业的同时，还必
须做好“城区”这篇文章，真正实现“港产城
融合、镇园港互动”。

在永川区委、区政府指导下，朱沱镇充
分利用每年特色小城镇补助的1000万元
资金，大力推进以完善园林绿化、完善人居
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环境综合整治。

近几年，已累计完善绿化85000平方
米、铺设人行道路73000平方米，修建停

车场2个、公交站台11座，新建
了小岩子公园1个、广场2

个、公厕3座，安装路灯
320盏、监控120个，统
一安装门市雨棚140
个。通过一系列的
环境综合整治，城
镇功能日臻完善，
城区面积逐年拓
展，城镇品质不断
提升，逐步实现了
风景美、生态美、生
活美。

永川朱沱镇永川朱沱镇 绘就特色小镇多彩画卷绘就特色小镇多彩画卷
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在朱沱镇综治中心的会议室大屏幕
上，高清、实时的监控画面将全镇多地实况
一览无遗。农贸市场、主要干道、停车场、
公园和广场……24小时全时段监控、覆盖
区域声音获取，构建起全覆盖治安防控网。

依托大数据手段、智能化终端、信息化
平台，朱沱镇在全区率先启动综治中心建
设试点建设，旨在运用高新技术，以社会创
新管理业务为依托，将全镇划分为156个
网格进行网格化管理，实现了对区域内人、
地、事、物、情、实有单位的直观管理，并建
起纵向覆盖由镇到村（社区）直至网格单元
的三级管理体系。

目前，朱沱镇综治中心已接入“综治云”
视频监控、电信“平安数字乡村”视频探头、
雪亮工程治安监控、高空球型摄像机等视频
资源5000余个，为镇综治中心提供日常巡
查、应急指挥、分析研判等功能提供了支
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套系统不仅实现
了朱沱镇域内的实时调度，更进一步搭建起
永川、泸县、合江跨区域联动，可实现边界地
区远程接访、矛盾联调、研判会商。

“近年来，我们在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高
品质生活示范区总体目标引领下，坚决按照
高起点、高标准打造永川南部副中心。”朱沱
镇相关负责人说，“遵循综合开发、配套建设
的原则，我们先后投入2亿多元，按照可持
续发展的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地推进道路
交通、市政设施、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
步改善朱沱镇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和投资
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而今，朱沱城镇面貌焕然一新。先后
打通了城镇道路“动脉”，延伸了安居大道
和行政大道，完成天龙路通车、老十二中至
长江路大滚子转盘道路整治，交通瓶颈得
到解决，城镇发展空间更加广阔；疏通了城
镇排水“经络”，建成区具备了较为完善的
污水处理系统及排水系统；畅通了城镇拓
展“穴位”，成功以房地产开发为突破口，加
快城区拓展，全面推进城镇建设步伐；丰富
了城镇生活“肌腱”，辖区驻镇单位、学校、
医院、商圈样样俱全，老旧小区“华丽变
身”，居民生活质量和便捷度大大提高。

下一步，朱沱镇将重点做好加强产业
支撑、加强整体提升、加强功能升级、加强
城市拓展、加强城镇功能标准化统筹五方
面工作，着重提升永川南部副中心的整体
功能。

贺娜 詹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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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沱古称汉东，唐代置
县，因康熙年间朱姓移民众
多，且长江在此形成一深泓
回水沱而得名。这里地处
永川区南部之门户，东与江
津隔江相望、西南与合江和
泸县接壤，自古便是长江水
道的重要码头和货物集散
地。

而今，由于地理位置优
越，朱沱镇成为永川融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
前沿阵地，也是建设“双城
经济圈”泸永合作的黄金连
接点和重要支点。紧紧围
绕“永川南部副中心”和“长
江进入重庆后的首个临港
新区”的定位，朱沱镇以“港
产城融合、镇园港互动”为
发展思路，“以高水平规划
引领高品质城市，以高品质
城市承载高质量发展”为工
作方向，健全城镇功能，提
升城镇品质，让群众真切感
受到发展的速度与温度。

近年来，朱沱镇先后荣
获重庆市中心镇、商贸强镇
及全国重点镇、全国特色小
镇等称号，成功入选重庆市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试点镇。

宜居朱沱宜居朱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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