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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丹梅

10月12日，万州机场2021年旅客
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刷新了万州机
场旅客吞吐量同期纪录。

10月17日，万州经开区11个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达40.27亿元，涉
及粮油加工、仓储物流、食品医药、绿色
照明等多个领域。

万州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和“一带一
路”重要节点，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东向开放门户，也是渝东北三峡库区城
镇群的中心城市。近年来，万州区大力
提升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努力在生
态优先上当示范、绿色发展上当标杆，迈
出了加快建设“一区一枢纽两中心”（即
打造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全
国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提升区域中心
城市功能和建设三峡库区经济中心）的
坚实步伐。

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底色

今年8月，万州区“有机农业产业
化100万头生猪生态养殖项目”建设
任务完成，不但实现了新增100万头
生猪产能的目标，也为探索“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绿色发展之路打下了
坚实基础。目前，该区正加快建设50
万吨饲料厂、200万头生猪屠宰加工
厂、20万吨生物有机肥厂，未来将真正
形成种养互补、全链循环的百亿级产
业集群。

万州以提升全域水质为中心，大力
发展智能循环型工业、山地高效型农业、
集散融合型文化旅游业、绿色智慧型物
流业、休闲养生型大健康业、功能共享型
金融业，着力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
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

今年8月23日，万州经开区与施耐
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签约，投资建设
万州绿色智造赋能中心，建成后将为工
业企业提供创建零碳工厂、零碳供应
链、数字化工厂和智能化工厂的整体解

决方案，为万州及渝东北企业绿色低碳
智能化发展赋能。

在万州经开区九龙园，华歌生物生
产的氯气可作为吉沅环保公司的原料，
湘渝盐化产生的煤灰、煤渣可作为明
邦建材加工透水砖的原料，氯化钠可
作为华歌生物生产盐酸的原料……智
能循环型工业体系已具雏形。

目前，万州正加快构建以绿色照
明、智能装备、新材料、汽车、食品医药
等为重点的智能循环型工业体系。

开启铁公水空立体交通网络
“加速度”

10月13日，万州机场告别2400米
跑道，跨入2800米跑道双向起降时代，
正向区域性枢纽机场迈进。近年来，万
州扩机场、建高铁、强公路、畅水运，一
个贯通铁公水空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加
快成型。

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01.05公
里，万梁、万开、万云、万忠（南）、万利5
条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使万州实现与
周边接壤区县1小时通勤……目前，万
州“一环五射”高速公路网基本形成。

渝万高铁动工开建，郑万高铁万州
段铺轨完成通车在即，新田港铁路集疏
运中心项目、渝万高铁和成达万高铁相
继开工……截至目前，万州铁路运营总
里程达到157公里。

水运方面，去年底，国内首单“铁江
联运一单制”试点船舶抵达万州港江南
集装箱作业区；今年6月，沪渝直达快
线万州—上海班轮首航，万州港“水水
中转”集装箱班轮正式开行……如今，
万州全区港口货物吞吐能力达4000万
吨，集装箱年吞吐能力达70万标箱，已
形成南岸以新田港为主、北岸以三峡综
合物流枢纽为主的南北双枢纽。

通过积极构建连南接北承东贯西
的全国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加快推进
郑万、成达万、渝万、渝西等高铁，万达
直线等高速公路，新田港二期工程和万

州机场改扩建等项目建设，未来，万州
将形成以“二环九射”高速公路网、“七
高八普”铁路骨架网、“二客六货”港口
发展格局和4E级干线机场为支撑的立
体综合交通物流运输体系，基本建成全
国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

打造具有区域引领带动效力的
中心城市

近年来，万州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等
重大战略机遇，着力提升区域中心城市
集聚辐射能级，建设三峡库区经济中
心。

如何建设服务辐射渝东北三峡库
区城镇群的区域中心城市？

“北拓、南进、中优”——这是万州
围绕打造“双两百”（即城区人口 200
万、城区面积 200 平方公里）大城市工
作目标。其制定的城市拓展计划，包括
高起点、高标准规划江湾新城，将其打
造成为独具巴渝特色的山水之城、国内
一流的滨水新城；围绕“高铁北站”做大
北部高铁城市极核，培育高铁枢纽经
济，打造服务区域的商贸创新门户；发
挥新田港带动作用，强化港产联动、产
城融合，做强南部产业集群等，城市集
聚辐射力正日益凸显。

万州区还充分发挥领头担当和引
领驱动作用，做强“三峡制造”“三峡农
业”“三峡旅游”等区域品牌，带动渝东
北及三峡库区相关产业发展，加快建设
三峡库区经济中心，共同打造川渝地区
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和东向经济增长
极。

立足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
和万开云同城化发展，目前，万州区与
达州、开州集中优势共同培育了化工新
材料，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3个区域
产业集群；与开州、云阳培育汽车、智能
装备等六大绿色制造产业集群和经果
林、生态猪等五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高质量发展之路正越走越宽。

生态优先上当示范 绿色发展上当标杆

万州加快建设
“一区一枢纽两中心”

□本报记者 王翔

“这几年，我们为降低生产能
耗，实现低碳环保，不断对生产线进
行改造和升级，已累计投入上千万
元。”10月19日，在开州区千能实业
的智能化生产线上，一件件汽车配
件流水般被生产出来。随着生产线
改造升级，该企业不仅大幅提高了
生产效率，还降低了能耗，减少了污
染，实现一举多得。

近年来，开州区始终把工业作
为生态发展、绿色发展的主战场，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加快构筑绿色
产业体系。今年上半年，开州区累
计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73.7亿元，同
比增长33.5%，比2019年上半年增
长40%，两年平均增速35%。

找准定位，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今年3月，重庆德凯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新投资建设的大数据通信
5G及以上高速覆铜板项目在开州
正式投产。

德凯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和国家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是目前中国西南片
区最大的覆铜板和半固化片专业生
产厂家。公司先后获国家工信部小
巨人、重庆市中小企业隐形冠军等
称号，是三星Mini LED屏及全球
最大的光伏企业SolarEdge、施耐
德Schneider的材料主供应商。项
目达产后，可年产覆铜板600万张、
半固化片5000万平方米，年产值可
达6.5亿元以上。

近年来，开州区围绕自身资源
特点和产业基础，聚焦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修改完善了全区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意见及四大主导产业实
施意见，大力扶持电子、鞋服、食品、
医药等低耗能、高科技含量产业发

展，低碳工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占
比逐年提高。今年上半年，开州区
累计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73.7亿元，
同比增长33.5%，比2019年上半年
增长40%，两年平均增速35%。

数字产业赋能，助推工业智
能升级

10月20日，在开州区的紫建电
子数字化车间，生产线一片忙碌，十
多台自动卷绕机紧张作业，机械臂
有序运转。

“我们在产品研发和生产环节
同步实施智能化升级，今年推出的
快充高端产品受到市场热捧，同时
智能化改造也让产线效率提升三四
成。”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
监梅红建告诉记者，多重因素作用
下，如今企业已成长为穿戴设备锂
电池行业内领先企业。

近年来，开州区以大数据智能
化为引领，创建一批工业技术研发
创新平台，实施一批智能化改造、技
改扩能、产品开发、质量提升、品牌
培育、节能减排重点项目，传统产业
改造提升的力度加大，工业优化升
级的步伐不断加快。

截至目前，开州区累计实施数
字化、智能化改造项目60个，研发
投入占比达到1.2%，建设“市级数字
化车间”3个，新增独立法人研发机
构8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2个，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达51家、市级以上
专业研发机构达38个。积极推进
智能化柔性生产、企业智能化改造、
供应链网络化协同管理、个性化定
制、服务化延伸等五大新模式应用，
完成工业互联网项目10个，工业上
云企业157家。

同时，围绕全市“芯屏器核网”
重点产业链，发展锂电池、覆铜板、
集成电路、液晶显示屏、智能终端，

“屏核端网”的产业链雏形基本形

成，先后引进任达通科技、名赫电
子、颐高数字、智客物联等企业34
家，紫建电子拟在深交所上市，德凯
实业被认定为国家重点“小巨人”企
业和重庆市“隐形冠军”。

突出生态产业，助推工业绿
色升级

“这是我们一次性投入200多
万元，购置的两台布袋除尘器，用
来收集车间粉尘。”10月 20日，重
庆日报记者在开州区欧华陶瓷生产
车间看到，车间里空气清新，丝毫
没有传统陶瓷企业生产时的粉尘困
扰。

“布袋除尘器不仅降低了粉尘
对大气环境的污染，还能使粉尘得
到再利用。”欧华陶瓷副总经理熊
成洪算了一笔账，两台机器一年可
以回收利用 1800 多吨粉尘，减少
排放量达 56 吨，节约成本 6 万多
元。

近年来，开州区大力推动工业
绿色升级，先后淘汰关闭了小水
泥、小纸厂、小煤矿、烟花爆竹、烧
结砖瓦窑等84家落后产能企业，清
理出局规上僵尸企业43家。大力
推动重点耗能企业节能减排，建成
国家级绿色工厂和市级绿色工厂各
1家。

同时，开州鼓励企业进行资源
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
开州水泥、星星套装门、欧华陶瓷、
双兴能源、鹤众工贸等10余家企业
利用火电厂粉煤灰及脱硫石膏、桔
干枝丫三剩物、废旧矿物油等实施
资源综合利用；白鹤电力、欧华陶
瓷、天致药业等企业实现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和废水处理回用。开州区
资源集约化利用程度逐步提高，区
内工业总能耗逐步下降，“十三五”
期间，全区综合能耗年均下降率5%
左右。

聚焦绿色低碳 以工业为主战场

开州构筑绿色产业体系
推动转型升级

万州平湖美景。 通讯员 桂本运 摄/视觉重庆 紫建电子的锂电池装配车间内，工人正在作业。 （开州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