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2021年 12月27日 星期一
责编 胡东强 盛志信 美编 张雪原

走好赶考路走好赶考路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聚焦区县党代会·大足

打造国际文旅名城、特色产业高地、城乡融合示范

做靓享誉世界的文化会客厅
建强链接成渝的“两高”桥头堡

12月 26日，中国共产党
重庆市大足区第三次代表大
会召开。

会议提出，今后5年，大
足将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
群”协调发展，加快做靓享誉
世界的文化会客厅、建强链接
成渝的“两高”桥头堡，全力做
好“国际文旅名城、特色产业
高地、城乡融合示范”3篇大文
章，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综
合实力、创新活力、辐射能力，
奋力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
幸福新大足。

12月21日晚，由中国网与大足区委、
区政府联合推出的大型实景文化类深度访
谈节目《似是故人来》大足石刻篇，在中国
网、江苏卫视、B站、爱奇艺、新浪微博、百家
号、视频号、头条号等平台同步播出。大足
石刻再度向世界展示了自己无穷的魅力。

北敦煌，南大足。如果说敦煌是中国
石窟艺术的至高起点，那么大足则演绎了
中国石窟艺术的再度辉煌。于大足区而
言，大足石刻无疑是最为闪亮的那张城市
名片。

过去5年，大足牢记嘱托、护文物、重传
承，文旅融合加快发展。把大足石刻的保
护研究利用作为全区发展的“一号工程”，
全域建设大足石刻文化公园。《重庆市大足
石刻保护条例》颁布施行，《大足石刻全集》
出版发行。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金沙遗址
博物馆等地成功举办系列大足石刻特展。
大足石刻首次进入国家统编历史教材、获
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新地标”。

未来5年，大足将聚焦国际化，全力推
进国际文旅名城建设。擦亮大足石刻金字
名片，以世界遗产的高度与全球对话，坚持

高点定位、等高对接、国际引领，加快打造
国际知名旅游地、世界知名研究院，全力做
靓近悦远来、享誉世界的文化会客厅。

为实现这一目标，大足将全域建设大
足石刻文化公园。坚持“文旅+”，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旅游与各行业深度
融合，将大足石刻文化公园打造成为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的重要引领、川渝石窟寺国

家遗址公园的重要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的重要基地、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
重要载体，推动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成功创
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同时，围绕“文物保护的样板、传承利
用的示范、文旅融合的标杆”目标，持续提
升大足石刻保护研究利用水平，不断强化
国际旅游宣传营销。

今年1月，大足正式跻身“全国卫生
区”。又一枚含金量十足的城市名片花落
棠城。

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区，成为大足提质
提速搞建设、优管理，城市品质全面提升的
生动注脚。过去5年，大足城市建成区面积
由36平方公里扩大到54平方公里，城镇人
口达到5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1%。全区
建成多处高品质公园。交通加速建设，群

众出行更加便捷。9个市级贫困村全部出
列，28420 名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摘
帽。袁隆平院士的“禾下乘凉梦”在大足成
为现实。获评“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农房改造提升工作
获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

未来5年，大足将秉持以人为本，扎实推
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围绕国际化、绿色化、智
能化、人文化，扎实推进城市提升，促进经济

发展和人口集聚，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不
断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

统筹山水城、产城景关系，系统重构城
市、人口、产业布局，推动“一中心三组团多
节点”协调发展、向心发展。稳步扩大市区
人口规模，力争城市人口、建成区面积分别
达到70万人、70平方公里以上。

大足将高起点规划建设大足石刻文化
公园新城。以高铁大足石刻站为基点规划
核心区约5平方公里、拓展区约28平方公
里，建设站城一体、产城景文融合发展的

“未来城市封面”，打造山水人文之城、智慧
创新之城、开放枢纽之城、美丽幸福之城。

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坚持以人为本、
“三生”融合，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
节，下足“绣花功夫”，致力建设“三生（生
产、生活、生态）”最优空间、“四宜（宜居、宜
业、宜游、宜乐）”高品质城市，让城市既有

“高度”又有“温度”。
同时，大足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努力

把乡村建成人们向往的美好家园。持续推
进乡村“五大振兴”，全面促进农业高质高
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努力实
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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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引领 打造特色产业高地

过去5年，大足经济实力显著增强。预
计今年GDP是2016年的1.6倍，年均增长
8%；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3.7%；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6%。

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得益于大足特
色产业集群的不断壮大。在此基础上，大
足锁定了打造特色产业高地的目标。

大足打造特色产业高地，在整个产业
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工业无疑是核心
支撑。未来5年，大足将围绕特色化、集群
化、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持续发展五
金、汽摩、智能、静脉、锶盐、文创等特色产
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力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力争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1700亿元，工业总产值突破2100亿元。

建强做优发展主平台。推动产业园区
特色化、差异化高质量发展，实施园区扩容
提质行动，持续完善园区生产生活配套，坚
持“亩均论英雄”，不断提升园区集聚能力
和产出效益。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着力补链强
链、聚链成群，一手抓传统产业、现有企业
转型升级、高端嫁接，实现“脱胎换骨”；一
手抓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培育发展，实现

“强筋壮骨”。打造五金产业集群、汽摩产
业集群、智能产业集群、静脉产业集群、文

创产业集群。同时，建设大健康产业基地，
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引育并举强化企业支撑。坚持企业为
本、服务至诚，加快“引”的节奏、提高“落”
的实效、释放“培”的效应，全力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实现新跨越。

在打造特色产业高地的征途中，大足
将深刻把握“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刻内涵，
坚持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创
新活力，让创新成为大足鲜明的城市特
质。以观念创新开创发展新局面，以科技
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以改革创新激发内生
动力，以环境创新厚植区域发展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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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 争创城乡融合示范

盛泰光电有限公司

链接》》

大足未来5年

成渝高铁列车从大足南站成渝高铁列车从大足南站
飞驰而过飞驰而过

大足黑山羊大足黑山羊

大足石刻博物馆

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
全区GDP突破1000亿元，壮大五金、汽摩、智

能、静脉、锶盐、文创等特色产业集群，旅游、物流、金
融等现代服务业加速集聚，农业现代化、品牌化不断
发展，打造硒锶产品等全国知名品牌。双桥经开区、
大足高新区、大足石刻文创园分别创建成为国家级
经开区、国家高新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城
市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功能更加完善，建设一座独具
魅力的“双70”城市，建成城乡融合发展先行示范
区。

文旅名城彰显新形象
全面加强大足石刻保护研究利用，大足石刻研

究院创建为世界知名研究院；全域建设大足石刻文
化公园，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建成国际知名旅游地。

创新能力得到新增强
全社会R&D投入占GDP比重超过全市平均水

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10%，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数量分别达到300
家、1600家，建成全市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产业升级实现新突破
统筹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工业转型升级、服务业

振兴繁荣，聚焦战略重点，提升传统产业，做强优势
产业，布局新兴产业，构建多元支撑的现代产业体
系，建成全市重要的智能产业基地、中国西部石刻文
创产业基地、世界锶盐新材料生产基地，建强中国西
部五金之都。

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成果，政

府管理职能实现深度转变，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降
低，营商环境显著优化，企业、群众办事便捷度和满
意度明显提升。开放合作取得显著成效，成为主城
都市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协同发展开创新局面
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

区两群”协调发展，桥头堡城市作用进一步彰显。与
重庆中心城区同城化取得重大进展，大（足）铜（梁）
新区、资（阳）大（足）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大（足）安
（岳）农业园区等建设积极推进，建成川渝协作示范
区。

生态文明展示新进步
水、大气、土壤、生物等环境质量持续提升，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取得明显成效，生态文明制度机制更
为健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形成，让大足
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优质均衡的公共服
务体系基本形成，全覆盖可持续社会保障体系更加
健全，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弱有所扶。

治理效能获得新提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民群众思想

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
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社会更加
公平正义，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提升。

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
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内政治生活更加严

格规范，高素质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全面加强，基层党
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全面提高，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
切，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更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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