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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7日是春节后上班第
一天，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市委副书
记、市长胡衡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市委副书记吴存
荣等市领导分别带领相关部门负责
人，集中调研我市重大项目和重点企
业。

在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及
第四跑道工程施工现场，建设工人们
正紧张作业，一片忙碌的场景。胡衡
华听取我市民用机场体系构建、重庆
新机场前期工作等情况汇报，了解工
程建设进度，对项目春节期间不停
工、节后迅速有序复工给予肯定。他
走进项目指挥中心，通过智慧化管理
系统察看工地、人员管理等情况，向
大家致以新春问候，叮嘱建设单位做
好服务保障，让工人安心工作。胡衡
华说，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稳投资就
是稳增长。要深入推进“抓项目稳投
资”专项行动，抓好基础设施投资放
量、工业投资提质增效，切实稳住经
济基本盘。今天是虎年开工第一天，
开工就要有个好状态。要只争朝夕、
奋勇争先，以生龙活虎的干劲，抓好
成熟项目开工，加快在建工程进度，
做好前期工作和项目储备，形成更多
工作实物量。胡衡华来到OPPO（重
庆）智能科技公司、重庆翊宝智慧电
子装置公司、旭硕科技（重庆）公司，
走进智能化生产线，察看消费电子产
品展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
新等情况，希望企业紧盯市场需求，
开发更多新产品、高端产品，不断做
大做强。胡衡华强调，各级各部门要
加强统筹调度，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
设、企业生产中的困难问题，强化要
素保障，支持企业增资扩能和智能化
改造，营造抓项目稳投资的浓厚氛
围，确保重大项目安全高效推进、各
类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做到开局就发
力、起步就争先，为实现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副
市长陈金山参加调研。

张轩赴巴南区、南岸区调研重大
项目和重点企业。轨道交通18号线
计划于2023年5月建成通车，今年春
节假期项目没有停工。在一期李家沱
复线桥项目现场，张轩指出，要建设四
网融合、互联互通的轨道网络，不断提
升公共交通的便捷性、可达性和线路
运转效率，形成分工合理、衔接顺畅的
多向出渝大通道，强化保障措施，始终
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确保重大
交通工程项目按时开工、如期完工。
在重庆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轩
了解节后生产、用工招聘、市场开拓等
情况，希望广大企业在新起点上展现
新作为，以实干者的姿态展现新担当，
坚定信心、开拓创新，攻坚克难、锐意
进取，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努力
把企业做优、做大、做强。她表示，政
府将一如既往地帮助企业解忧纾困，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副市长陆克华参加调研。

王炯前往渝北区和江北区调研重
大项目和重点企业。在重庆再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王炯详细了解企业开工
和发展情况，得知该企业坚持自主创
新，发挥在“干净空气”和“高效节能”领
域优势，已形成全产业链发展格局，王
炯给予肯定，希望企业抓住“双碳”目标

带来的机遇，进一步做大做强。来到轨道15号线1期西南政法大
学站项目所在地，王炯了解该项目大数据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以及
安全生产、员工关怀举措等。王炯强调，城市发展、交通先行，轨道
建设对城市提升非常重要，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中，一定要保质
量、保安全、保进度。在重庆海尔产业园，了解到企业由传统工厂
向数字化工厂成功转型，在疫情中仍实现高增长，王炯表示，重庆
是制造业重镇，我们要营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
发展。副市长胡明朗参加调研。

重庆水泵厂有限责任公司正月初五就恢复了生产，高端泵
产品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企业正朝着智能制造“小巨人”目
标冲刺。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各条生产线已全面开工，今年
将在做强拳头产品和加强新药研制方面双向发力。吴存荣详细
了解两家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希望企业拿出“勇攀行业顶峰”的
劲头，持续强化企业体制机制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攻关力
度，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轨道交通10号线大礼堂站项目春
节期间坚持施工，预计今年3月底主体结构封顶。吴存荣实地查
看施工现场，叮嘱施工方严把质量安全关，守好疫情防控线，为
一线职工做好服务。吴存荣要求相关部门和区县为企业发展和
项目建设服好务，推动全市经济实现“开门红”。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鸣赴涪陵区，走访调研了重庆万凯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石化涪陵页岩气田2022年产能建设项目、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等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详细了解企业产
品效益，希望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强到
长寿区实地调研30万方/年硅基气凝胶复合材料项目建设推进情
况，到重庆奕翔化工有限公司和重庆望变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调
研节后开工复产情况，督导企业坚持安全生产。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李静前往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弗迪电池有限公
司、西部（重庆）科学城先进数据中心项目实地调研，帮助企业纾困
解难，指导重大项目顺利推进。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莫恭明来
到万州区北部新城新型城镇化PPP项目、重庆三峡公共卫生应急
医院、重庆湘渝盐化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等
地，调研项目建设进度、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彭金辉前往大渡口区和九龙坡区，调研了中元汇吉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西南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轨道18号线奥体站项
目，详细听取情况介绍。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段成刚前
往两江新区和北碚区，实地调研两江新区龙兴足球场项目以及重
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副市
长郑向东前往永川区规划展览馆、重庆文理学院、重庆新泰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重庆永川综合保
税区建设现场等调研。副市长蔡允革前往江津区，实地调研群光
电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重庆龙煜精密铜管有限公司和轨道交
通5号线跳磴至江津段项目。

（记者 王翔 颜若雯 戴娟 罗静雯 王亚同 何春阳
周尤 陈国栋 王天翊 白麟 申晓佳 通讯员 周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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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刚

202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今年，党的二十大将召开，“十四五”处

于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在这样一个特殊
年份，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至关重要。

一年之计在于春。
2月7日，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一

次由市领导带头进行的大调研，在初春的
巴渝大地上展开。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主要领导及市委常委、副市长，分赴市级重
大项目和重点企业走访调研。开展这样一
次高规格、大规模的市领导集体调研，向外
界传递了这样一种信号——

新年，拿出更加饱满的精气神，以更加
昂扬的斗志，在抓项目、促复工、稳增长上
持续发力，干出更大成绩，确保一季度经济

“开门红”“开门稳”，不断开创全市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抓项目，抓企业，就是稳增长

2021年，重庆市级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4093亿元，超出年度计划15.8个百分点。
尤其是在重点工作领域中，科技创新、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提升、产业提升四个
板块项目分别完成投资370亿元、290亿
元、2132亿元、603亿元，分别占年度计划
的131.8%、112.4%、115.6%、110.8%，共完
成投资3395亿元。

与此同时，得益于优化营商环境一系
列举措，重庆企业整体上正在做大做强。
2021年度重庆100强企业营收总额同比增
长9.32%，总资产增长11.22%，利润总额增
长12%。

在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的推动下，
2021 年，重庆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7894亿元、增长8.3％，固定资产投资、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值、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分别增长 6.1％、18.5％、
22.8％、9.1％，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3％，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8.7％、10.6％，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迈
出新步伐，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取得新成效。

事实再次表明，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

是重庆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抓项目，抓
企业，就是稳增长。

当前，重庆面临着共建“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机遇，有众多国
家政策利好加持。当前，重庆经济与全国
一样，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三重压力。项目如同一个个样板，成为重
庆着眼未来抓机遇、精准施策促发展的重
要载体。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列出了10方面重
点工作，“全力以赴稳增长”排在首位。此
次调研正是要进一步推动聚焦重点领域，
坚持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加紧
策划推动大体量投资项目，对已确定的重
点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对在建续建项目
要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早开工、早竣工、早
投产、早见效，努力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

高耸的塔吊鳞次栉比，施工车辆川流
不息，一栋栋楼宇拔地而起。这是2月7日
记者在西部（重庆）科学城看到的景象。这
里，100余个重点项目全面实施，科学大
道、科学会堂等一批具有标志意义的项目
建设正加速推进。

科技创新是调结构、转方式的根本之
策。我市提出，今年要大力度推动科技创
新，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位于高新区凤栖湖畔的金凤实验
室，是我市为推动科技创新搭建的科研平
台，它聚焦生命健康，构建智慧病理、脑科
学与脑疾病、医学检验三大研究集群，定位
打造重庆实验室“新样板”、国家实验室“生
力军”。

记者获悉，目前，金凤实验室建设已近
尾声。至2025年，这里将通过引育一批领
军型科研人才、攻克一批引领型前沿技术、
取得一批标志性原创成果，建成具有全国
竞争力的生命健康创新策源地。未来，金
凤实验室将更多地聚焦原创性、引领性的
科学技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在重
点领域取得突破，产出更多“金凤凰”。

和金凤实验室一样，一个个如期推进
的重大项目，未来可期，催人奋进。

在渝北，轨道交通15号线西南政法大

学站，施工通道完成已进入车站主体开挖，
设备用房主体结构已经封顶，正在开展盾
构始发井建设；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
及第四跑道工程，项目累计完成投资33.37
亿元，航站楼钢结构、飞行区场道等主体工
程，已见雏形。

在渝中，轨道交通10号线大礼堂项
目，围护桩已全部完成，正在施工车站主体
结构，预计2022年3月底结构封顶。

在永川，在建的永川综合保税区是全
国第152个、重庆市第6个综合保税区，预
计将于今年6月底通过市级预验收。建成
后，它将成为川南渝西地区外贸发展的重
要平台。

在两江新区，龙兴足球场将在今年4
月底前完成外立面工程并在室内移植草
皮，场内部控制工程将在今年10月底完
成，目前外立面施工完成约70%。在2023
年亚洲杯6座新建场馆中，龙兴足球场整
体进度是最快的。

企业开工首日就满负荷生产

2月7日，中元汇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中元公司）供应链系统1200多
人全部到岗上班。

这是一家专业从事体外诊断试剂及仪
器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环节多，生产准备周
期长，不少员工来自外省市，节后开工首日
就能让员工“各就各位”并非易事。该企业
的做法是整个春节期间不断档的生产调
度。

例如，除夕当晚，为保障防疫用品的
正常发运和药物核心原料的及时供应，
中元公司安排了60多名员工值守。大年
初一，为压缩新冠抗原、核酸提取和采样
管模具开发周期，模具团队50名员工复
工生产。

此次跟随调研中，记者发现，像中元公
司这样提前准备、开工首日就恢复满负荷
生产的企业，在重庆比比皆是。

例如，由于订单充足，重庆龙煜精密
铜管有限公司大年初二就全面复工，目前
已满负荷生产；重庆水泵厂有限责任公司
大年初五恢复了生产，高端泵产品生产车
间一派繁忙景象；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各条生产线已全面开工，今年将在做强拳
头产品和加强新药研制方面双向发力。

春节期间，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只
放假一天，其余时间，3000余员工均满负
荷生产。2021年，这家企业的一期项目实
现产值71.3亿元，同比增长16.4%。二期
项目，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预计2022年6
月底竣工。

同样由于准备充分，今年1月，西南铝
公司利润突破3000万元，与去年同期相
比，超过10%，实现“开门红”。

企业复工迅速，生产不断档，一定程度
上应归功于我市大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有效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例如，在
此次调研的重庆集成电路产业展示中心，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已经建成电路产业
从设备原料-IC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
的全产业链，覆盖全市70多家重点企业及
17个区县配套商；维沃移动通信（重庆）有
限公司，是VIVO全球五个智能制造中心
之一，其重庆研发基地B项目建成后，将新
增研发岗位3000人，这里将成为集研发、
生产为一体的区域总部；依托完整的产业
链，OPPO(重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21
年在渝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84.8%，实现
产值同比增长91.4%。

“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帮助企
业解忧纾困”

“希望广大企业在新起点上展现新作
为，以实干者的姿态展现新担当，坚定信
心、开拓创新，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努力把企业做优、做
大、做强。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帮助企业解
忧纾困，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这是调研重庆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企业时，重庆相关市领导在现场作出的承
诺。

这样热情洋溢的鼓舞和掷地有声的承
诺，在各调研现场屡屡响起。

在重庆万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得
知企业食品级PET二期项目建设已进入收
尾阶段，相关市领导勉励企业再接再厉，进
一步延伸产业链；

在长寿30万方/年硅基气凝胶复合材
料项目，相关市领导指出，企业在发展过程
中客观上总会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尤其
在当前疫情影响下，问题会更加具体。各
级各相关部门要一如既往地关心企业发
展，点对点地精准服务企业需求，帮助企业
解决好某些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共同努
力把企业发展好；

在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得知
该企业坚持自主创新，发挥在“干净空气”
和“高效节能”领域优势，已形成全产业链
发展格局，市领导希望企业抓住“双碳”目
标带来的机遇，进一步做大做强；

在重庆水泵厂有限责任公司和西南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市领导表示，希望企业拿
出“勇攀行业顶峰”的劲头，持续强化企业
体制机制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攻关
力度，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在中元公司，市领导希望企业强化科
技创新，在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等方
面实现更大突破，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要强化人才培育引进，真心爱才、悉
心育才、精心用才，进一步激发人才干事
创业活力。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党
建与业务相融相促，以高质量党建引领
保障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把好安全生产
关、疫情防控关和产品质量关，推动企业
行稳致远。

在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
弗迪电池有限公司、西部（重庆）科学城先
进数据中心等调研现场，相关市领导表
示，要进一步提振信心，既要正视发展中
的困难不足，也要善于在危机中找到转
机、创造生机、把握先机，推动全市一季度
经济运行实现“开门红”。要抓住用好国
家和地方的政策机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战略机遇、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
机遇，下大力气把产业巩固发展好、不断
做大做强。

市领导在调研中还提出，要切实服务
市场主体，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急企业所
急、想企业所想。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责
任担当，加强统筹协调，精准有序做好要
素保障，积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各类企业健
康发展。

巴渝大地，春潮涌动；上下齐心，虎虎
生威。2022年开年，重庆以昂扬的姿态开
启发展新局面。

真抓实干 快马加鞭

以生龙活虎的干劲抓好重点经济工作

2月7日，西部（重庆）科学城高新大道，工人正抓紧施工。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上接1版）今年要把去年损失的时间追回
来，把落后的进度补上去，任务特别重、压
力特别大，尤其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拿出“起
跑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姿态，早谋
划、快推进，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下好
开局“先手棋”。

开局争先，要有先机意识，保持领先优
势。时间不等人，今年不少企业春节不停
工，加班加点赶进度，还有不少企业“放假不

放松，开工即冲锋”，为我市新年开新局抢占
了先机。抓项目谋发展，要开局就是新状
态，要有等不了、拖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
要牢固树立“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
是晚”的时间观念，拿出时不我待、事不过夜
的劲头，明确“作战图”、细化任务表，通过自
我加压，挂图求突破、按表干在前，确保时时
事事早着手、快行动，先人一步。

开局争先，要以行动说话，干在实处。

开局争先需要行动派、实干家，最忌观望
者、“摸鱼”人。昨日，市领导走访调研的项
目主要集中在交通领域，走访的企业主要
集中在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这
些项目、企业对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
全局性、引领性意义。市领导亲临一线督
战、服务，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攻坚推进项
目建设全面提速，有利于带动全市各级领
导干部干字当头，以全力争取“开门红”为

契机，抓好重点项目、重点工程、重点产业、
重点企业，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完成我市全年发展的
目标任务。

任何观望和拖沓，任何消极和懈怠，都
会贻误战机。只有拿出新状态，“干事争朝
夕，落实尽精微”，才能开局跑出“加速度”，
开门见到新气象，力争一季度实现“开门
红”、全年赢得“满堂彩”。

2月7日，重庆翊宝智慧电子装置有限公司，忙碌的生产线。
记者 熊明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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