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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立足市委、市政
府赋予的“彰显‘三个重要’的
百万人口战略支点城市”定
位，涪陵打响了“加快建设‘三
高地三示范区’”的发令枪。
其中，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既
是建设“三高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建设“三示范区”的
基础所在。

对于工业发展的甜头，涪
陵从不陌生。早在上个世纪
90年代，涪陵工业经济的主
导地位越发明显，2017年以
来，工业发展更是突飞猛进。
2021 年 ，涪 陵 GDP 达 到
1402.74亿元，实现工业增加
值619.66亿元，工业增加值
占全区GDP的43%；实现规
上工业利润201亿元，居全市
区县第一；工业税收贡献了全
区总税收的七成。

工业挺起了涪陵高质量
发展的脊梁。与城市发展同
步共频，“工业基因”“工业情
结”也深深融入了这座城市的
血脉之中。

目前，涪陵已经形成材
料、装备制造、清洁能源、消费
品、生物医药、电子信息6大
支柱产业。今后，涪陵将继续
围绕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从推进支柱产业强链
补链、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培
育壮大新兴产业、提供企业发
展保障等方面齐头并进，谱写
涪陵工业新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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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支柱产业壮大
增长曲线持续上扬

近日，在华晨鑫源重庆汽车有限公司宽阔的厂区内
和厂外的公路两旁，一辆辆新下线的车辆排着长龙，停
靠得整整齐齐，场面蔚为壮观。据介绍，公司微型汽车
产品销量在全国细分市场名列前茅，部分产品远销意大
利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产值突破200亿元。

这只是5年来涪陵坚持“工业一业定乾坤”、推动工业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据介绍，涪陵的材料、装备制
造、清洁能源、消费品、生物医药、电子信息6大支柱产业
竞相发展，已经建成900亿级材料产业集群，装备制造、
清洁能源、消费品3个300亿级产业集群。正是支柱产业
的持续发展，托起了涪陵整体工业的增长曲线。

2021年，为了进一步推动支柱产业链条加速升级，
涪陵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华通电脑二期等6个项目建成
投产，华峰己二酸扩建（六期）、乌江涪陵榨菜绿色智能
化生产基地等10个项目开工建设。

同时，大力实施工业“十百千万”工程和“五大”行
动，构筑企业“雁阵”发展格局。目前，涪陵现有规上工
业企业增至287家，其中产值亿元以上企业133家，十亿
级企业40家，百亿级企业4家。29户企业上榜重庆市

“双百企业”，居全市区县第1位。10户企业成为全市首
批制造业领军（链主）企业，居全市区县第1位。9户企
业入选全市“制造业百强企业”，居全市区县第2位。

涪陵还将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协同提升新能源汽
车、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链群水平，积极发展锂电池、氢
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相关产业，做大做强合
成材料、先进钢铁等新材料产业集群。

完善现代产业结构
增长质量优化提升

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进，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数字化智能化产业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近年来，涪陵围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在布局
培育新兴产业上持续发力。比如做强华峰为代表的合
成材料、华兰生物为代表的生物医药、华通电脑为代表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前瞻谋划量子信息、基
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国仪量子等企业签约落地。

2021年，涪陵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42.5%，取
得显著成效。预计到2026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达
到1300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35%。

服务业是现代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
促进现代服务业培育，涪陵通过建立服务业定期调度机
制，出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实施意见、行动计划、
扶持政策等系列“硬核措施”，2021年服务业增加值增
速达12%，连续3个季度创历史新高，对经济增长贡献
率达38%，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新引擎”。

如何让传统产业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发挥更大效能？
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成为重要的途径。据介绍，涪陵大力
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通过实施工业互联网平台
培育工程，加快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支持企业“上
云用数赋能”，以点带面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目前，全
区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150多个，成功创建智能工厂14
个、数字化车间43个，入选全市智能制造标杆企业4个，
总量居全市区县第1位。同时，依托华为云计算大数据中
心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全区“上云上平台”企业超过300
家，超10家企业通过国家级两化融合贯标认证。

“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服务业，事关工业发展的
‘量’与‘质’。”涪陵区相关负责人说，只有做大做强主导
产业，才能实现工业经济总量的合理增长，为经济稳定运
行和转型升级创造条件；只有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才能促
进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

增强发展要素保障
增长基础不断稳固

2020年10月18日，重庆攀华板材有限公司年产
450万吨智能化热轧项目仅用8个月就建成投产。以往
需要1000多名工人的热轧生产线，现在只需6名工人
在仪表盘前操作即可，同时创造了国内外热轧项目从建
设到投产的最短纪录。

这一惊人速度的背后，是涪陵叫响做亮“服到位、零
距离”营商环境品牌，千方百计为企业发展提供保障要
素的“硬核”努力。

为了加快实现补链延链强链，涪陵聚焦合成材料等10
条重点产业链，建立一条产业链、一个“链长”牵头、一个工
作专班的推进机制，逐一细化落实项目实施清单和创新载
体引育清单。同时，采取“揭榜挂帅”“赛马”等科研项目管
理制度，助推一批重大科技和技术改造项目加速完成；加
快盘活存量用地，积极为重大项目争取土地指标，想方设
法解决企业发展、项目建设所涉及的空间需求问题。

在帮助企业节约用能方面，涪陵深化燃煤发电市场
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峰谷分时电价机制，促进电力资源
有效利用，引导用户削峰填谷。5年来，累计为企业降低
用电成本2亿元；累计承接优惠页岩气15亿立方米，降
低重点用气大户用气成本8亿元。

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方面，5年来，涪陵区转贷应急
平台累计为企业节约融资“冲贷”成本4000余万元；涪
陵区“助保贷”平台累计为企业节约融资成本1000余万
元；130家企业已成功获得建行涪陵分行、工行涪陵分
行和农行涪陵分行13635万元商业价值信用贷款。

“工业发展是一种生态，从种子到树木再到森林，需
要政府和市场的合力。”涪陵区相关负责人说，只有不断
增强工业核心竞争力，才能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涪陵离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的目标也会更近。

张亚飞 董韬 孔德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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