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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实习生 陈佳欣

北碚区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打造生态
田园都市区、科教人文创新城。

城市定位是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决定
着城市发展方向和未来。聚焦生态田园都市
区、人文科教创新城“两大定位”的提出，是北
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坚定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
责任与担当。

在全市率先开展GEP生态产品总值核算；
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获评国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全社
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连续五年居全市第一；
2020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年降低
20.8%，保持逐年下降的良好态势……

一个个“绿色”案例、一组组“绿色”数据背
后，体现着政府的主导力和行动力。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夯实高质量
发展绿色本底，北碚已迈开大步。

夯实绿色生态本底
以生态含“绿”量提升发展含

“金”量

3月的北碚，缙云山山色葱茏，嘉陵江水光
潋滟。

温塘峡畔的新北温泉公园，工人正在调试
泳池设施设备，为5月正式开放做最后的准
备。公园内，按老北温泉公园泳池式样原样复
建的长方形泳池，还原着老重庆人的记忆。

北温泉公园是中国最早的平民公园，也是
不少老重庆人记忆中的乡愁。作为缙云山综
合提升“后半篇文章”重点项目之一，2020年下
半年，北碚区启动了北温泉公园改造提升工
程，对老北温泉公园长方形泳池、跳台、开放性
温泉泡池等进行复建、恢复和保护提升，目前
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式开放后将与金刚
碑历史文化街区、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连
成一线。

“生态是北碚最亮眼的底色。”北碚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作为主城都市区的中心城区，巴
山蜀水的幽、险、雄、奇在北碚融为一体，形成
了城不离山、山在城中的独特风貌。2021年，
北碚区森林覆盖率达53.16%，居主城都市区中
心城区首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保持主城都市
区中心城区第一。

这就意味着北碚必须依托良好的生态底
色，积极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重庆主城都
市区中心城区重要生态屏障。2018年6月，我
市启动缙云山综合整治，作为主战场的北碚区

“铁腕治山”，拆除多年违建，实施生态搬迁，修
复自然生态，谋划产业提档升级……累计投入
资金27.6亿元，拆除各类建筑物62万平方米，
栽种植物77.4万株（棵），覆土复耕复绿42万平
方米，缙云山生态环境明显改观。2021年，缙
云山北碚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入选重庆市
首届生态保护修复十大案例。

如何把缙云山的生态“颜值”变成经济“产
值”，走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
新路？北碚区充分挖掘缙云山片区生态文化
特色资源，积极发展文化创意、温泉康养、旅居
研学等业态，高质量做好缙云山综合提升“后
半篇文章”。通过优化拓展望山见水空间布
局，着力做优大生态、做精大旅游、做强大健
康，未来的缙云山将打造成国家级的名山、世
界级的名山。

绿水青山靠什么变现？北碚探索建立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深入推进环缙云山生态
为导向的城市开发模式试点。同时，率先在全
市开展GEP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构建科学合理

核算指标体系，为全区绿水青山贴上了337亿
元的“价格标签”。

目前，北碚区已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获评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建成全国首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生态文明分中心，具有北碚特色的生态治理体
系基本形成。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数量

5年实现双翻番

绿色发展的关键，是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近年来，北碚区加快发展智能传感器、工业互
联网等新兴产业，不断增强经济的“绿色含金
量”，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过去五年，北碚

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产值占比由25.1%提高至
70%，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连续五年居全
市第一。

智能传感器是信息的感知和信号转换的
设备集合，也是物联网、大数据、5G、智能制造
的基础和数据来源，已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与重要引擎。

“北碚发展传感器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北碚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北碚聚集
了重庆川仪、四联集团、重庆材料研究院等多
家从事传感器研发、设计、销售以及相关业务
的企业，传感器产值占到全市的63%，已形成
涵盖材料、设计、制造、测试、集成以及应用的
传感器产业链。

3月17日，西部（重庆）科学城北碚园区，
重庆市传感器特色产业基地内一派忙碌景
象。作为西部（重庆）科学城重点建设项目，已
完工的基地（一期）吸引了西南大学科学中心、
华立科技、纵目科技、芯世物等一批项目签约
入驻。

“重庆市传感器特色产业园建成后，将有
效承载仪器仪表、汽摩电子、医疗电子、工业电
子等传感器类产业项目落户，加快全市智能传
感器产业集聚。”这位负责人介绍，预计到2025
年底，北碚将形成健全的传感器产业体系，集
聚传感器相关企业150家以上，规上企业销售
收入突破100亿元，建成西部地区具有品牌效
应的传感器产业园，形成辐射全国的传感器产
业基地。

未来的工厂应该是怎么样的？在位于蔡
家智慧新城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园内，该
区近年来新兴发展的工业互联网正在给出答
案。比如航天云网公司针对热处理炉难以实
时监管的难题，将“5G+VR+数字孪生”技术
与工业大数据技术深度融合，应用于新兴通
用热处理炉的运维优化，让作业人员能远程、
实时地对设备进行点检及维护，不但提高了
产量良率和设备运维效率，也极大程度节约
了能耗。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的产物，工业互联网是未来工业发展方向。
近年来，北碚区着力构建工业互联网生态体
系，产业集聚和平台带动效应正逐步显现。
工业互联网生态园（一期）聚集了工业互联网

“三大件”——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重庆分
院、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应用创新体验中心、工
业大数据制造业创新中心，以及航天云网、忽
米网等20余家工业互联网企业；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重庆）落户水土高新
技术产业园；累计助推市内外企业“上云上平
台”6300余家；带动 130余家企业完成智能
化改造，建成智能工厂 5家，数字化车间 27
个，数字化进程居全市前列。目前，工业互联
网的赋能成效已经显现，2021年，北碚区数
字经济制造业实现产值657.27亿元，同比增
长32.2%，占全区规上工业企业产值比重达
64.1%。

在此基础上，北碚区将培育壮大绿色智能
企业市场主体，加快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
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以
数字经济为引领，提高产业绿色化水平，着力
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未来5年将再造一个北碚工业。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型企业数量实现双翻番，全社会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保持西部领先。”北碚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到2026年，北碚地区生产总值
将突破105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1600亿元，数字制造业产值达到1100亿元，战
略性新兴制造业产值占比提高到75%，打造千
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百亿级汽摩、仪器仪
表、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五十亿级智能传感

器、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

推动绿色城乡建设
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绿色，是未来城乡建设的“主色调”。近年
来，北碚区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城市提升，以
新理念新思路展现田园都市新途径，实现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人们更向往。

3月18日，北碚区柳荫镇东升村牛市4组
的一片山坡上，金黄的油菜花花期已近尾声。
登高远望，四周群山连绵，经过宜机化改造的
梯田错落有致，宛如一幅山水画。

这片油菜花海，就是北碚区正在建设的江
东片区万亩宜机化示范区——“粟漫东山”现
代粮油产业示范区。59岁的村民王丽英告诉
记者，过去这里长满杂草，去年通过宜机化改
造成了梯田种上了油菜。她和村民们以土地
入股，可获土地流转金和分红不说，农忙时在
田间打工，还能挣不少工钱。

“作为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的北碚，未来
的农业是高效的都市农业。”北碚区农业农村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北碚区在柳荫
镇东升—明通片区，通过实施宜机化改造将撂
荒地、坡地和“巴掌田”改造成2000多亩良田，
种上了西南大学研发的高油酸油菜品种，油菜
收获后种植优质高粱，“今年还将持续、集中、
连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宜机化改造
5000亩。”

在守好“耕地线”、护好“饭碗田”的同时，
北碚区同步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和农产品加
工，延长产业链价值链，并通过乡村旅游促进
农文旅深度融合。东升村驻村第一书记杜晓
睿告诉记者，3月5日，东升村以“春日限定·遇
见柳荫”为主题，邀请游客前来赏花，短短十多
天时间，这片油菜花海吸引了近万名游客前
往。

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走高质量乡村振
兴之路。据介绍，北碚区将全力推进“嘉陵悠
谷”乡村振兴综合试验区和“缙云原乡”两山绿
色生态农业示范园，做强“梅香西山”和“粟漫
东山”2个乡村振兴产业带，打造都市现代农业
示范区、乡村振兴特色样板。

城乡融合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如
何统筹抓好乡村振兴和城市提升，推动现代都
市气息与浓郁田园风光交相辉映？

城在山水间，人在公园中。暖暖的春日，
行走在北碚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是青葱的
绿色。近年来，北碚区以城市特色公园建设为
主体，以干道绿化沿河绿化为主轴，以街头绿
化“邮票广场”为点缀，精心打造老百姓家门口
的绿水青山，在城市空间格局中守住绿色底
蕴。

在北碚区金华路，新改造的缙悦公园内
海棠、樱花相继盛开，居民们在园中漫步。这
个公园建于近20年前，因设施破损、地面裸
露、树木凋零，居民一度意见较大，游人寥
寥。2021 年，北碚区启动城市公园更新提
质，保留大树和道路，增加海棠、晚樱等开花
植物，恢复水系，彩化步道，增加活动空间和
儿童游乐设施……将过去的老公园变成游人
如织的新游园。

在双元大道、天生路、碚南大道等道路周
边，北碚区利用街头绿地打造“邮票广场”，“见
缝插绿”为城市增色。此外，北碚滨江公园、蔡
家五彩公园等城市公园相继建成投用。截至
目前，北碚区绿化覆盖率达40.62%，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达29.11平方米。

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未来的北碚将
成为别有韵味、独具风采的田园都市。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 实习
生 陈佳欣）如何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手段
守护绿水青山？3月21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北碚区了解到，该区充分运用5G、VR、
电子沙盘、边缘计算等技术，以智慧化手
段对全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进行智能
化管理，实现了云长、河长、林长“三长”互
融联动。

重庆日报记者在“智慧缙云”信息
平台上看到，大屏正中是一幅北碚全景
电子地图，访客可直观看到北碚区智慧
化推动林长、河长、云长等工作所取得
的成果。该信息平台集成了北碚全区
各卡口的视频摄像头，可以实时监测河
流水位、森林火源、大气污染源等。以
视频监控中突然出现火光为例，由于采
用了可见光自动识别和红外线感应技
术，系统可自动识别火光、烟雾，并迅速
判断方位，自动发送到其所在地林长、
河长等管护责任人手机中。

通过一张网、一朵云、一个库、一个平
台、一套系统、一张图和一个App“七个
一”能力体系架构，“智慧缙云”实现了技
术“多维融合”和业务“三长联动”，以信息
技术引领城市管理智能化变革。

据了解，目前，北碚区在智慧城市建
设中，制定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和13个专项规划，覆盖了基础设施、政府
管理、民生服务、城市治理等6大板块。
以该区去年全新升级的智慧环保系统为
例，该系统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区域内各类
污染源“一张图”管理，并全面植入水、大
气、固体废物、餐饮油烟等实时监测系
统。以水污染为例，一旦某个点位水质超
标，系统短时间就能溯源到岸上可能的污
染源。

云长、河长、林长
互融联动

守护绿水青山

北碚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所作重要讲话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殷殷嘱托，勇
担职责使命，聚焦生态田园都市区、人文科教创新城“两大定位”，做好生态人文、科技创新、民营经济和城乡
融合“四篇文章”，奋力书写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北碚新篇章。

核 心 提 示

北碚打造生态田园都市区、人文科教创新城
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

▲2月9日，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
司的工人在生产车间忙碌。

▲20212021年年66月月2929日拍摄的缙云山云海美景日拍摄的缙云山云海美景。。20212021年年，，缙云山北碚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入选重庆市首届生态保护修复十大案例缙云山北碚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入选重庆市首届生态保护修复十大案例。。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特约摄影
秦廷富 摄

▲市民在北碚区正码头广场滨江休
闲公园健身休闲。

▲北碚区水利智慧“天眼”。
(北碚区河长办供图)

▲北碚区天生路“邮票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