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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五金之都、中
国重型汽车摇篮、重庆专用
车产业基地……

回顾大足经济的崛起，
从制造业起步，以民营经济、
实体经济见长，这是富民强
区的奥秘所在，也是推进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的必由之路。

实业为本、制造强区，大
足深谙工业发展的要义。3
月3日，大足区相关负责人在
建设特色产业高地动员会议
上指出，要牢固树立“产业兴
则大足兴、产业强则大足强”
的思想，切实增强建设特色产
业高地的责任感、紧迫感。

察形者智，驭势者赢。当
前，大足区正积极抢抓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
区两群”协调发展重大战略机
遇，坚定不移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争做主战场、当好桥
头堡、建设增长极。

·大足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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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字当头
培育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

3月21日，大足区举行2022年一季度招商引
资项目“云签约”仪式。签约项目共64个，涉及新
能源电动车、五金家居、医疗教育、智能制造等多个
产业，正式合同额达270亿元。

据悉，本次签约项目中的信而铭公司重型汽车
智能设备研发及运营项目、大环新能源电动车配套
项目、电脑一体机项目、家居文创产品市场项目等
多个项目，可有效实现对大足区现有产业的强链、
补链、延链，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产业提
档升级。

“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关键是要突出抓好
补链强链。”大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聚焦特色化、集
群化、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方向，围绕五金、汽摩、
智能、静脉、锶盐、文创等特色产业，目前全区正在积
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补链强链延链、聚链成群，
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产业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是大足结合产业发展
基础，发挥区位空间优势，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积极
推动项目集中园区、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成建设
的一个产业发展方向，更是大足夯实工业“基本盘”
的核心抓手。

以一组数据为例。2021年大足区的五金、汽
摩、智能、静脉、文创等特色产业实现规上工业总产
值768.6亿，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92.6%。其
中，五金市场群交易额达到430亿元；摩托车整车
产能占全市的1/4。

建设特色产业高地，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结合区域产业发展趋势，大足区第三次
党代会明确提出打造五金、汽摩、智能、静脉、锶盐、
文创以及大健康、现代商贸物流等特色产业集群的
目标。今后 5年，将力争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1700亿元，工业总产值突破2100亿元。

建设特色产业高地的号角已吹响，打造特色产
业集群的目标已定，大足全区上下闻令而动。

一手抓传统产业、现有企业转型升级、高端嫁
接；一手抓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培育发展。目前，大
足区正以产业聚集为目标，以产业链为切入点，以

“链主”“头雁”企业培育为着力点，围绕现代五金、
农机装备等18条先进制造业产业链逐一制定实施
方案，研究产业链全景图、发展路线图、升级重点工
程施工图，集链成群，释放产业集聚效应。

同时，实行区领导担任产业链“链长”，龙头企
业担任产业链“链主”的“双链”机制，加速产业链和
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链高度细分，从研发、
生产、流通、营销各环节提升价值链，加快培育有竞
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

“新”字为要
走好“创新链+产业链”协同路径

2月22日，由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支持，重庆市科技局、大足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大足锻打刀
具创意设计专业赛落下帷幕。

据悉，本届比赛以“科技创新，圆梦大足”为主
题，细分为日用刀具、创意旅游礼品刀具、刀具包装

盒3个专业方向进行创意设计比拼，共征集了国内
外优秀作品1734件，其中10件作品已由5家企业
进行成果转化。

从大赛中征集作品，到企业选择作品并进行成
果转化，就是大足致力于以科技创新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真实写照。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大足区第三次党
代会报告为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了9项重点任务，其
中“坚持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放在了第一位。

要建强链接成渝的“两高”桥头堡、建设特色产
业高地，就必须与产业量质提升长期保持同频共振。

当前，大足正深入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构建
生态链，切实开展领军企业、领军人才和核心技术
三个导航行动，不断推进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平台
打造、关键技术攻关、质量品牌打造，致力于走好

“创新链+产业链”的协同路径。
让“新”聚焦在科技创新主体培育上，以科技型

企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为抓手，完善“科技型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高成长企业”的分类指
导、梯次培育机制，推动科创企业变多变优变大变
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翻番。

让“新”体现在科技创新平台打造上，积极发展
“研究院经济”，集聚一批高端研发平台、新型研发
机构和高水平成果孵化机构，实现国家级、省（市）
级重大科技项目、重点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落地
大足“零”的突破；并推动打造一站式数字化综合服
务平台，建设区域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围绕“新”字下功夫，大足还将攻关关键技术，
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和公共技术平
台；着力构建成果转化体系，推动研发成果奔着转
化去、奔着市场去、奔着效益去；着力强化科技人才
引育完善产业领军人才、紧缺型人才信息库，重点
引进“高精尖缺”人才；着力推进质量品牌建设，深
入开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大力推动企
业技改升级，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
知名品牌。

“实”字为本
提升园区集聚能力和产出效益

如果说在建设特色产业高地的征程中，特色产
业是基础、科技创新是动力，那么主战场则在大足
区的双桥经开区、大足高新区、大足工业园区、大足
石刻文创园等产业发展集聚平台里。

“2022年，我们将着重在产业培育上下功夫，
在科技创新上亮实招，在项目推进上加速度，力争
全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60亿元，规上工业产值260
亿元。”3月3日，大足工业园相关负责人在建设特
色产业高地动员会议上签订了任务书。

随着建设特色产业高地动员会议的召开，大足
区各级各部门理清了思路、明确了任务，并迅速形
成推进特色产业高地建设的强大合力。

聚焦目标，转化举措。双桥经开区将以创建国
家级经开区为目标，聚焦重点项目，确保强迪车架
等39个重大工业项目按期推进、投产达效；大足高
新区将致力于建成全市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新高
地，力争全年培育45家产值亿元以上企业；大足石
刻文创园将探索“大师+文创”“大师+企业”模式，

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以建强做优发展主平台为思路，大足将着力点

放在各大产业集聚发展平台，实施园区扩容提质行
动，持续完善园区管理体制机制以及生产生活配
套，坚持“亩均论英雄”，不断提升园区集聚能力和
产出效益。

园区发展集聚平台既是助推发展的主战场，也
是落实服务的主阵地。如何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
活力、发展内生动力和招商投资影响力？

大足各大产业园区打出服务牌。从减少企业
用电、用电的烦心事，到围绕缩流程、降成本、提质
量构建要素保障和服务体系，再到全面推行“告知
承诺”“容缺后补”、实行“三员”制度、持续深入开展

“千名干部帮千企”等活动，大足正持续为企业发展
纾难解困、保驾护航。

此外，大足高新区还推出了“订单服务”“项目
秘书”等服务制度，推动项目开工建设投产；双桥经
开区将抓实“重点企业红名单”活动，扎实做好企业

“降本减负”工作。
接下来，大足还将持续强化财政金融支持力

度，支持产业链重大项目建设、科技攻关、品牌质量
提升、绿色转型等持续发展；围绕实施“大足英才”
人才支持计划、本地高职院校建设、加强企业经营
管理人才培养等多措并举，强化产业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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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 实施“工业强区”战略建设特色产业高地

从招商数据看产业发展动力

2021年，全区共签约招商引资项目313个，正
式合同额1236亿元，其中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
293个，正式合同额1230亿元；全年新增开工投产
项目 185 个，正式合同额 724 亿元，其中开工项目
94个，正式合同额489亿元，投产项目91个，正式
合同额234亿元。

项目签约大幅增长。2017 年-2021 年，引
进5000万元以上项目860个，正式合同额3719.9亿
元，年均增长35.6%。

到位资金快速增加。2017 年-2021 年，全
区招商引资项目累计到位资金666.6亿元。

签约项目有序推进。2017年-2021年，5000
万元以上招商引资项目累计开工225个，正式合同
额1347.9亿元；累计投产项目309个，正式合同额
814.0亿元。

从预期指标看产业发展格局

未来 5 年，大足区主要预期指标为 GDP 年均
增长7.5%以上、突破100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年
均增长15%以上、达到1700亿元，工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10%以上。

看创新 5年内，全社会R&D投入强度超过
全市平均水平，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00家，万人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0件以上，战略性新兴产
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5%以上，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0%。

看园区 5年内，双桥经开区工业总产值突破
1000亿元，大足高新区、大足工业园区、大足石刻
文创园工业总产值分别达到 300 亿元、400 亿元、
100亿元。

看产业 5 年内，五金、汽摩、智能、静脉、锶
盐、文创产业集群产值分别达到 400 亿元、650 亿
元、400亿元、350亿元、100亿元、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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