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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生态工业发展空间

好山好水好风光，令奉节人为之自豪，亦是这
方水土发展的资源和潜力所在。

鲜为人知的是，奉节工业曾有过辉煌。上世纪
90年代初期，煤炭、造纸等工业产业让奉节工业在
原万县地区仅次于万州、开州，排名第三。

“但这些都不能算是生态工业，甚至还对环境
有比较大的影响。”奉节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奉节曾
是有名的“煤城”，煤炭产业一度贡献全县一半的
GDP和五分之三的财政收入。发展煤炭产业虽然
能带来经济利益，但把山挖空了，水挖断了，树挖死
了，账算下来得不偿失，“于是，县里下大决心，将39
个9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关闭，坚定不移弃‘煤’启

‘美’。”
方向既定，措施已明。近年来，奉节县委、县政

府审时度势，立足“生态工业、特色产业、中小企业、
返乡创业”的发展定位，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
创新驱动战略为抓手，实施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为根
本目标的发展路径。

奉节地势陡峭，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
可用于工业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随着城镇化的
进程加快，近年来空间要素不足逐渐成为制约奉节
生态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破解空间要素制约，是奉节工业实现跨越式
发展的基础工程和首要任务。”该负责人介绍，山多
地少，那就开山造地。近年来，当地积极向山地、低
效、高层、技改、飞地要空间，取得了积极成效。

首先是完善产业国土空间规划，坚持集群发
展，发挥特色优势，调整优化工业产业空间布局，着
力构建“一园两组团一基地多节点一新区”生态工
业空间格局。

“一园”，即奉节县生态工业园区，是由市政府
批准设立的市级特色产业园，总体规划面积8.14平
方公里。截至去年底，园区已入驻企业达83家，协
议总投资47.28亿元，项目达产后可实现产值93.85
亿元，创税8亿元。

“两组团”，即草堂和康乐两个组团。其中，草
堂组团突出打造眼镜制造和特色农产品加工两大
集群，发展生物制药和新型材料两大战略新兴产
业，累计实施3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50余个，完
成投资32.92亿元。去年1—12月，草堂组团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12.1亿元，同比增长3.2%。康乐
组团重点打造清洁能源和新型环保建材两大生态
环保产业，截至去年底，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9.1
亿元，同比增长40%。

与此同时，修订完善生态工业园区国土空间
专项规划，编制高铁新城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将镇街返乡创业园纳入新一轮国土空间规
范。

空间的不断拓展，让产业的集聚发展成为可
能。奉节县深谙“平台胜则工业胜”的道理，紧抓新
型城镇化、高铁时代机遇，聚焦楼宇经济、总部经
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规划布局高铁生态城新
兴产业集聚区，搭建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统筹推进

“1+7+N”返乡入乡创业园发展格局，提档升级安坪
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建设竹园、兴隆、鹤峰等返
乡创业园。

种种举措构建起奉节生态工业发展的框架与
格局，为产业崛起奠定了基础。

重构生态产业发展体系

白纸作画，虽有无限遐想空间，可起笔之难甘
苦自知。

“产业的选择，需要睿智，更需要眼光，还需要
抓住机遇的勇气。”提起当年奉节生态工业园区初
建成时如何谋局定位，奉节县生态工业园管委会主
任丁华还记忆犹新，虽然当年收到很多提议，但没
有一个产业能够在特色上和发展前景上让人眼前
一亮。

“县委、县政府在深入调研掌握本地资源禀赋和
区位形势后，决定以低能耗、低污染的消费品工业为
主导产业，走出一条特色产业带动工业经济发展的
路子。”丁华说，他们从市里出台的《重庆市消费品工
业三年振兴规划》中找到了答案，即着力打造眼镜制
造等产业链条，填补高档消费品产业空白。

选择眼镜产业，让人大跌眼镜。不少局外人疑

惑不解：奉节怎么会选择这个产业？
“眼镜产业是朝阳、时尚产业，也是环境友好

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奉节弃‘煤’‘启’美的战略
路径高度契合。我们曾做过一笔测算——奉节工
业用地成本、水电气生产要素成本分别只有东部沿
海地区的10%、12.5%、75%、80%左右，因此在市政
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积极承接沿海眼镜生产企业
转移，对奉节来说正当时。”丁华解释。

于是，奉节出台《加快发展眼镜产业的十二条
意见》，把眼镜产业作为发展生态工业的“一号工
程”来抓，政策涵盖眼镜镜架、镜片、配件以及隐形
眼镜等几大板块，体现了“广、全、实”，同时支持打
造眼镜贸易销售业态。2021年11月，为进一步提
高眼镜产业招商引资及培育力度，奉节县委、县政
府再出台《加快奉节眼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十二条
意见》，对搬迁补助、基金支持、仓储物流等保障力
度加码。

在这样的政策力度下，奉节眼镜产业迅速崛
起，已累计签约眼镜企业63家，可年产眼镜1.5亿
副、镜片2.8亿副、眼健康产品3200万套。

眼镜产业一枝独秀，但奉节县并不满足。毕竟
谁都明白，一业独大很可能导致独木难支。

还有哪些生态产业进入了奉节的视野？
一是清洁能源。奉节利用好山好水的独特资

源禀赋优势，一体化谋划“风光水储火”绿色能源发
展，全力打造渝东北清洁能源基地。

二是环保建材。积极推进现有材料工业的技
术提升和产业升级，引导水泥、制砖、玻璃深加工等
传统建材行业规范发展，研发扩展新产品种类，重
点开发新型墙体材料、高效节能保温材料、轻量化
车厢体等新型环保建材。

三是特色农产品加工。推进实施脐橙及副产
物利用、油橄榄、蚕丝高新技术精深加工，打造种
植、初加工、精深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全
力打造有地方特色、有较高知名度的农副产品。

2021年，这些产业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如在
清洁能源方面，规上清洁能源企业完成产值29.2亿
元，同比增长32%；环保建材产业实现产值15亿
元，同比增长7%，其中渝玻科技公司国产T系列全
智能钢化玻璃炉、也是亚洲第二台智能钢化炉已投
入使用；农产品加工产业则实现产值8.9亿元，同比
增长34%，“乡坛子”“红晶贡米”“豆腐柴”“夔木”等
具有地方特色的著名商标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从“一轮独行”到“四轮驱动”，奉节搭建起了生
态工业的“四庭八柱”，正在驶向产业发展的“快车
道”。

重塑招商引资理念方法

服务跟着项目走，以一流环境吸引投资、储能
蓄势，奉节的发展跑出了“加速度”，换来了“好成
色”。

重庆亚美欧眼镜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奉节县
生态工业园的领头企业，公司总经理冯元首回忆，
公司入驻不久，奉节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企业
提供全生命周期“店小二”服务。

“一开始企业招不到人，政府就发动公共显示
屏、移动大数据平台和村村通广播，回引500名本
土眼镜技术人才回乡创业，又开设产教融合班，定
制个性化需求。”冯元首说，园区物流“最后一公里”
不通时，要到20公里开外的县城快递站点自取物
料，管委会就补贴快递公司，提供上门服务，还建成
了16000平方米仓储物流中心。

“事实证明，当年的承诺都兑现了，我们也没有
选错。”如今，冯元首索性把微信头像也改成了壮丽
的三峡夔门，成了奉节眼镜的“活招牌”。

这仅是奉节招商引资的一个缩影。梳理奉节
近年来的招商引资情况，不难发现，“引进、落地、服
务”三个关键词，构成了奉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
清晰脉络。

首先是引进，提升项目签约率。奉节坚持“两
眼向外”，领导带队外出招商，3个专业招商组全力
开展驻外招商，一季度已签约项目25个，协议投资
8..84亿元，其中眼镜项目达17个。

其次是落地，即提升项目落地率。奉节始终将
项目落地作为“第一任务”，加速推进标准厂房建设，
14.4万平方米小微创业园、标准厂房、眼镜产业配套
用房进展顺利，13家入驻标准厂房企业正在装修。

第三是服务，以提升企业满意度。县委、县政
府组建了“水电气金融”等要素服务专班，全力打造

“奉公办·更快节”政务服务品牌，一以贯之抓好营
商环境改善，让广大企业家放心投资、安心发展。

去年以来，“四到”十六条、“百日大走访”等服
务企业的政策举措，成为奉节县政商界的高频词。

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有事必到、服务周到……
企业出“菜单”，政府当好“配菜员”，聚全力倾情服
务好大项目建设，催生了后发地区生态工业的遍地
开花。

积蓄新动能，实现新发展。奋进在跨越式高质
量发展的“春天里”，奉节生态工业发展步伐矫健、
未来可期。

赵童 王琳琳
图片除署名外由奉节县委宣传部提供

夔门之春，千山披绿，碧波奔
腾。

今年初，奉节县同罗普特科技
集团签订“科技振兴乡村示范基地”
系列项目。项目包括罗普特机器视
觉（西南）算力中心、罗普特（西南）制
造中心、罗普特（重庆）培训中心。2
月20日，罗普特（西南）制造中心在
奉节县生态工业园开工，占地约30
亩，拟投资1亿元。3月7日，年产12
万吨饲料生产建设项目在奉节县生
态工业园开工。

一系列奉节发展生态工业的重
大项目，犹如充满活力的发展引擎嵌
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劲动能。

一个地处偏远、沟壑纵横的山
区，何以吸引一个又一个重大项目？
成功的背后，是奉节深耕当地生态价
值，不断壮大生态工业，既要“绿水青
山”又要“金山银山”的坚定决心。

2021年，奉节县实现工业增加
值40.9亿元，同比增长9.4%；实现规
上工业产值 61.64 亿元，同比增长
15.5%；全年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47.2亿元，同比增长58.9%，增速位
于渝东北第3名和全市第4名。

从山间到田野，从园区到车间，
放眼望去，奉节生态工业发展的脚步
愈发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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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 生态工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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