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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产业、科创、服务能级，实现了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看大足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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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陈龙

9月20日，记者走进大足高
新区重庆艾博瑞威轨道交通设
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辆辆
有轨观光火车正在工人的调试
下，准备出场试验。

该公司于2019年入驻大足
高新区，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研发的主要产品有仿蒸汽
有轨观光火车、观光齿轨登山列
车、有轨电车、跨座式单轨制式
空轨列车、迷你小火车和沉浸式
体验轨道车辆。

今年4月，该公司研发的齿
轨式登山列车在大足龙水湖景
区成功完成载人测试，该列车率
先采用普通轨道和齿轨无缝对
接契合的专利技术，可以使列车
在爬坡齿轨段和普通铁路段不
停车自动转换，满足了国内外山
地景区、冰雪景区对旅游轨道的
需求，填补了国内的技术空白。

在大足高新区，像爱博瑞威
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共有19家，
他们在园区能级提升方面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年以来，大
足高新区着力提升产业能级、科
创能级、服务能级，推动电梯、摩
托车等特色产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成功创建市级新能源摩托车
产业园、市级智能电梯产业园。

能级提升如何

项目建设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
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为加快区域发展步
伐，大足高新区把项目建设与干部培养工
作有机结合，以“项目＋干部”新模式，提升
高新区环境竞争力，实现干部锻炼与项目
建设双赢。

一到工作岗位，项目秘书就马不停蹄
地转换到新角色，紧盯开工项目库，围绕项
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行清单式管
理、跟踪式推进、销号式督办，从企业的需
求出发，提供有效率的工作、有温度的服
务。

大足高新区培养了全天候“项目秘书”
10名，“一对一”为入驻项目提供全方位、
全天候、全周期的“保姆式”服务，实现项目
开工前置审批手续9个工作日内办结。针
对重大项目，严格落实主要领导、分管领导
以及招商、建设、后期团队“五包一”责任
制，确保从招商洽谈、项目签约、开工建设、
投产达效全过程跟踪参与，项目选址、工商
注册、建设手续、要素保障等全方位覆盖。
1—8月，推动开工建设 26个新建项目、建
成投产28 个项目。

“要不是管委会送来‘及时雨’，我们现
在的处境会非常困难。”日前，中舜半导体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大足高新区建立了

企业服务需求跟踪调查表单，积极引入知
识产权、信息化服务、政策申报等第三方资
源，为企业组织专业、高效、实惠的服务方
案。梳理汇总贷款贴息、金融惠企等现行
有效政策30余条，落实稳企惠企政策联络
员 77 名，兑现稳企惠企政策 9户、资金
2202余万元。

同时，还定期组织政银企对接座谈会，
多渠道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完善干部
走访联系服务企业机制，组织开展“大走
访、大调研、大纾困”服务企业活动，累计走
访服务企业 300余家次，实现稳经济政策
包等送达率100%，帮助解决企业经营发展
问题19个。

近年来，大足高新区还建成了“工业互
联网+园区”管理服务平台，接入知识产
权、信息化服务、政策申报等第三方资源，
实现审批流程线上办理，企业建设进度、运
行情况实时调度。上半年，累计为企业办
理用地规划许可、工程规划许可、施工图审
查备案、施工许可、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确认
书等方面服务事项70余件，累计推动30余
家企业上云、8家成功获批两化融合贯标
企业。该平台成功入选工信部 2021年工
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名单，是全市唯一
入选的园区集成创新应用。

9月 20日，走进大足高新区台铃电动车
（一期）工厂内，工人们正火力全开试生产。
该企业在大足高新区总投资 20亿元建设新
能源电动车产业园，全部达产后可年产 200
万辆新能源电动车，实现产值110亿元，解决
用工3500余人。

台铃入驻后，玉骑铃、金箭、创新、嘉新等
多个整车项目相继签约落户，初步形成了
1000万辆摩托车产能的产业集群，占全市产
能30%左右。统计数据显示，1—8月，大足高
新区汽摩、电梯全产业链产值预计分别增长
21.9%、12.6%。

何以增长如此迅速？
大足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给出了答

案：推进3平方公里新能源汽摩产业园和1平
方公里特种设备（电梯）产业园建设，带动新
能源摩托车电机、电池、车架等 37家核心
配套企业集中落户，成功引进通润曳引机、保
利导轨等电梯产业链关键环节头部企业入
驻，推动富士、施密特等核心企业扩能放量，
持续释放电梯产业整机年产能。

聚焦新能源摩托车的市场需求，大足高
新区把打造“全市重要的摩托车生产基地”作
为一大目标。和电梯产业一样，园区也把发
展整车龙头企业和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作为

抓手，建设集整车研发生产、模具设计加工、
零部件注塑为一体的综合产业集群。

瞄准“龙头企业、链上企业、科创企业”三
类企业，建立并动态更新目标企业“200 家
关注库、100家拜访库、50家洽谈库”，由主要
领导带头“点对点”登门招商，推动形成“领导
带头干、干部跟着干、大家帮着干”的招商氛
围；紧盯产业链薄弱环节，邀请骨企干业负责
人、行业商协会专家等组建产业链招商顾问
团，并与市经信委、市招商局、市市场监管局
等部门开展联动招商活动。

1—8月，新引进国威新能源摩托车整
车、华坤电机等强链补链延链项目 54个，储
备中捷精工等重大项目10个，累计协议引资
127亿元。

为了保障项目的落地和要素供给，大足
高新区始终坚持集约高效用地，紧盯 10
平方公里的宝贵发展空间，深入开展“五个清
理”，实施征地拆迁“百日攻坚”行动，严格按
照产业定位，坚持“亩均论英雄”调整优化项
目用地，累计整合土地资源1平方公里，新建
成标准厂房 2万平方米，优先保障重大项目
落地。同时还加快实施万古水厂 1.3万吨扩
能，初步完成110kv变电站规划选址，积极对
接C3线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为做大电梯产业，大足高新区瞄准行业
标杆企业进行“精准招商”，先后引进富士、施
密特、华森、伊士顿等“电梯巨头”，占据了重
庆市整机企业的“半壁江山”。

一批知名企业纷至沓来，为大足高新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但单个企业强大只是孤舟独桨，串链成
群才能行稳致远、绽放璀璨光彩。

如何强化产业、行业互补效应，变产业
“各自为阵”为“集团作战”，实现抱团和互补
式发展，这是大足高新区产业发展需要直面
的难题。

“我们多层次搭建创新平台、多元化培育
创新主题、多方面优化创新生态，让企业实现
抱团和互补发展。”该负责人介绍说。大足高
新区依托 8万平方米科技创新中心、30万平
方米孵化厂房，引入“亿蜂”等创新创业平台
资源，打造创业孵化器，在孵企业超过 20
家。与市特检院签署共建特种设备产业示范
园区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设立特种设备
检验检测中心大足分中心，开展关键技术攻
关，推动电梯“产学研检用”协同发展。依托
市级特种设备专利导航分中心，强化对电梯
企业专利申报、利用、保护和数据库建设等指
导服务，助推施密特、富士、华菱等电梯生产
企业获得有效发明专利13项。

同时，大力发展“研究院经济”，推动施密
特电梯研究院等项目加快建设，加快构建以
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支持 15家规

上企业成立研发机构或实施智能化改造，申
报市级研发机构 2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2
个、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4个、工业设计中心 1
个，施密特电梯成功入选重庆市CMF设计工
作室。新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9家，培育市级
专精特新企业 12家、累计 19家，入库科技型
企业6家、累计85家，万裕泓科技通过数字化
车间认定。规上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超过
50%，R&D投入占比保持4%以上。

“新校园太漂亮了，优美大气。”9月4日，
大足职业教育中心高三年级学生林久翔拖着
行李箱，走进位于大足高新区的新校区时，不
禁感叹道。

同行的学生刘梵旭笑着告诉记者，新校区
不仅地势开阔，教学楼和寝室也别具特色，空
调、热水器一应俱全，学习和生活都很方便。

当天，大足职业教育中心高新区分校正
式投用，迎来了首批1700名学生。该校大多
数专业与高新区内电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
造（工业机器人）等产业高度契合，重点培养
电梯、摩托车等产业技术人才。

大足高新区还积极兑现各类人才支持政
策，为入驻企业提供人才公寓272套、职工宿舍
512套，累计引进中高级管理人才 1000余名、
技能人才3000余名。引导企业利用多层次资
本市场直接融资，加快施密特上市培育，与西
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重庆市中小企
业服务中心对接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引导人
才、资金要素加速向高新技术企业集聚。

聚焦“融会、实惠、智慧”
持续提升服务能级

聚焦“平台、主体、生态”
持续提升科创能级

聚焦“特色化、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持续提升产业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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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轨式登山小火车生产线

国飞无人机生产线

施密特电梯机器人生产线

胜邦管道通过“机器换人”提升产品质量

汽车驱动半轴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