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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晚，大足区海棠湖公园
足球场灯火通明，前来健身的市民
络绎不绝。近年来，大足区高标准
实施海棠湖片区规划，带动周边土
地整体开发利用，着力打造新城
CBD，积极发展文旅、商贸、数字经
济等产业，提升城市能级。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大足城市能级不断提升

6月28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业
设计赋能大会在大足开幕。本次大会以

“数智赋经济 设计赢未来”为主题，来自
四川、重庆两地的行业大咖、专家学者和
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为探索工业设
计赋能川渝企业发展凝聚智慧和力量。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中之重。地处川渝相向发展的战
略腹地，今年一季度，大足区GDP达到
192.5亿元，增长 6.8%，规模工业增加值
增长 11.5%，居全市第 4位，努力开创了
高质量干好市委“一号工程”生动局面。

今年以来，大足区按照市委“一号工
程”和把成渝中部地区崛起作为双城经济
圈建设走深走实重要突破口的决策部署，
在打造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上实现新突破，持续推进产业协作共
兴，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壮大
企业梯次培育，做优做强数字经济，争做
成渝地区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示范区建
设排头兵，积极助力成渝中部地区崛起。

共铸产业协同一条链
积极构建“2+4”现代化产

业体系

今年 5月，大足区再生资源产业高
质量发展再次传来喜讯：川渝两地12个
园区共同签订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静脉产业园区发展联盟合作框架协
议》。联盟将充分发挥各园区产业优势，
联合静脉产业上中下游企业、高等院校
和科技机构，通过产业链垂直整合和创
新资源优化组合，推动成渝地区静脉产
业高质量发展。

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
成渝中部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产业
协同是必由之路。今年以来，大足区紧
跟全市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
系以及成渝地区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示
范区建设总体部署，优先发展智能网联
新能源专用车和摩托车及其零部件、再
生资源 2个主导产业集群，特色发展现
代五金、智能电梯、锶盐新材料、光电 4
个特色产业集群，积极构建“2+4”现代化
产业体系，奋力助推成渝地区先进制造
业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

进一步加快智能网联新能源专用车

和摩托车及其零部件产业转型步伐。建
成重庆市专用车生产基地、新能源摩托
车产业园，全国首台无人驾驶换电矿卡
成功下线，新能源全数字化冷藏车等成
功亮相“西洽会”，氢能挂车、氢燃料电池
翼开启厢式车等成功投用，阳光铃木电
动车产业园、中国公路车辆公司专用车
轻量化构件等21个项目加快建设。

特色产业加快扩能，五金产业成功
纳入全国首批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建成全国先进钢铁材料制品制造创新型
产业集群，龙水五金市场获批全市首个
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智能电梯
产业链八大系统逐步投产放量，锶盐新
材料产业 3平方公里化工园区加快建
设，光电产业摄像头模组出货量稳居世
界第5位。

共谋企业培育一盘棋
精心实施企业梯次培育三

大行动计划

与攀钢开展深度合作，总投资4亿元
的大足钢材加工配送（成渝）基地项目成
功落地，预计年钢铁加工和贸易量达 50
万吨以上；推动大昶宝公司与内江巨腾
深度合作，强化成渝地区镁铝原材料企
业配套……今年以来，大足区坚定不移推
动企业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精心实施

“苗圃”“育林”“参天”企业梯次培育行动
计划，不断培优育强中小市场主体，为成渝
地区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精心实施“苗圃计划”。重点围绕科
创孵化载体建设、公共技术专业服务平
台打造、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专业人
才引育、知识产权保障体系构建等 5方
面入手，为初创企业提供场地、资源、服
务、人才、法律保障。聚焦汽摩、五金等
特色产业细分 18条产业链，实行“一条
产业链、一个工作专班、一个专家团队、
一个工作方案、一套支持政策”积极组建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体。

精心实施“育林计划”。重点围绕中
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促进传统企业数
字转型、加速规下企业升规入统、强化行
业双招双引、促进人才近悦远来 5方面
入手，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方向路径指
引、营造良好产业生态。

精心实施“参天计划”。聚焦“生根”
“开枝”“散叶”“沃土”“雨露”五大环节，
针对生产管理数字化转型、稳定供应链、
创新资源集聚、对外窗口建设、企业融资
上市等不同成长阶段和需求，形成对龙
头企业的全方位扶持，促进龙头企业发
展壮大，带领全区企业提能升级。

以特色产业引领企业集群发展，一
季度大足区新增市场主体3414户、增长
4.2%，培育产值 10亿元以上企业 9家，
产值 30亿元以上企业 4家，企业“微成
长、小升高、高壮大、大变强”梯次培育机
制初显成效。

共建创新驱动一张网
数字赋能加快制造业转型

升级

近日，走进大足区盛泰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加工手
机摄像头。该公司旗下产品有多摄摄像
头、一亿像素摄像头、超广角和潜望式摄
像头等，年产能达3亿颗，摄像头占全球
生产额的5%。推动5G在智能制造典型
场景的示范应用，盛泰光电“产线柔性配
置”成功入选国家工信部“2022年度智
能制造优秀场景名单”。

盛泰光电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实现飞速发展得益于大足区加
快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的不懈
努力。今年以来，大足区推动共建成渝

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区域协
同公共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拓展工业
互联网及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应用，宇海
科技、双钱轮胎等企业打造出一批

“5G+”应用新场景，加快构建了“5G+工
业互联网”生态圈。

开展“上云用数赋智”行动，推进“数
字赋能”工程。大足区积极打造“云智采、
云智造、云智销”智能应用场景，建立数字
经济重点企业库，培育引进一批数字经济
优质企业，加快人工智能、数字孪生、5G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企业的融合应
用。同时，力争引进3—5家数字经济核心
领域企业，建好数字经济产业园，赋能数
字文旅、数字乡村、数字消费等重大项目。

在积极助力重庆建设国家重要产业
备份基地方面，大足区正在积极争取央
企以及军转民、民参军等重大项目落户，
扎实推动成渝轴线智能制造联盟、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静脉产业园区发展联
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业设计赋能
基地等走深走实，加快实现承接国家重
大生产力布局、产业链关键环节产能储
备和部分部署“零”的突破。

打好产业“特色牌”，当好“两高”桥
头堡。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新机遇，大足将积极打造先进特色产业
集群、共建成渝中部地区科创大走廊、打
造国家战略产业备份基地，在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不断贡献力量。

据重庆日报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日前，大足区龙水镇雅美
佳湿地公园荷花院子里，全国星火计划带头人标兵、大
足太空荷花培育专家陶麟把一盆并蒂莲赠送给正在大
足采风创作的国内著名青年插画艺术家何平，感谢何
平为大足创作了大足石刻、太空莲花等系列高水准的
艺术作品。

“并蒂莲是莲花中的极品，生长概率是十万分之
一，不可人工培育，可遇不可求。”陶麟说，何平先生画
技精湛，是爱莲画莲的艺术家，希望这株名为“山城牡
丹”的并蒂莲能给他以新的艺术创作启发。

“这株并蒂莲太珍贵了，我与大足的缘分也太神奇
了。”端详着这株含苞待放的并蒂莲，何平赞叹不已。
他说，此次来大足之前，他专门创作了一幅并蒂莲在大
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前开放的画作，没想到一来到大
足，就听说了大足开出并蒂莲的消息，而且真的见到了
并蒂莲。

收到这份饱含真情的礼物，何平颇为感动。他表
示，接下来将继续开发大足石刻、大足荷花系列文创产
品，用心用情宣传推介大足。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近日，重庆市第七届“渝
创渝新”创业创新大赛落幕，大足区参赛项目“新型山
地低小运量轨道交通项目”从创业创新综合组1123个
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决赛二等奖。

“新型山地低小运量轨道交通项目”由重庆艾博瑞
威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投资实施，该项目产品分为
齿轨、空轨两大系列。该公司董事长杨武介绍，公司产
品的主要核心优势是突破了传统轨道列车因黏着力不
足以致爬坡能力小的问题，是山地景区和山地项目的
刚需性产品，也是国内外中小城市低小运量轨道交通
的较好选择。

“传统轨道列车的爬坡能力一般为 3%，艾博瑞威
齿轨山地列车分两大子系列产品，其极限爬坡能力分
别是 25%和 50%；空轨列车极限爬坡能力为 10%，两
者均属于革命性、创新创造型产品。”杨武介绍，该项
目实施后，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提供就业岗位 1000个
以上。

据悉，重庆市第七届“渝创渝新”创业创新大赛以
“近悦远来·渝创渝新”为主题，自去年12月启动以来，
按照“1+2”模式实施，即1个主体赛加2个专项赛进行，
设置了创业创新综合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组、乡村
振兴组3个赛道，入围决赛的30个项目同台比拼，竞争
激烈。

新渝报讯（记者 毛双）6月29日，记
者从大足区智慧救助暨“救助通”应用
推广视频会议上获悉，大足区将全面推
广使用“救助通”，推动社会救助服务向
移动端延伸，实现救助事项“掌上办”

“指尖办”。
“救助通”小程序作为民政部低收入

认定指导中心开发的社会救助申请和授

权核对的入口端，可通过对接社会救助
综合平台，打通一门受理系统、社会救助
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系统、社会救助系统
和社会救助移动端，让困难群众足不出

户即可在线完成社会救助在线申请、在
线签署核对授权、救助对象待遇资格认
证、救助情况在线查询等功能，实现社会
救助工作全流程网上办理。

会议向大足区各镇街相关工作人员
等介绍了我市“救助通”应用推广情况，
对全区“救助通”应用推广工作进行了安
排，并现场培训了系统操作流程。

社会救助服务向移动端延伸

大足区全面推广使用“救助通”

新渝报讯（记者 熊敏秀）6月29日，市社科界第八
届学术年活动——“聚焦人才开发 助力乡村振兴”座
谈会在大足区玉龙镇召开，市企业人才发展研究会乡
村振兴惠民博士工作站（以下简称“博士工作站”）成员作
主题报告，为大足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会上，博士工作站成员分别以《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中信集团隆平高科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方面的实
践与探索》《乡村振兴的智慧化实践——构建数字乡
镇》《农业产业化之林下经济提质增效生态循环发展路
径》等为题进行了详细讲解。

座谈会上，专家博士们与在场的乡村振兴工作队
负责人、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交流讨论，为进一步加强合
作，推动大足区乡村振兴工作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博士工作站目前有博士团队9人，涉及农
学、经济学、信息工程学等专业，他们通过发挥高层次
人才优势，让深厚的专业积淀、前沿的科学理论、丰富
的行业经验相结合，为大足科技赋能、乡村文旅、基层
社会治理等方面工作建言献策。未来，玉龙镇将创造
有利条件，为进站博士营造良好工作环境，为研究工
作提供支持。

乡村点燃“智慧引擎”

构建“2+4”现代化产业体系 实施企业梯次培育三大行动

大足争做成渝地区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排头兵

上汽依维柯红岩车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资料图） 新渝报记者 瞿波 犹骥 摄

第七届“渝创渝新”创业创新大赛落幕

大足项目获二等奖

画荷高手遇到种荷能手
大足并蒂莲“联”绽芬芳

重庆市大足区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遗失其开户
许可证（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周少政；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足双塔支行；账
号：31210901040003241；核准号：J6530033853502，特
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中敖镇转洞村 3 组 80 号梁廷先
（身份证号：510230197008212624）遗失其残疾证（编
号：51023019700821262444），特此声明。

遗失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