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8日，在丰都县武平镇坝周村，
村民在香葱共富农场采收香葱。

近年来，丰都县聚焦产业振兴，引导
镇（乡）、村（社区）整合资源，积极探索

“新农人+共富农场+集体经济”模式，按
照“集体的性质、市场的机制、实体的形
式、共建的模式、共享的目的”发展路径，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设施农业、品牌农业
等富民产业，进一步优化产业发展结构，
拓宽集体经济组织增收渠道，让村民在
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为强村富民注入
新动能。

据介绍，该县计划建设共富农场165
个，目前已完工129个，对涉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已完成全覆盖。已完成建设的共
富农场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占股 50%以
上的共富农场 79 个。今年预计带动村
集体经济组织增收2700余万元，带动1.3
万人实现就近务工就业。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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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龙网记者 羊华 李黎

百尺竿头，需更进一步。
谋求智造“升级版”的江北区，在打造多

个智造产业集群的同时，仍在继续培育新的
百亿级产业矩阵。加速孵化的三大准百亿集
群，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个优势企业“自
带”一个产业链。

在城市轨道列车智造方面，重庆中车长
客在守好城市轨道基本盘的同时，不断研发
新品，下线中小城市适用的中运量单轨，投用
全国首条双流制市郊铁路，跑出了加速度；将
大本营设在江北区的深蓝汽车，通过开发超
人气新车型，赢得了新能源汽车细分赛道；发
源于江北的润际远东，更是以小博大，在新材
料领域闯出一条新路，研发的钢铁“味精”，更
是征服了全球前十大钢铁集团。从旧到新，
从慢到快，从小到大，“百亿新军”为江北智造
增添了新活力，创造了新动能。

从旧到新
轨道装备新品拓展新市场

奔跑在轨道交通上的江北区，成就了重
庆网红轻轨穿楼景观，让轨道列车成为流动
的城市会客厅。

上天入地的轨道列车，就产自江北企业

重庆中车长客。
原本，轨道产业是江北区装备制造板块

的组成部分，随着区域轨道交通市场不断壮
大，以及重庆中车长客在用好存量技术的同
时，不断做增量研发，上架适应更多市场的轨
道列车新品，这一“装”在车轮上的产业，迅速
自成一体，成长为准百亿轨道装备产业。

为了帮助重庆中车长客扩大市场、增大
体量，江北区着手打造全市轨道交通装备产
业高地，带动形成百亿级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吸引中车四方所、长征重工等50余户配套企
业集聚。此外，还引入国家轨道工程研究中
心重庆中心，为健全配套、研发新品奠定了坚
实基础。

引进来的同时，江北区还积极支持企业
走出去。重庆中车长客已走出重庆，开拓中
运量单轨和双流制市郊铁路的新蓝海，海外
城市轨道市场也有了意向客户。

用新产品撬开新市场，江北区加强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了装备制造高质量发展。

从慢到快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实现换挡超车

奔跑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赛道上的江
北，依托深蓝汽车等整车产业及关键配套，在
新市场上不断开疆拓土。

数据显示，江北区汽车制造业已集聚 56
户企业，总产值占全区制造业总量的65%、全
市汽车产业的 21%左右，汇聚起长安、赛力
斯、深蓝、阿维塔、瑞驰五大整车企业和51户
配套规上企业，全区整车产品已实现智能网
联搭载全覆盖。

深蓝汽车是长安“香格里拉计划”新能源
战略的重要布局，独立运营之后，原本是行业
的新军，“个子”较小，在江北区的积极扶持
下，不断加快研发，在电池、电驱、电控等关键
技术方面取得突破，SL03等新产品，一上市
就分别占领了各自细分市场。

为了支持深蓝汽车这样的“链主”企业快
速发展，江北区积极推进龙头企业产销对接，
帮忙引进配套企业，还会同江北区人社局对
接校企用工，解决汽车企业的用工需求。

作为江北区三大支柱产业和全市万亿级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群的增长极之一，深
蓝汽车迎来了最好的发展风口，也迅速站上
了百亿级产业台阶。

从小到大
新材料产业注重技术含量

奔跑在新材料领域的江北区，走出了一
条“以小博大”的新路。

发源于江北港城工业园的润际远东，创

办之初就坚持“专精特新”，初创企业走研发
立业之路，可谓困难重重，在最需要帮助的时
刻，江北区在融资、产学研商资源的对接等方
面，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在江北区有关部门帮助下，润际远东在
高浓度合金元素添加剂这一新赛道一干就是
16年，凭借“高熔点金属低温熔化技术突破
了国外同行的垄断，产品畅销欧美、日本，全
球十大钢铁集团以及波音、空客、C919大飞
机等航材供应商都是润际远东的客户，系列
产品还被广泛应用于国防军工、航空航天、新
能源汽车、高铁、大型船舶等领域。

为了进一步扶持润际远东，江北区还组
成区级工作专班，协调资源辅导其上市。

下一步，江北区决定继续支持润际远东
等新材料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围绕金属催化
剂新型功能材料、新能源储能材料等领域，推
进前沿材料产业创新集聚发展，引导形成发
展合力，实现产业协同，构建以高精尖研发为
特色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优越的区位，优秀的企业，加上优渥的营
商环境服务，推动江北百尺竿头，“百亿”齐飞，

“下一个百亿”还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 南川报记者 黎明

近日，走进南川区大观镇铁桥村腾春蔬
菜基地，虽然是冬季，但成片的塑料大棚内
绿意盎然，随处可见村民正在采摘绿油油的
蔬菜。

近年来，南川区围绕南城街道、鸣玉镇、
大观镇等特色蔬菜产业带，大力发展蔬菜产
业。2023年，预计全区蔬菜播种面积达34.83
万亩，产量达 59.41万吨，其中高山蔬菜种植
面积 10万亩，产量 16万吨；蔬菜总产值实现
23.3亿元，预计全年蔬菜自给率达到100%。

以市场为导向做好“菜园子”

“我们南川的丝瓜在重庆市场的占比达
30%，今年总收入比往年都可观。”腾春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姜国强介绍，2018年
起，大观周边 6家农业企业成立农业产业联
盟，通过采用自主研发、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
丝瓜落蔓密植栽培技术，做到了重庆丝瓜类
产量、质量和效益的第一，亩产值4.5万元、纯
利润1.3万元以上，今年联盟总收入达600余
万元。

南川区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
峰介绍，近年来，南川区坚持内涵式发展的蔬
菜现代化之路，大力发展设施蔬菜，在腾春蔬
菜专业合作社、纷禹蔬果种植家庭农场落实
蔬菜绿色高效生产技术集成示范。

据介绍，南川区现有设施蔬菜基地 4125
亩，主要分布在东城街道、南城街道、南平镇、
鸣玉镇、大观镇等乡镇街道，主要种植丝瓜、
茄子、黄瓜、番茄、辣椒等蔬菜和香菇、平菇、
蟹味菇、赤松茸、羊肚菌等食用菌，设施蔬菜
产量4.29万吨，产值2.92亿元。

以技术为支撑壮大“菜园子”

日前，南城街道双河场村的黄学令种植
的甘蓝在重庆市首届“三峡杯”优质蔬菜（甘
蓝）评选活动中获得金奖。南川区逢秋荣高
粱种植专业合作社生产的甘蓝获得铜奖。

南川区在发展蔬菜产业中，强化群众种

植技能培训，并以“合作社＋公司＋农户”的
模式，在示范带动、订单收购等方面发力，让
群众种植甘蓝心里有底，干劲十足。

在完善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撑的同时，南
川区还着力推进蔬菜政策性保险落实，防范
农业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蔬菜种植保
险已是第二年纳入南川区政策性保险范围，
今年已落实蔬菜保险面积4000亩。

长短结合丰富全区“菜篮子”

近年来，南川区依托蔬菜周期短、见效快
的产业优势，不断完善产业链，打出“长短结
合”组合拳。

走进华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只见两条生
产线上，工人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企业的产品
有蟹味菇、白玉菇、鹿茸菇，另外还有虫草花。

华绿生物食用菌项目一期工程 2022年
底竣工投产，今年逐渐达产，目前主要产品为
海鲜菇和虫草花，今年预计实现食用菌产量
1.5万吨，产值约1.5亿元。

在加工方面，目前南川区建成方竹笋大
型加工企业 4家，速冻生产线累计生产 3500
吨，已研发竹纤维森林食品2种，注册商标47
个；建成榨菜加工企业2家：重庆胖子妈食品有
限公司和屯聚蔬菜股份合作社，年生产加工
榨菜8000吨，辐射带动群众增收约400万元。

目前，南川区正依托良好的地理位置、气
候、水资源等优势，大力发展蔬菜产业，真正
让“小蔬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江北：“跑”赢新赛道 新能源新材料城轨三“箭”齐发

壮大“菜园子”保障“菜篮子”

今年南川区蔬菜总产值实现23亿元

南川区大观镇金龙村村民在采收丝瓜。南川报记者 黎明 摄

□ 巴南日报记者 邹露

近日，记者从巴南区卫生健康委获悉，巴南区依托区
域内丰富、优质的自然资源，聚力打造具有巴南辨识度的医
养结合服务名片，目前已成功创建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区。

下象棋、打扑克、健身、看电视、排练舞蹈、做手工艺
品……在莲花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重庆中粹护理院
休息室里，几位老年人在体验志愿者康健按摩之后，纷纷
竖起了大拇指。环顾整个养老服务中心，内设日间休息
室、餐厅、图书阅览室等功能室，虽然不大、但设施齐全。

75岁的陈明秀谈起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便利，忍不
住打开了话匣子：“我有膝盖痛、腰酸的老毛病。在这里
能做艾灸、理疗，省时省力！”

这只是巴南区大力推广以“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
养康养相结合”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五分钟养老服务
圈”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截至目前，巴南区共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837家、各类老年服务机构362个、养老机构57家，养老床
位 1.07万张。现有医养结合机构 15家（其中政府举办 3
家、社会举办12家），医疗床位896张，每千人医养结合床
位达9.24张，在机构量、大规模机构量及人均床位数方面，
均位列重庆市内第一，实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

巴南成功创建
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区

□ 铜梁报记者 陈刚

近日，铜梁区首个“不见面开标”项目——铜梁区妇
幼保健院托育中心建设项目在铜梁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顺利完成开标，标志着铜梁区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数
字化水平再上新台阶。

据悉，该项目共有23家投标人参与投标。上午9时30
分，开标活动准时开始。23家投标人中，有12家投标人通
过“不见面开标系统”在线收看投标文件解密、投标保证金展
示、信用查询、唱标等开标全过程，开标全程用时约20分钟。

“‘不见面开标’让开标更加公开透明，缩短了开标时
间，提高了交易效率，还为投标人节省了交通、住宿等费
用。”投标人王豪说。

据了解，“不见面开标”系统是基于大数据、实时音视
频、数字证书、分布式存储等互联网技术，实现了开标场
景在网络上的全程可视化，达到了文件无纸化、标书在线
传、见屏如见面、系统辅助评、过程全留痕的公共资源交
易全流程智能化。相较于传统开标，“不见面开标”系统
优势明显，交易更加便捷，市场主体仅通过在线方式就能
完成招标程序，大大提高了招投标效率。

据悉，为了保障数据的安全保密，“不见面开标”系统
还采取了多层次的数据加密和权限管理，只有经过授权
才能获得相关信息，可有效防止信息泄露。投标人足不
出户即可“沉浸式”参与开标全过程，最大限度为市场主
体提供了便利。

“‘不见面开标’系统的投用，实现了让数据‘多跑
路’、企业‘少跑腿’，打通了服务市场主体的‘最后一公
里’。进一步解决了企业投标成本高、差旅耗时长等问
题，真正实现了‘投标不跑路、交易不见面’。”铜梁区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主任邱东表示。

铜梁

“不见面开标”系统正式投用

近日，垫江县牡丹湖湿地公园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
美丽，吸引了不少市民到公园里晒太阳，畅想这美丽的冬
日时光。近年来，垫江县不断“增园、增彩、增色”，建成大
大小小的公园（含口袋公园）近60个，打造宜居宜游宜业
城市生态环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垫江日报记者 龚长浩 摄

垫江

公园刷新城市颜值
市民畅享品质生活

□ 荣昌报记者 张雪

荣昌区数字经济产业招商专班近日传来
“捷报”——成功引进海南迅马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签订“全国首个地方猪互联网平台”
项目协议。

该项目总投资 6.3亿元，拟入驻云尚·农
牧大数据产业园。项目将以地方猪为抓手，
细分养殖户和中高端消费人群，开发全国土
猪电商交易平台；建立地方猪品牌推广矩阵，
打造“生态化、差异化、多元化的猪肉品牌”；
聚焦“猪生产、猪交易、猪品牌和猪金融”4个
核心，构建生猪供应链生态闭环；实现全国主

要地方猪品种全覆盖，完成GMV100亿+的目
标，用户量达到 200万+，推动种业创新，带
动全国范围内地方猪区域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

如何引来“凤栖梧”？这得益于荣昌区数
字经济产业招商专班绘制的一张“图谱”和梳
理的两份“清单”。

一张图谱，即产业链图谱。该专班按照
《数字经济及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从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绘

制了数字经济项目的基本范围图谱。该图谱
涵盖了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慧
物流、数字金融、数字商贸、数字社会、数字政
府等数字化应用场景项目。

两份“清单”，即数字化场景清单和企业
需求清单。该专班按照国家“十四五”规划列
出的 10个数字化应用场景，结合荣昌实际，
梳理了智慧能源、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7个
数字化场景清单，为数字招商明确了方向。
同时，按照产业链图谱，对涉及不同板块的

20余家企业做了调研，整理企业需求 32条，
制定企业需求清单，并按照清单内容针对性
做好招商“一企一策”。

招商之路任重而道远。目前，除该项目
外，该专班还与北京启征荣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托普云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新智
能算力图灵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数字经济型
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项目投资总额达
10亿元。下一步，该专班将与各企业积极磋
商，争取项目早日落地。

荣昌：数字经济产业招商专班出“实招”见“实效”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沙坪坝区城市管理局将开展主
题教育与解决好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紧密结合在一
起，以为民服务的“温度”检验主题教育的“深度”，切实推
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近日，记者在童家桥街道壮志路停车场看到，通过智能
化改造升级后，车辆进出的速度得到明显提升，进场车辆不
再积压，出场车辆也不再排队，有效缓解了红岩景区周边的
道路拥堵问题。在站南路停车场，沙坪坝区城市管理局利
用沙坪坝火车站上盖桥空间，进行智能化改造后，新增了
214个智能停车位，有效缓解了三峡广场片区停车难题。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广泛征集群众关于停车场
建设的‘心愿清单’，摸清设施底数基数、收集停车设施时
间、空间使用情况基础数据，并结合人口流动分布，初步
识别出重点停车难区域，建立动态闲置土地资源台账，把
小微停车场、新增停车位等建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沙
坪坝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时，通过智慧赋
能，安装智能监控、智慧道闸、地磁感应等设备，引入智慧
停车管理系统，让市民停车更加方便实惠。

截至目前，沙坪坝区已建成小微停车场 29个，新增
停车泊位2430个，完成1000个停车泊位的智能化改造。

据沙坪坝报

沙坪坝

着眼群众“心愿”清单
精细化治理破解停车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