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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崔晓玲）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召开
在即，1月16日，大足区政协举行住足市政协委员出席市
政协六届二次会议行前动员会。市政协委员、大足区政
协主席廖文丽主持会议。

为开好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委员们提前围绕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深入
走访调研，精心准备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内容涉及农业
发展、文旅融合、特色产业等多个方面。会议就住足市政
协委员撰写的15篇提案进行了讨论研究、修订完善。

廖文丽指出，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住足市政协委员肩负着大足人民的
期望和重托，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召开市政协
六届二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忠实履行委员职责，积极提出
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形
势，立足实际，围绕推进全区高质量发展多建睿智之言、
多谋创新之计、多献务实之策。

市政协委员、大足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建华，市
政协委员、区政协副主席李德芬、吴洪奎、唐华俪，以及其
余住足市政协委员出席会议。

新渝报讯（记者 杨琢）1月15日，记者从大足区委统
战部 2024年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获悉，2023年，大足区委
统战部积极凝聚各方思想、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制度优
势、持续巩固民族宗教领域良好局面，提振民营经济发展
信心、走深走实港澳台及海外统战工作，为全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大足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建华以及区领导周虹、
李德芬、吴洪奎、夏尧宣、唐华俪出席会议。

当天，来自大足区委统战部、区工商联、区侨联、区社会
主义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区各民主党派主委、副主委、专
干先后前往民进困境儿童转化基地、颂棠别院民盟盟员之
家、党外知识分子吴绮楠名医工作室、九三名医堂工作站、
大足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示范点以及德循律师事务所民革
同心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百君律师事务所民建会员之家、
侨胞之家，实地调研了各民主党派2023年工作开展情况。

2023年，大足区委统战部在统战工作中有声音、有
形象、有示范、有品牌，引导民主党派围绕全区中心工作
编报两会信息、党外人士建言 221条、42篇；健全各项制
度，建成统战工作示范点17个；深度挖掘、系统研究大足
石刻文化、非遗文化和民俗文化，打造宗教场所传统文化
体验专区 10处；持续开展“百家企业评部门”，交办问题
198个，整改率达100%；建成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示范点1
个，党外知识分子之家1个，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室2个，打
造新的社会阶层实践创新基地5个；全年接待来足、回乡
的海外侨胞160余人次。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团体）代表还
结合自身履职情况，对政府工作报告和《大足区民主党派
工作赛马比拼指标体系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发表了
意见和建议。

凝心聚力促发展
大足区委统战部举行2024年党外人士座谈会

□ 重庆日报记者 杨骏

关于重庆空天信息产业的好消息，接连
涌来。

1月8日，重庆市政府第27次常务会议强
调，要立足重庆市卫星互联网先发优势，推动通
导遥融合应用，加快打造空天信息产业基地。

1月5日，4颗“重庆造”卫星气象掩星，在
酒泉成功发射入轨。至此，“天目一号”气象
星座一期完成组网。作为该项目的“操盘
手”，航天天目（重庆）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在
一年内发射了22颗“重庆造”卫星，并全部入
轨实现正常工作。

2023年11月20日，首届明月湖空天信息产
业国际生态活动在重庆举行。来自全球434家
产业链企业、67家院所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代表
1000余人相聚重庆，共谋空天信息产业发展。

同年 11月 10日，《重庆市空天信息产业
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7年）（征求
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

空天信息产业，重庆人熟悉而又陌生。
此前，重庆虽有西南铝、电科芯片等企业为国
家卫星提供部件，但从无卫星整星及星座运
营的先例。如今，重庆部署了包括卫星互联
网产业在内的“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
同时还提出空天信息产业发展目标：到2030
年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航天科工布局重庆，看中了啥

“天目”项目，来头可不小，它由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下称航天科工）打造，除了卫星发
射，还涉及空天信息产业链上下游，包括载荷
研制、卫星制造、平台运营、数据应用等。

这样一个优质项目，凭啥落地重庆？这
要追溯到2020年。当年，西永微电园与航天
科工合作成立了航天科工新一代通信技术研
究院，主营5G等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研发
和产业化。双方由此结缘。同年12月，双方
又合作成立了航天新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
研制专网、公网等核心通讯设备及解决方案。

2022年 6月的一天，得知航天科工正谋
划“天目”系列卫星星座项目，西永微电园公
司副总经理陈昱阳立即带领团队前往航天科
工，希望把该项目引入西永微电园。

不过，彼时，航天科工认为，西永微电园
并没有空天信息产业的布局，不适合落户引
入“天目”项目。

陈昱阳并不这样认为。西永微电园此前
虽然没有完整布局空天信息产业，但却有很
雄厚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基础，这恰好是空天
信息产业所需要的。

比如，在卫星有效载荷（卫星上用于直接
实现卫星的自用目的或科研任务的仪器设
备）方面，西永微电园拥有大量集成电路企
业，都能研制卫星上使用的通讯转发器、雷达
图像遥感、卫星定位导航设备等。

再如，在卫星平台（保证有效载荷正常工
作而为其服务的保障系统）方面，园区企业电
科芯片，则能提供电源系统、姿态控制等分系
统，已经应用于载人航天任务的各个阶段。

“我们完全可以以天目项目为基础，引入
空天信息产业的上下游企业，打造完善的产
业生态和创新生态，就像园区当年打造笔电
产业生态一样。”谈判现场陈昱阳的一席话，让
航天科工眼前一亮，双方几乎是“一拍即合”。

基于前两次合作的基础，双方在当天就
达成了合作意向，随后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
间敲定合作细节，并签约了空间电磁频谱研
究院及低轨卫星星座产业化项目。

2023年2月，空间电磁频谱研究院、航天
天目（重庆）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在重庆揭牌，
标志“一院、一公司、多星座”正式落户重庆。

“天目”落户的故事，其实折射了重庆发
力空天信息产业的优势。在重庆交通大学绿
色航空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邓涛看来，空
天信息产业本就是高端制造业。制造业越强
的地区，发展空天信息产业就越有利，重庆既
是全国工业重镇，在吸引空天信息企业落户
上自然有优势。

一个悄然启动的庞大产业

事实上，在“天目”落户前，重庆已在悄然布
局空天信息产业，其中90%集中在两江新区。

早在2012年，两江新区就成立了两江航
空航天产业投资集团，重庆航空航天产业实
现了从无到有；2018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联合中国电信、中国电子集团等多家央企联
合成立的东方红卫星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在

两江新区落户，并在此建立全球总部及运营
中心、人才培养基地等，启动全球低轨卫星移
动通信与空间互联网系统项目；

2021年，中国星网与两江新区签署卫
星互联网产业项目合作协议，将共同打造
卫星互联网产业集群，培育“卫星互联网+”
新业态；

2022年12月，中国星网集团董事长一行
来渝，与重庆就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等多项
战略合作达成共识，随后，两江新区启动建设
卫星互联网产业园，并设立 100亿元规模的
卫星互联网产业投资基金；

2023年 3月，重庆数创园在两江协同创
新区-明月湖揭牌。该园将作为重庆发展数
字经济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集群的重要平台和
载体，预计到2029年实现收入1000亿元级规
模。揭牌当天，欧比特宇航科技、赛微电子、
星移联信等数字经济和卫星互联网领域的
50家企业签约入驻 ......

两江新区航空航天产业链链长皮涛表
示，目前，两江新区明确了以卫星互联网为引
领的空天信息产业，作为航空航天产业的重
点发展方向。

和两江新区一样，西永微电园空天信息
产业发展也是蹄疾步稳。2023年，这里引入
了航天新世纪、巅慧科技、星辰科技等6家相
关机构，上中下游产业链均有涉及。

以星辰科技为例，目前，这家企业已经具
备全系列空间飞行器推进产品的自主研制与
生产能力，是国内唯一能够实现高品质推进
产品全生产链自闭环的商业公司。

陈昱阳表示，下一步，西永微电园将发挥
好国家电子信息制造业中心的产业优势和创
新生态优势，瞄准通讯导航遥感、空天地、载
荷平台应用、产学研“四个三位一体”发力，持
续优化航空航天产业布局。

补齐短板，需要加大产业资
金投入强度

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差距。
近年来，看中空天信息产业的战略地位、

稀缺空间频轨资源、潜在市场经济价值，越来
越多的省市正加速布局。

比如，北京、西安等城市航空航天产业

底蕴较好，在空天产业发展上有先发优势。
邻近的四川、陕西本身产业条件较强，对空
天产业培育都有巨量的资金投入。相比之
下，重庆空天产业的规模还是较小，尚需要
补齐多块短板。其中，产业投入资金不足是
首要问题。

两江航空航天产业投资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向阳透露，2012年以来，重庆在空天
信息产业领域累计投入只有几十亿元，投入
强度与该产业定位并不匹配。

人才也是重庆航空航天产业的短板。向
阳说，高端人才往往是流通的，各地都可以通
过政策吸引来引入，但中端人才却更需要培
育。目前，我市高校涉及空天信息专业数量
少且学科建设水平偏低，使得重庆相关专业
人才匮乏。

另一方面，空天信息产业具有“投入高、
风险高、回报高、周期长”的产业属性，产业培
育初期需要大量企业聚集。有业内人士建
议，重庆在制定产业扶持政策时，眼光要放得
长远，不能仅仅看企业一时的盈亏，这样才能
赢得未来。

“马斯克的公司发射5000多颗卫星才实
现盈亏平衡，但其市值之高、影响之远，不言
而喻。”重庆开拓卫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丁
强强说。

大力发展空天信息产业，重庆已经积极
行动起来。

比如，重庆明确提出要依托重点项目、重
大平台、核心园区引进国内外高端研发机构、
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加强市内高校相关专业
设置，强化龙头企业与高校联合培养，鼓励高
校定向培养、定向推荐专业人才。

再如在资金投入上，去年 11月，在明月
湖空天信息产业国际生态活动期间，国家产
业投资基金、重庆渝富控股集团、航天投资控
股等 10家投资机构共同发起总规模 1000亿
元的空天信息产业基金群。

邓涛表示，重庆部署的“33618”现代制造
业集群体系中，除了卫星互联网，还有很多都
与空天信息产业关系密切，比如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等等，未来重
庆应该将统筹考虑，加速产业间的联动，通过
汽车、电子等产业，为空天信息提供更多应用
场景，加速其发展。

穿过堆满各色工艺品的木架，从书架上
拿下一本书，靠着可眺望嘉陵江的窗边坐下，
就是重庆市民霍灿一天中最放松的时间。“虽
然抢座总会有点头疼，但书店开业后，我几乎
每天都要在这里看一会儿书，感觉这样能消
除工作一天的疲劳。”

这个当地人口中的“最美书店”是 2023
年 9月在重庆开业的茑屋书店，占地 1350平
方米，约有 38000册书籍、100余个座位，是
2023年入驻重庆的数百家国际首店之一。
作为国际知名的连锁书店，它自开业就获得
了广泛的追捧。

所谓首店，指的是行业领域里代表性较
强的品牌或新品牌在某一区域开的第一家
店。其开设后往往能增强一个地区的商业活
力，带动整个城市的消费升级。依托首店的
品牌吸引力发展“首店经济”，近年来成为中

国西部城市激发商圈消费活力的重要手段。
“重庆市围绕提升消费国际化水平，以促

进国际国内知名品牌集聚发展为重点，通过
引进首店大力实施了消费品牌提质拓展行
动。截至目前，重庆累计引进国际国内知名
品牌超1800个。2023年前三季度，引进品牌
首店 341个，增长 216%，首店经济呈现稳步
向好的发展态势。”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
彭和良说。

中国西部另一座大城市成都，2022年引
入首店708家，通过太古里等商圈作为载体，
不断吸引着奢侈品、潮流品牌及高端餐饮等
多业态的高能级首店进驻。如中国国家队特
许零售店四川首店于2024年1月8日正式开
业，被当地体育爱好者追捧。

首店在中国西部的不断集聚，激活了消
费市场。2023年1到10月，成都市春熙路商

圈来客超 1.1亿人次、同比增长 30%，营业额
890亿元、同比增长 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806亿元、同比增长 10%。2024年新年期
间，解放碑商圈所在的重庆市渝中区所有重
点商业体、购物中心销售额同比增长29.35%。

对众多国内外知名商业品牌企业而言，
良好的营商环境、完善的政策支持以及巨大
的消费潜力，是他们落户中国西部城市的主
要原因。

“消费者在线下门店实地体验后通过网
上下单，可快速完成企业订单申报、海关审核
放行、物流快递配送等一系列流程。从网上
下单到海关放行，最快仅需 3分钟。消费者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买全球’的购物体验。”
澳大利亚综合零售连锁店CW大药房重庆首
家线下门店负责人说，优异的扶持政策让他
们的门店能够落户重庆，重庆巨大的消费潜

力更让他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重庆、成都近期也出台了多项政策吸引

国际国内品牌首店落户。如重庆近日就印发
《支持首店经济发展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将
从商业运营商、第三方机构、商业品牌企业三
个层级入手，统筹专项资金，进一步加大首店
经济发展政策支撑力度。成都市高新区则提
出对落户成立独立法人企业的品牌“首店”给
予10万元奖励；对主动招引“首店”的商业载
体运营单位给予最高50万元的奖励。

“首店经济是城市商业蓬勃发展的风向
标，也是最能彰显城市消费‘国际范’的重要
指标，更是带动消费的强大动力。相信随着
首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能真正把重庆
打造为国际国内知名品牌进军西南乃至于西
部市场的重要选择地，拉动重庆乃至更多西
部城市的消费活力。”彭和良说。 新华社

重庆千亿元级空天信息产业“起航”
廖文丽在住足市政协委员出席
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行前动员会上指出

忠实履职尽责 多建睿智之言

新渝报讯（记者 侯小梅 实习生 易思远）1月15日，
大足区安委会、区减灾委、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联合举办
了 2024年度应急救援队伍大比武暨森林防灭火演练竞
赛，来自27个镇街的应急救援队伍参加比赛。

大足区政协副主席何永忠出席活动。
开幕仪式上，无人机盘旋呼啸，现场展示火场勘查、

情报传递、信息汇聚、指挥协同和森林消防作业，参赛队
员还现场观摩了比武科目演示。

本次比赛共设置有油锯组装、油锯切割、水泵森林消防
三个竞赛项目。伴随着一声令下，各参赛队员迅速投入到
比赛中，高效组装油锯，并迅速完成油锯切割。面对熊熊烈
火，参赛队员们齐心协力架设水泵，快速奔向起火的山坡，
灵活运用各种救援技巧，有效控制和扑灭火势，展示了各参
赛队员高超的灭火技能、应急处置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2名、
三等奖4名。

大足区应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比武演练，搭建
了一个相互交流促进的平台，进一步锤炼队员本领，加强
了全区应急力量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管理，增强
了基层应急救援队伍的战斗力，为做好全区应急救援工
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比武竞赛火力全开

大足27支应急救援队赛马比拼

“首店经济”激活中国西部城市消费活力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 通讯员 彭开瑛）1月16日，
大足区政协主席廖文丽率队开展大足冬菜产业发展专题
调研，集思广益，谋划推动大足冬菜产业加快发展壮大。

大足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建华，区政协副主席薛
燕参加调研。

大足冬菜位列川渝四大腌菜和大足四宝，有着“腌菜
中的茅台”美誉，是大足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
廖文丽一行先后来到大足城区北山面庄、珠溪镇鑫轩冬
菜股份合作社、海天石魂冬菜销售点、宝顶冬菜生产基
地、昌州古城昌州豪妈商铺，同企业负责人交流，详细了
解冬菜系列美食产品生产销售情况，针对新产品开发、推
广营销提出具体建议。

廖文丽指出，大足冬菜风味一绝、品质出众，具有进
入更大市场的坚实基础，全区主要大足冬菜生产企业要
坚定信心，保持战略定力，通过协同发力，补链强链，培育
壮大消费市场，促使大足冬菜产值跃升，最终带动种植冬
菜的菜农稳定增加收入。

廖文丽指出，要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始终保持大足冬
菜安全、卫生、健康、优质的制作工艺，确保产品品质位居
一流；要准确把握学生市场、公共交通旅客市场、国内外
区域市场等细分市场需求，推出不同分量、不同风味的冬
菜美食产品，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要创新开发冬菜系列
新菜肴、新食品，率先培育川渝食客食用大足冬菜的餐饮
习惯，壮大大足旅游美食阵营；要强化大足冬菜宣传营
销，综合采用生产过程直播、举办品牌大会等方式，提升
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

大足区政协专题调研
冬菜产业

□ 新渝报记者 崔晓玲 熊敏秀

棠香街道和平村村口，民房错落有致，墙
面上的 3D油彩画憧憬着村民们今后的幸福
生活。各院落之间由一条条硬化道路相连，
干净整洁。

村支部书记蒋福银每天会固定花一点时
间，到各个院落去“巡逻”。“要看看村民房前
屋后的环境有没有乱摆乱放的，我们不要再
回到以前了。”

以前什么样？记者很是好奇。
“前几年，房前屋后都摞柴，路上满是垃

圾。一到雨季，污水横流。”提及过往，同行的
村干部直摇头。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生活在脏乱差的环
境中，但是改变起来难度确实不小。”蒋福银
说，之前村干部张贴标语、上门督促，用了各
种方法，但是村民“就是不买账”。

村民郭大伟家就在村口，房前屋后却堆满
了杂物和垃圾。村干部上门劝说，他却振振有
词：别人能堆，我也能堆；别人能丢，我也能丢。

对村民们来说，多年的习惯不易改变，他
们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相信村里能做好。

转变村民的卫生观念，一味宣传、督导，
效果不佳，那么先让村民看到改变，感受改变
带来的影响，再因势利导，或许更有效。

2023年，村里开始申报“五星村庄”，村
支“两委”下决心要把农村人居整好。并以此
为“药引”，净化河流，修建旅游环形公路，打
造观光长廊、田间步道、院坝广场等，外部环
境得到提升。组织村民清理了积存多年的垃
圾堆，在破旧的砖墙绘上了山水风景、田园风
光、美德故事，凌乱的墙角种上了花花草草。
久而久之，连小孩子都能背出墙上的名言名
句，美好的种子在大家心中发了芽。

“这几年，我们这里的居住环境越来越
好，道路越来越宽敞，设施设备也越来越齐
全，生活在这里感觉很幸福。”村民李才秀高
兴地说。

村里潜移默化的变化发生了：堆在路边
的垃圾少了，院墙上的泥渍不见了，乱堆乱放
的杂物整齐了……房前屋后的花开得艳，村
民来往都要多看两眼，对自家房屋周边的环
境也自觉地开始维护，甚至有村民还主动参
与到村容村貌的改变中。

每年进入 4月，上千市民“涌入”村里观
光休闲，高峰期甚至每天达 8000人。村民

们看准商机，有手艺的开起了农家乐，有场
地的办起了“周末经济”，有劳动力的卖起了

“土货”。
村支“两委”还围绕“为群众办好事、让群

众好办事”，探索了“五心”服务模式，组织引导
村民有序流转土地近4000亩，建设有机蔬果
园、观光花卉园和生态彩色林。提档升级生
态枇杷园850亩，扩大发展李子、砂糖橘、红心
柚连片种植 600亩，绿色蔬菜基地 300亩，播
种向日葵10万株，绿化彩化森林2000亩。

好环境还吸引了10家餐饮企业入驻，年
营业额 1600万元，带动 130余名本地村民就

近就业。
200多名外出务工的村民回乡，1000多

名外村人进村创业和务工，常年有 500多名
外地租客留村。

……
“一边是窗明几净、花木繁茂，一边是蛛

网高挂、蚊虫环绕，哪个好，哪个不好，大家心
里自有一杆秤。”蒋福银坦言，下一步，村里还
将把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餐饮、休
闲及其他服务业有机融合，实现产业链延伸
和收入的增加。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蒋福银憧憬着未来。

和平村：环境一“靓”天地宽

大足区棠香
街 道 和 平 村 是

“棠香人家”项目
的核心区域，绿
荫成林，道路通
畅，被誉为大足
的城市后花园。
该 村 先 后 获 得

“重庆市首批美
丽宜居乡村”“重
庆市首批‘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
等殊荣。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