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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龙网记者 李燊

万里长江要津，千年巴渝古镇。
工业是江津经济的“顶梁柱”。近年来，

江津区凭借区位、交通、产业等综合优势，积
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和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

在江津的发展版图上，重庆人口第一大
镇白沙是重要的产业承载地之一。白沙工业
园作为重庆市级特色工业园，也是江津“一区
四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国家农业部
授牌的农产品加工基地、全国农村创业创新
园区、重庆市机械加工基地。为了打造新引
擎，江津围绕白沙谋划布局着一个大的区域
发展战略——打造千亿工业，高质量发展影
视产业，建设新兴产业之城、文化创意之城。

“光”耀江津
培育壮大光伏产业集群

近日，重庆市经济信息委发布2024年度
首批市级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江津区白沙
工业园的和友重庆光能有限公司上榜。

和友光能是江津白沙工业园区全力引
进、精心培育的一家光伏产业“独角兽”企
业。该公司年产 8GW光伏组件及配套年产
50万吨光能材料项目总建筑面积超 45万平
方米，总投资约33亿元。

落户白沙工业园以来，和友光能发展迅
速。今年一季度企业产值就突破2亿元，预计
项目全部完工达产后，将实现年产值120亿元。

光伏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江津区是
重庆市光伏产业的主要集聚地之一，正着力
打造白沙工业园光伏产业园。白沙工业园光
伏产业园规划建设用地约3平方公里，目前储
备了光伏组件接线盒、胶膜、支架、边框等一大
批项目。2023年，白沙工业园光伏产业生产
总值在全市各园区中名列前茅；2024年一季
度，白沙工业园光伏产业产值突破7亿元。

招引链主企业落户，带动产业链加速形
成，这是白沙工业园发展光伏产业的主攻方
向。总投资约42亿元的武骏光能，是园区招
引进的第一个光伏项目。该项目实现当年签
约、当年拆迁、当年开工，创造了从与企业接
触到签约只用 38天，从签约到开工只用 3个
月，从开工到投产仅用 1年的白沙产业发展
新速度。

此外，2023年8月，江津区与无锡众能光
储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总投资50亿元的众能
光储年产 3GW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组件西南
基地项目，正式落地白沙工业园。该项目的
落地，对于白沙工业园进一步完善光伏产业
链、推动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白沙工业园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
园区共引进光伏及新能源相关产业类项目6
个，协议引资209亿元，其中投资或产值50亿
元以上项目 4个，初步形成以光伏为典型代
表的新能源产业聚集。”

“链主”企业，纷纷把项目选落在江津，原
因为何？

“优质高效的服务是我们的法宝。”白沙
工业园有关负责人说。2023年，白沙工业园
成立光伏产业招商专班，围绕光伏产业进行

“延链”“补链”招商，取得新突破。
为了推动项目早签约、早开工、快投产，

白沙工业园在江津区委、区政府的支持和引
导下，对光伏产业项目用地、基础设施配套、
用能、用水、用工等进行“定制化”服务，大部
分手续就近办、尽快办。

龙头企业来了，链条企业来了，光伏发电
应用场景有了，一个个重大项目的落地，让江
津的光伏产业链群生态圈已雏形初现。

食全食美
构建特色消费品产业链

江津是工业强区，其第一大支柱产业——
消费品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在全市占有较大
份额。比如：机制纸及纸板产量占全市的一
半、卫生陶瓷制品产量占全市的三分之一；食
品和食品加工业的表现更为亮眼——植物食
用油产量占全市的六成、白酒产量占全市的
四成以上。

江津白酒久负盛名，《水经注》记载：“巴
人善酿，郡出名酒”。《江津县志》称：“江津产
酒甲于省，白沙烧酒甲于津”。

江津白沙出产的江津老白干、“几江牌”
金江津等是陪伴了几代重庆人的故乡味道。
而在此好酒酒脉之地诞生的江小白，则实现
了传统中国酒的“老味新生”。

作为白沙工业园引进的第一家食品及农
产品加工企业，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从振
兴巴酒古法小曲清香技艺开始，一路不断迭
代酿造技艺，推动产品创新，成为酒饮市场一
支快速崛起的“新势力”。其产品远销日本、
韩国、美国等多个国家，在市场上拥有较高的
品牌美誉度与知名度。

此外，江小白还借助自身产业优势，围绕酿
酒主业向上求解、向下拓展，不断释放综合效
益。目前，江小白形成了高粱生产为主导、种养
循环为延伸、观光旅游为特色的全产业链，以

“农场+酒厂+农旅”的三产融合发展新模式，带
动产区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江小白也从一家
白酒企业转型为一家全产业链链主企业。

龙头企业先行，产业集群才能成型。“抓
稳重点企业、深挖潜力企业，完善食品及农产
品加工产业链条，这始终是我们不断向前发
展的强劲动力。”白沙工业园相关负责人表示。

去年，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被确定为
我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的三大
五千亿级支柱产业之一。白沙工业园抢抓发
展机遇，奏响了推动食品及农产品加工高质
量发展的“冲锋号”。园区相关企业蓄力成
长、遍地开花。

在位于白沙工业园内的重庆新美味佳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忙碌的身影
映入眼帘，一道道工序高效运行、一条条生产
线井然有序，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据了解，该公司在全国各地布局了多个
无菌洁净生产车间，拥有自己的研发、品控及
销售服务团队，有关毛肚的生物酶发酵技术
也得到突破。去年，新美味佳每月订单量约
400吨，前三季度就实现产值约4.5亿元。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能否高质量发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优不优、服务强不
强。”白沙工业园有关负责人介绍，江津区深
入研究吃透我市出台的“黄金十条政策”，不
断努力优化食品及农产品加工全产业生态，
推动相关产业提质增效。

在各项举措精准助推下，食品及农产品
加工产业在江津扎下了根。充满活力的企业
在这片沃土茁壮成长，成为助推江津工业强
区建设的重要力量。

光“影”百年
影视助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重庆“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把影视
产业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先产业。永川、
大渡口、巫山等区县，根据自身资源和优势，
大力推动当地影视产业的发展，走上了差异
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

江津白沙镇于公元 987年建镇，历经千
年风雨，形成了深厚的古镇文化、抗战文化、
名人文化、民俗文化、影视文化、酿酒文化、教
育文化。

重庆影视城（江津白沙）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白沙古镇历经千年风雨，至今仍保留着
38条明清和民国时期高低错落的古街巷风
貌、23处抗战文化遗址、94处文物保护点，古
镇老街被誉为规模最大的巴渝山地民居建筑
群之一。

白沙古镇具有特别的巴渝风情、国风古
韵，使其成为重庆多年来的热门景点，也更成
为国内知名的一处影视取景地。

白沙先后吸引了包括冯小刚、贾樟柯等
著名导演执导的200余部电影、电视剧、纪录
片在此选景拍摄。据业内人士估计，来重庆
的影视剧组60%以上均要到江津取景拍摄。

影视业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也是
助推地方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江津区
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机遇，乘势而上，在十多年
前就正式挂牌白沙老重庆影视基地，大力推

动白沙影视产业发展。
2016年，在重庆市委宣传部的积极支持

下，江津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委提出了“1+N”
影视基地模式，打造以白沙为核心，包括江津
全域的自然、人文景观在内的影视拍摄外景
地布局，大力推动影视产业快速发展。

2019年、2023年，白沙在中国电影协会、重
庆市委宣传部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在江津区
委、区政府的有力领导下，成功举办了中国（白
沙）影视工业电影周活动，为推动国内影视工
业发展贡献了江津力量。重庆影视城（江津白
沙）也借首届活动开展的机会，正式挂牌成
立。白沙影视产业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如今，中国电影基金会钟惦棐电影评论
发展专项基金在江津白沙成立，打造“中国电
影评论高峰论坛”国家级电影活动，搭建专业
性电影评论工作交流平台，开展全国性电影
评论学术活动。

近年来，影视产业在白沙稳健发展。白
沙与海宁、厦门、星美等国内知名影视机构形
成产业发展联盟，与成都影视城共结联盟，打
造“成渝影视双引擎”，并逐步健全当地影视
剧组选景、服化道服务、群众演员招募、后勤
保障等影视创作服务。

围绕“文化创意城”定位，白沙加快推动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已建成重庆影视城（江
津白沙）规划体验馆、虚拟数字体验棚、电影
周展厅、民国风情外景地，落地影人视界电影
研学基地、辉扬融创 8090道具库、宝荣宝衣
道具库、电广影业公安题材实景棚、重庆车道
影视道具库等。

2023年，江津白沙与湖南前行科创公司
达成合作协议，由其负责整体打造运营白沙
东华古街旅游；与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携手共建影视工业化联盟；
与重庆鲁能美丽乡村公司签订协议，横向拓
展影视城实景拍摄空间，并在影视研学教
育、旅游营销推广和主题节日活动等方面展
开合作。

为了扶持影视产业发展，江津加大政策
优惠集成。重庆影视城投入约10亿元，推进
影视总部园区提档升级，修缮了基础设施、古
建筑、景点、拍摄取景地。实施《江津区影视
剧组接待暂行办法》，形成了健全的影视剧组
接待工作协调机制；完善重庆市影视拍摄一
站式服务平台功能，为各影视剧组提供了优
质服务……

江津将依托现有影视产业集聚优势，通
过影视产业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将江津打造
为独具特色的影视拍摄外景地和影视文化休
闲旅游目的地。

打造千亿工业 提质影视产业
江津让愿景照进现实

□ 华龙网记者 林楠

雨后的茶山竹海被白雾笼罩，道路
略显湿滑，但进山的游客依然络绎不
绝。5月 10日，记者跟随重庆市生态环
境局走进永川茶山竹海，探访当地创建
市级“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的成功路径。

完成1005亩生态修复
探索绿色转型发展之路

茶山竹海片区位于永川北部，包括永
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和中山路街道孙家口
村，总面积104.2平方公里，因其万亩连片
茶园成团成簇，浩瀚竹海幽深迷离，茶竹
共生景观举世无双，故名“茶山竹海”。

但在过去，这里累计大小矿山开采
企业40余家，片区煤矿税收也一度占到
片区财税总额的90%。由于落后粗放的
经营管理模式，配套污染治理措施不足，
道路雨天坑洼难行，晴天矿车经过灰尘
漫天，自然生态环境逐步恶化。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开发模

式终会导致‘坐吃山空’。”永川区生态环
境局生态科科长卢显红告诉记者，为了
恢复茶山竹海美丽容颜，永川区开始探
索茶山竹海片区绿色转型发展之路，于
2017年启动茶山竹海片区生态恢复治
理，配合永川区茶山竹海国家森林公园
规划发展、产业布局、旅游开发等需求，
着力打造一批具有观光价值的矿山修复
亮点景致。

到2020年，茶山竹海片区完成全部
33个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的生态修复，
共涉及60个点位1005亩。

除了矿山修复，永川区还通过源头
治理，逐步开展水生态修复工作。实施
河流横向补偿机制，片区每年因河流水
质改善获得横向补偿30万元左右，落实
公益林补偿机制，每年发放村民公益林
管护资金约60万元，片区居民自觉维护

“绿水青山”的意识基本形成。
如今的茶山竹海片区森林覆盖率保

持 70%，有桫椤、银杏、桢楠、红豆杉、水
杉等珍稀植物，被称为“天然大氧吧”，负
离子平均浓度达到 700个/立方厘米，局

部地区达到 20000个/立方厘米，山麓城
镇区域 PM2.5年平均浓度 32微克/立方
米，空气质量保持优良。

片区九龙河、小安溪、萱花河3条主要
河流水质保持优良，城市水源地孙家口水
库长期保持III类及以上水质，城镇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常年保持100%。

将荒山改造成茶树青山
打造“永川秀芽”金字招牌

“绿水青山”实现了，“金山银山”在
何处？近年来，永川区积极践行“两山”
理念，探索“两山”转化新路径、新模式，
以生态资源为“干”，以生态产品为“枝”，
以生态文化、传统文化为“叶”，不断推动
片区“两山”基地建设枝繁叶茂。

永川区依托悠久的种茶制茶历史，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将茶山竹
海荒山改造成为茶树青山，并依托茶研
所开展茶叶科技创新和品质培育，出台

“永川秀芽”茶叶全链条地方标准，打造
出享誉全国的“永川秀芽”金字招牌。片
区3万亩茶园、5万亩竹林提供了丰富的
生态产品，在此诞生的“永川秀芽”享誉
全国，茶叶、竹笋、竹荪等“茶竹山货”带
动村民“绿色致富”，真正实现了激活一
片叶子，培育一个产业，振兴一片乡村。

除了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永川区
还挖掘当地特色文化资源，融合箕山隐
耕文化、佛道文化、茶竹文化、民俗文化，
扩大“茶竹”文化影响力，以文化赋能“旅
游+”发展，带动全民致富增收。重点发
展“旅游+茶叶+文化”，依托底蕴深厚的
茶文化和国际茶文化旅游节等，开展识
茶、采茶、品茶、斗茶、论茶等丰富多样的
文旅活动。

“和三年前相比，改造升级的茶山竹
海迎来了更多的游客，同比游客量增加
了四成左右。”重庆茶山竹海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龚泉告诉记者，通过景区
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质量提升改造，研
学旅游、采茶体验、森林康养等文化产业
吸引游客数量突破历史最高点。茶山竹
海真正做到了“走出去”“引进来”。

茶山竹海生态美景。渝西都市报记者 陈科儒 摄

既要绿水青山还要“金山银山”

永川茶山竹海打通“两山”转化通道

□ 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市供销合作社消息，日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
公厅印发《关于发布全国供销合作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建设案例名单的通知》，来自重庆供销系统的“寻味武
隆”“金佛山”“龙乡水土生”“彭水晶丝苕粉”4个品牌入
选案例名单。

“寻味武隆”以“寻”为主线，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
式将味觉武隆、文创武隆、风情武隆地域产品进行联合营
销，已成功打造豆干、苕粉、花酒、米、福袋、腊肉香肠、老
鹰茶、武隆文创等网络爆款产品，还带动策划打造了“五
农人”“后山里”“凤来谷”“文复甜柿”“白云涧”“接龙你
好”“芙蓉农耕”等各具特色的地域子品牌。

“金佛山”品牌来自南川。目前，该区使用“金佛山”
商标的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达40多家，产品包括方竹
笋、野生食品、老盐菜、西瓜、梨、大米、植物油、辣椒、禽蛋
等60多个种类的农产品及制成品。

“龙乡水土生”由铜梁区供销合作社打造，已在线下
建成“龙乡水土生”农特优品实体展示店，展示农特产品
和日用品 230余款；在线上则打造了铜梁供销社电商直
播间，聘请专业人员开展农产品抖音带货直播，开展蜂糖
李、贝贝南瓜、铜梁黑鸡等农特产品的助农直播活动，进
一步打响“龙乡水土生”品牌的知名度。

彭水借助“彭水晶丝苕粉”区域公用品牌推动红薯产
业全产业链建设，已推出彭水晶丝苕粉·经典干粉、火锅宽
粉、重庆酸辣粉等红薯系列加工产品，广受消费者喜爱。

据悉，近年来全市供销合作系统以农产品品牌建设
为切入点，以数字化平台聚力赋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加快建设巴渝和美乡村，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下
一步，市供销社还将实施供销合作社品牌战略，打造“重
庆市供销合作社”整体品牌。

全国供销合作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案例名单发布

“寻味武隆”“金佛山”等
4个重庆品牌入选

近日，垫江高新区中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智能化流水线快速运转，工人在生产线上有序作业。
近年来，中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智改数转”，打造
生产线全流程智能化，实现提产增值、降本增效，产品畅
销全国各地及欧美地区。 垫江报记者 龚长浩 摄

垫江

智能制造 降本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