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4日，大足区委三届八次全会举行。
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配套服务成渝先进制造
业集群的特色产业体系，要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为重大牵引，强化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
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未来，大足如何加快建设特色产业体系，
更好服务重庆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
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两大定位”，
就此，记者邀请大足区相关部门和园区负责
人展开讨论。

培育壮大“246”现代制造业
集群体系

“作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
重庆正在进一步提高在西部地区的首位度、
集聚度、贡献度，更好发挥全国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作用。位于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腹心的大足，产业基础雄厚，更
应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建新功出实
效。”汤伟表示。

数据显示，2023年，大足区规上工业企业
产值增长7.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工
业投资增长31.4%（增速列重庆主城都市区第
1位）；集聚重汽专用车、凯瑞特种车等专用车
整车企业 8家、零部件配套企业 200余家，年
生产能力7万辆以上、占全市25%以上；集聚
台铃、金箭等摩托车整车企业27家，其中4家
排名新能源摩托车行业前10位，全部投产后
年产能1000万辆、占重庆25%以上；再生资源
及新材料产业初步形成“源头回收—冶炼加
工—再生金属—下游制品”产业链条，再生铝、
再生铜、再生钢等年交易量达200万吨，是重
庆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最高的区域。

晏大利表示，大足要紧扣服务全市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落细落小“246”
细分赛道，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
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持续推进中小企业

“苗圃”“育林”“参天”梯次培育计划，切实推动
新能源汽车及摩托车、再生资源及新材料两大
主导产业产能优化重整和产品结构调整，现代
五金、智能电梯、锶盐、光电四大特色产业提质
增效、成群成势，无人机及通用航空、集成电路
及传感器、医药中间体及现代中药、新能源及
新型储能、机器人、食品及酒水饮料六个细分
产业集群加快引育、积势见效，到2027年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突破1500亿元，制造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35%。

“接下来，我们将筛选 2024年度重点培

育工业企业，‘一企一策’培育壮大、‘一对一’
跟踪服务，提速壮大优质企业；开展优质中小
企业赋智、赋值、赋能专项行动，形成从初创
期、成长期、发展期到跨越期的梯度培育体
系，力争 2027年规上工业企业、专精特新、

‘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分别达到510家、
170家、15家、2家，培育 50亿级以上企业 5
家、100亿级企业1家。”晏大利说。

作为大足区工业经济“主战场”之一的大
足高新区，已汇聚投产企业650余家，其中规
上企业 233家、高新技术企业 107家、专精特
新企业 46家，并成功创建国家级绿色园区、
国家火炬工业机器人特色产业基地、中国（重
庆）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创新区。“围绕创建
国家高新区这个总目标，我们将坚持不懈强
化先进制造业支撑，立足资源禀赋条件，坚持
特色化、集群化、数智化、高端化、绿色化发
展。”邓廷力说。

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四链”融合

“推动配套成渝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特色
产业体系在棠城大地上加快构建，要强化创
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大力
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企业向智、向新、向绿
发展。”曾建飞表示。

近年来，大足区通过实施高新技术企业
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计划，科技创新
企业实现了“量”“质”齐升。2023年，大足区
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超额完成年度新
增目标，实际新增数量分别是目标数量的
110.6%和159.8%。同时，高新技术企业和科
技型企业的“高”“新”特点更加凸显，全区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加巩固，实现了“投”“产”
双增，对产业发展的贡献度持续提升。今年
一季度，大足科技创新成效亮点依旧突出，企
业数量上，新增科技型企业 36家，累计达
1570家；企业研发上，规上研发投入认定为
2.62亿元，同比增长 46.3%，增速列全市第 1
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企业占
比达56.6%，列全市第2位。

大足区委三届八次全会提出要让大足创
造、大足创新成为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应该
如何具体开展？

对此，曾建飞表示，将以科技创新“1458”
工作体系为牵引，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
人才链“四链”融合，全面提升体系化创新力
和整体效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
篇章贡献大足力量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推动‘四链’融合，需要围绕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围绕创新
链布局产业链，促进科技创新衍生出新兴产
业；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借助资本力量促
进产业化发展；依托‘三链’平台聚集人才，构
建人才链强大的智力支撑。”曾建飞说。

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方面，今年大
足区将狠抓数字化为引领的企业技改转型升
级，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
规模设备更新工程，以创新绿色、动能转换优
存量，实现技术工艺、产品体系、产品质量、产
业链条和产业效益“五个优化”，推动传统产
业“老树发新芽”。

在促进科技创新衍生出新兴产业方面，
大足将重点开展对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
技术领域内的规上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进
行培训，培育新增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
型中小企业；同时，也将围绕全区重点打造专
业化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

在借助资本力量促进产业化发展方面，
大足将通过组建产业创新基金引导社会资本
向科技投入，为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提供强有力金融支撑。

深度融入双城经济圈产业协作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重
庆实现换道超车、弯道超车的关键机遇，也是
大足崛起跨越的重大机遇。大足要主动承接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重大任务，积极争取战略
性产业基地、战略性物资储备基地、战略性基
础设施项目落地，努力在服务战略全局中实
现自身发展新突破。”汤伟表示。

他指出，大足要深化与成渝地区优势产
业配套协作，参与布局成渝低空经济带，加强
双桥经开区、大足高新区与天府新区、内江经
开区、资阳高新区等互动协作，助力打造成渝
世界级产业集群。

“我们大力推进大足高新区、资阳高新区
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建设，现代汽摩、电子信
息、环保新材料三大重点产业与资阳高新区
交通装备制造、口腔装备材料和电子信息配
套等主导产业实现协同发展。”邓廷力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资阳还与大足建立了资阳—
大足智慧园区产业协作平台，能够为两地
1200余家注册企业提供产品发布、生产协
作、产业招商等200余项服务，有效促进两地
平台互认、优势互补、数据互通、信息互享。

在各方推动下，大足融入双圈建设成果
丰硕，已经逐渐成为“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们在推动特色产业、合作交流等多方面都
取得了新进展。”晏大利说。目前，大足依托成
渝轴线联盟牵头成立成渝轴线（重庆）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开创中国式智能工厂建设和数
字化精细管理服务，推进成渝轴线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深化攀钢大足剪切配送基地运营
管理，推动川渝地区制造企业节本增效；举办
电梯产业发展与安全论坛，川渝两地分设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作
站，电梯产业供应链平台等一批项目签约落
地大足高新区；获批全市首批低空经济先行
试验区，与成都和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推进无人机制造项目；推进大（足）安（岳）农业
园区建设，新发展“稻+”“粮药”产业4000亩。

“当前，川渝瞄准突破共性关键技术，深
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布
局，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大足则以科技创新‘1458’工作体系为牵
引，从创新报表、创新激励应用、高能级创新
平台建设等重点工作领域上着力，全面提升
体系化创新力和整体效能。”曾建飞表示，“到
今年年底，大足将推动全社会研发投入申报
达到20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80家，科技
成果登记达到180件，技术合同交易额突破4
亿元，科技项目超过7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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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评论员

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大
足石刻是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成为重
庆对外开放、文化交流的重要标识和载
体。在迭代升级建设国际文旅名城的
当下，“让大足石刻这块瑰宝绽放更加
夺目的光彩”，是坚定不移的目标。大
足区委三届八次全会对此作出部署，将
打出文物保护、文化挖掘、完善设施、宣
传营销、抱团合作等系列组合拳，从而
使“精美的石刻会说话”，不只在川渝地
区，还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成为“世界流
行语”。

大足石刻具有“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的稀缺性，是大足文旅资源的核心，
也是大足人不可复制的传家宝。全面
系统提升大足石刻保护研究利用水平
是迭代升级建设国际文旅名城的前提
条件和根本保障。要坚持把保护放在
首位，通过实施文物修复工程，为文物
延续生命；通过运用数字技术，让大足
石刻文物“活化”，打造永不消逝的数字
文物，建成国家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
地等一批高能级保护平台。学术界有

“北敦煌，南大足”的说法，要纵深推进
大足学研究，产出一批高水平研究成
果，并实现当代表达，让大足学成果为
大众所知所用，成为惠及世界人民的精
神养分。

建设国家文旅名城，加快构建“日
月辉映、繁星闪烁”文旅融合发展新格
局是必然要求。日月星辰共同构成神
奇的太空景象。大足石刻正如光芒万
丈的太阳，龙水湖恰似皎洁的明月，而
大足其他文旅资源好比繁星，它们交相
辉映、相得益彰，因此凸显出大足文旅
的丰富性、趣味性。接下来，大足不只
要一体化推进大足石刻“五山”联动开
放，让游客能一次看遍大足石刻精华，
浑然忘我之际长时间“留足”，还将加快
创建龙水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让游客
在大足“游山玩水”更安逸。同时丰富
旅游业态，打造名镇、名店等一大批美
誉度高的旅游区域，让游客“留足”更长
久、“恋足”更长情。

酒香也怕巷子深。大足正在向其他著名旅游城市
学习，强化国际宣传营销，快马加鞭奋起直追。今年以
来，大足石刻国际宣传营销势头强劲，一批又一批重要
国际客人奔着大足石刻接踵而来。在 5 月下旬，参加
2024 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的 40 余名海外市长、
区长等嘉宾来大足石刻参观，赞叹之余，直言要回国宣
传大足石刻。他们是自发的“大足石刻守护人”。当前
大足正在全球招募 1007 名“大足石刻守护人”，越来越
多的位于世界各地的人们将为大足石刻卖力吆喝。接
下来，大足还将争取举办第二届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
大会，常态化举办大足石刻国际旅游文化节等活动，让
大足石刻早日成为世界各地人民耳中的、眼前的、心底
的世界文化遗产。

借力用力，抱团发展，深化川渝文旅合作，正是大足
建设国际文旅名城的优选路径。要扎实推进资大文旅融
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协同建设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
园。要搭乘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快车，共享川渝地区
游客，建成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重要联结点，努力形成“游
巴蜀必游大足”的格局。

可以预见，随着大足打出一系列组合拳，一个文化魅
力更强、国际吸引力更强、带动效应更强的大足石刻，必
将更加璀璨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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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配套服务成渝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特色产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