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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黄兴 刘羽佳

驱车行驶在铜梁区，一批新型储能项目正
在火热建设中。在这座渝西城区，新型储能产
业集群迅速崛起，已成为当地具有辨识度的
产业名片。今年1月至8月，铜梁新型储能规
上企业实现产值48.2亿元，同比增长56.5%。

而就在几年前，铜梁新型储能产业还处
于一片空白，如今为何能“从无到有”崛起一
个新型储能产业集群？

“铜梁靠近重庆电力负荷中心，也是川电
入渝的重要节点，发展新型储能产业要素保
障充足。”铜梁区发改委主任张勇说，综合研
判之下，区里谋划布局新型储能“新赛道”。

蓄力招引链主企业，2022年，铜梁引进
龙头企业海辰储能，总投资 130亿元的海辰
储能重庆制造基地成功落地，这也是落户重
庆的首个锂电池储能整装项目。

走进海辰储能重庆制造基地，只见智能
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件件储能电池产品有
序下线，即将应用在电网侧配储、新能源配
储、光储充电站等领域。

“9月份我们刚投产2条产线，10月还将投
产1条产线，届时海辰储能重庆基地将有6条
产线，全部满产后将拥有28吉瓦时的年产能。”
重庆海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叶蓁说。

储能电池产业链长，涵盖原材料、生产设
备、系统集成等多个环节。以链主企业为牵

引，铜梁着力推动“链式招商”，持续招引新型
储能产业链企业，聚企成势、串珠成链，现已
聚集规上企业13家，被工信部认定为中小企
业特色产业集群。

“通过补链延链，我们共引进正负极材

料、铝箔、隔膜、结构件、储能系统等项目 11
个，总投资 200亿元，构建起一小时锂电‘供
应链圈’，新型储能产业本地配套率达60%。”
铜梁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喻道萍说。

一手抓产业集群培育，一手抓应用场景

开发。近年来，铜梁还力促新型储能在各领
域加快应用，持续激发新型储能市场需求。
目前，铜梁已打造“新能源+储能”“分布式能
源+储能”、农村微电网等多元化应用场景，
建成投用储能应用场景25个。

在G93渝遂高速公路铜梁北互通旁，一
座集光伏发电、电能储存、汽车充电等服务于
一体的新型充电站，展示了“光伏+储能”赋
能绿色出行的图景。

走进站内，只见充电区有不少车辆正在
充电。“这不是一座简单的充电站，它可实现

‘光伏优先消纳、余量存入储能、储能夜充日
放’。”国网重庆铜梁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廖帅
说，站内安装有光伏板，日发电量能满足 60
台小型电车充电需求，富余电量可余电存储。

“通过开发应用场景，可充分发挥储能增
强电网保供能力、降低企业用能成本等方面
作用，进一步激发新型储能应用需求，牵引产
业发展。”铜梁区经信委副主任贺杨说。

展望未来，铜梁将着力培育储能电池的
“研发—转化—生产—检测—运营服务—场
景应用”全产业链，力争通过3到5年，产值突
破1000亿元，辐射带动重庆形成2000亿元级
新型储能产业集群。

这是9月27日在铜梁区拍摄的玉泉“光储充检换”一体站应用场景（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重庆市大足区中敖镇东林村2组7号鄢显足（身份
证号码：510230193104151827）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1023019310415182742），特此声明。

经本公司股东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决定，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
限公司将吸收合并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大
足公交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重庆长途
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持续经营，公司名
称、注册资本等保持不变，重庆长途汽车运输
集团大足公交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前重庆长
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9052.69

万元、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大足公交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合并后重庆长途汽
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9052.69万
元保持不变。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大足公交有限公

司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
利与义务由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依法承继，不再进行清算工作。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申

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公司债权人未
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
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大足公交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0日

□ 重庆日报记者 周尤

“现在好啦！3个月内的检查结果，医院可以互认，
减少了很多麻烦！”近日，云阳县江口镇滨河社区的王大
妈到县医院就诊时，带来了此前在其他医院拍的核磁影
像。与以往不同的是，医生结合实际病情，省去了重复检
查步骤，认为可直接依据这个检查结果进行治疗。

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多头检查、重复检验一直是群众
看病就医过程中反映强烈的问题。

云阳县纪委监委对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的 15
件群众身边具体实事，把解决重复医学检查检验、加重群
众负担问题作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的重要切口，通过列席行业主管部门会议、定期沟通、现
场监督、清单提醒等方式，提升医疗服务质效，减轻群众
就医负担。

云阳县卫生健康委及时组建工作专班，对推进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组织开展实地调研，实行挂图作战、对账
销号。行业部门结合实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数字医学
影像检查结果互认的通知》，接入市级“渝悦·医检互认”
应用端口，全县 47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全覆盖落实影
像、检验等数据的上传，3家县级医疗机构纳入川渝两地
公立医疗机构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单位，80项医学影像检
查项目和81项临床检验项目纳入互认清单。

“为了让医生‘敢认愿认’，我们医院从报告的显示格
式、实验室信息、检测仪器信息、检测方法按要求进行了
统一，还对医务人员进行‘手把手’业务培训，确保人人能
掌握、个个会操作。”云阳县人民医院主要负责人介绍，为
更好地实现结果互认，全县还制定完善了专项督导方案，

“点对点”现场质控，通过暗访、抽查等方式，对各医疗机
构执行情况记录考核，持续监督、反馈、整改。

2024年 3月至今，全县医疗机构累计上传影像检查
报告 37.7万余份，累计调阅影像检查结果 4.6万余次，互
认3031人次，累计互认检验结果9333次。通过推进就医
服务一件事、医检互认等措施，缩短患者就医等候时间，
进一步改善患者就医感受。

为持续推动解决医疗就医方面的信访诉求，让群众
切身感受到集中整治扎实成效，云阳县纪委监委充分整
合 12345政务服务热线、信访举报、基层小微权力“监督
一点通”等数据资源，紧盯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设备购
置、平台建设、流程管理、质量控制等重要节点，构建“监
督—办案—教育—整改—治理—评估”工作闭环，严肃查
处重复医学检查检验背后的作风不实、责任缺失等问题，
确保医检互认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铜梁：“聚企成链”崛起西部新型储能产业高地

□ 潼南报记者 刘城志

“以前，这条道路又窄又没有护栏，到双
江赶场还需要绕路。现在，双江红色旅游环
线通车后，我们的出行更加安全和方便，还能
享受到旅游带来的经济收入。”沿路居民王大
爷感慨道，这几年潼南交通变化太大了，一条
条高速公路、国省干线连城通镇，不仅缩短了
城乡时空距离，方便了群众出行，更为沿线群
众带去了致富的希望。

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了已竣工的双江红
色旅游环线，亲身感受到了潼南区交通发展
的崭新面貌。

这条长约 2.88公里的道路，成功串联起
了杨尚昆旧居“四知堂”、国家4A级景区双江
古镇以及杨闇公旧居“邮政大院”等多个重要
景点，不但保障了沿路居民的出行，还为游客
提供了更加安全、便捷的出行体验。

“你看嘛，我今天背起菜出去卖，走路十
几分钟就到了。哪还像以前，要绕到上面那
条马路去坐车，绕个路半个多小时就过去
了。现在的路既节约时间，又省下了车费。”
村民李婆婆告诉记者。

潼南区农村公路网络建设持续推进，今
年将建成 200公里“四好农村公路”，覆盖古
溪镇、玉溪镇、崇龛镇等19个镇街的136个村

庄，惠及约 15万群众，确保人民群众出行既
安全又方便，对符合条件的农村村道或危险
村道路段，加装了 60公里的生命安全护栏，
将安全保障设施建设到了公路网络的每一个
角落。

经济要发展，交通须先行。在铜安（铜梁
到安岳）高速潼南段交通枢纽，道路两旁，整
洁有序的景象映入眼帘。宽敞平坦的路面，
清晰醒目的标识，精心设计的绿化带，将潼
南、铜梁和安岳串联起来，农经作物、建筑材
料等更快地运输到两地，文化旅游也更加便
捷，实现经济与速度的双向腾飞。

“自2016年以来，潼荣高速，合安高速和

铜安高速先后通车，全区高速公路里程从
2019年前的 29公里增加到 160公里，高速公
路下道口从 3个增加到 13个，群众出行更加
便捷，物流通道更加畅通，经济发展更加活
跃。”潼南区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综合
部部长杜锦程告诉记者。

据了解，潼南区的交通发展不仅提升了
当地群众的出行品质，更为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双江航电枢
纽、“一环六射多联线”高速路网等重点项目正
全速推进，纳入全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二十项标志性事项清单，为潼南区在区域
合作和交通建设上的积极态度和坚定决心。

潼南：交通建设加速跑 铺就发展“快车道”

国产大飞机C919的“飞机棉”，是“渝北
造”；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的胶囊内镜机器
人是“渝北造”；重庆每下线3台汽车中就有一
台是“渝北造”；全球每生产20部手机，也有一
部是“渝北造”……渝北作为重庆高水平开放
主阵地、高质量发展主引擎和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主客厅，聚焦科技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向“新”而行已成为渝北鲜明的城市底色。

2023年，首架国产大飞机C919完成首次
载客商业飞行，让“中国制造”备受关注。其
中，为C919穿上“轻薄棉衣”的，是来自重庆
的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内唯一、全
球第3家能够批量生产“飞机棉”的企业。渝
北科技创新实力再次受到关注。

渝北区紧扣服务重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推动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加强高质量
发展的产业支撑；出台了加快科技创新引领
高质量发展的“十条举措”，致力于打造新质生
产力的动力源。通过依托仙桃数据谷等平台，
建成了华为软件开发云等公共服务平台和国
家级研发中心，推动了“产业大脑+未来工厂”
的建设。同时，以前沿科技城等园区为产业承
载，深化了“亩均论英雄”改革，设置了亩均税
收和产值的标准线，促进了产业的高效发展。

渝北区的政策“组合拳”吸引了众多企业
投身科技创新的新浪潮。通过建立科技企业
梯次培育体系，持续给予精准支持，渝北稳步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
动，让科技企业创新“有底气”。目前，渝北专
精特新和“小巨人”企业已超过 700家，全社
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5.26%，这一比例在重
庆市处于领先地位。

与此同时，渝北区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聚“链”成势，深耕

“链主”“链长”企业，打造了全国首个万人研

发汽车软件产业基地，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传
音生产基地，实现了年产新能源整车超28万
辆、手机4000万部的业绩。

展望未来，到2027年，渝北区工业总产值
预计将突破7000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高质量
发展的“渝北工业”。渝北在推进高质量发展
的过程中，将充分发挥其工业基础、创新能力、
优良营商环境等优势，通过加强政策引导、深
化产学研合作、优化产业布局和提升服务质量
等措施，不断提升“渝北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让渝北在全球市场上更加闪耀。 据新华社

一起来解码，“渝北造”为何闪耀全球？

云阳监督打通医检互认“中梗阻”

就医不用重复检查了！

10月9日，长寿区石堰镇石兴社区，“千人坝坝宴”热
闹开席。当日，长寿区石堰镇石兴社区开展“提倡孝道文
化 弘扬敬老新风”重阳节活动，现场近1000名老年人齐
聚一堂，大家喜笑颜开、载歌载舞，节日氛围浓郁而欢乐。

重庆日报通讯员 李辉 刘霞飞 摄

长寿

“千人坝坝宴”热闹迎重阳

遗失启事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