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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津区培育“渝你同行”基层劳
动关系公共服务站点，整合地方政策和社会
资源，凝聚多元力量，延展人社领域公共服
务，积极打造全方位、全覆盖、多维度的劳动
关系综合性一站式服务平台，畅通劳动关系
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白沙镇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坚持打造
集政策宣传、招聘就业、技能培训、纠纷化
解为一体的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平台，建立
一支“3+24+N”的“沙家帮”公共服务队伍，
每月 15日、30日深入到全镇 73个“红色驿
站”开展“群众接待日”活动，上门送政策，
入户送岗位，进一步提升群众对社保政策
的知晓率和理解度，得到辖区企业和群众
的广泛认同。

“为解决群众就业难和企业用工荒的信
息错位问题，我们线上通过渝职聘、渝悦就业
等网络平台收集用工信息，线下通过网格员、
劳务经纪人、就业服务专员收集村居闲置劳
动力，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服务，精准高效匹配
劳动力资源。”珞璜镇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负
责人罗小蓉介绍。

珞璜镇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制定八项服
务标准，梳理招聘十条规范，包括求职登记、
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劳动维权等，为辖区企
业和就业人员搭建高效便捷的供需对接平
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有活儿干、有钱赚。

今年宣传注册“企业渝职聘”192家，送
政策进企业 490余家，开展技能培训 5场次
226人，开展招聘会8次，实现就业1200余人

次，为打造最美重庆枢纽港产业园贡献力量。
“我在园区上班时受了工伤，不晓得该怎

么办，西部食谷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的劳动
关系协调员帮助了我，让我在家门口没有花
一分钱就和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工伤职工
秦美兵说。

西部食谷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以建设
和谐劳动关系园区为立足点，建有社保、医
保、就业创业、法律咨询、劳动争议调解等多
个窗口，组建一支专业的调解队伍，把法律
宣传、纠纷调解的触角延伸到园区、企业的
每个角落。针对中小微企业在劳动用工、经
济合同等方面存在的法律风险，提供一对一
的法律服务，累计“送法进企业”280余次；
对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举办劳动者维权专

题讲座 15场次，累计覆盖职工达 1800余人
次；站点累计调解劳动纠纷案件 78件，调解
成功率达到 100%，涉及金额达 117.1万元；
指导创建江津区A级、AA级和谐劳动关系
企业 25家企业，重庆市AAA级和谐劳动关
系企业 1家，为园区营造了和谐稳定的劳动
关系氛围。

目前，江津区共培育打造“渝你同行”基
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点 9个，“15+5”人社
便民服务站点 570个，累计培育和谐劳动关
系企业 340家，劳动保障守法诚信A级企业
1327家。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一站式、多
维度、全链条”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平台，切实
维护全区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江津：创新打造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体系

□ 华龙网记者 羊华 殷睿

如何放大废旧汽车回收拆解及再制造中
国领先、西南第一的优势？潼南区的打法是

“一车九吃”，细分“汽车再制造”赛道，率先打
开“中国第一汽车后市场”的新蓝海。

政府因势利导，企业如鱼得水，为这片全
新的产业海洋注入了勃勃生机。

潼南是如何发现并抓住“汽车后市场”新
蓝海的？“一车”又是如何“九吃”的？记者深
入实地，找寻废旧汽车“重启”背后的答案。

一车九吃 补齐产业场景

“下半年的市场形势好多了，我们收车每
月都在高速增长。”重庆弘喜汽车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弘喜汽车）副总经理陈永耀
笑着走过来。

记者注意到，这里的货场内堆满了车，有
的还叠罗汉一样垒了七八层，相比半年前采
访时热闹许多，即使临近傍晚，废旧车辆的总
成及部件拆解仍在火热进行。

废旧汽车日处理量数百辆，只是拆了卖
废钢铁，价值不高。

弘喜汽车不愿做废品回收的“破烂王”，
而是以产业链思维搭建新业态。进入这里的

废旧车，车身和主要零部件都会分型贴上二
维码，在汽车零部件交易平台，用户可实时得
知处理方式和进度，有用的零部件则经专业
检测和调制被重新投入市场。

陈永耀介绍，依托他们自研的“车巢”大
数据平台，构筑了覆盖全国的废旧汽车回收
一张网，年回收处理报废新能源汽车锂电池
1万吨，生产梯次利用电池 200兆瓦时，具备
再制造20万台套零部件生产能力。去年，该
公司废旧汽车回收拆解量达7万余台，产值4
亿元，今年有望突破8万台。

记者注意到，该公司智能大屏上实时显
示着报废汽车回收、库存、再制造等数据。点
开“车巢”手机应用，车价预估、车况查验、汽
配商城等功能齐全，车主只需录入车辆信息、
上传照片，就可通过大数据进行线上估价、线
下交车，报废车回收快捷高效；还可以在“车
巢”商城选购车灯、内饰件等二手配件。该程
序已有30多万用户注册。

“最多的时候，我们在全国设置了45个人
工收车网点，现在是端到端，节约了大量人力，
甚至做到了无人化收车。”陈永耀说，他们已打
通从报废汽车价值评估、互联网收车和汽车
回用件报价、客户线上下单，到回厂后的快速
精准识别和智能拆解、再回到线上商城销售
及售后服务，大数据贯穿报废汽车的全链条。

潼南区委书记文天平将其形象地称作
“一车九吃”，这种模式也是该区打造中国第
一汽车后市场的主抓手。

精耕赛道 吃透电池红利

如果说弘喜汽车喜欢“织网”，潼南另一
家汽车再制造龙头企业则专注于“触电”。

动力电池的再制造风口出现，汽车界的
“老兵”张宏旺放弃了“造车新势力”高管的位
置，低调来到潼南，创办了重庆贝思远新能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思远），拥有开发纯电
车三电系统经验的他，将目光聚焦在了动力
电池的梯级利用上。

张宏旺告诉记者，我国汽车产业渐趋饱
和，但汽车再制造却是一片蓝海，以新能源汽
车整车和电池为主的车后市场，是下一个万亿
级市场，预计2025年，新能源车渗透率将超过
50%；2030年将是重要拐点，新能源销量预估
3239万辆，动力电池装机量预估1978GWh，动
力电池退役水平则将达到1078万辆。

因此，贝思远将业务重心放在了动力电
池的再制造和再利用上，计划用三年时间，达
到5%的市场占有率，支撑其发展的“底座”是
技术，其在废旧电池提锂技术、电池检测及维
修、梯次利用及再制造方面拥有成套的技术
能力，并持有相关专利。

记者了解到贝思远注册资本 4亿元，总
投资规模21亿元，在潼南区投资建设新能源
循环科技产业园，总占地面积479亩，总建筑
面积约31万平方米，项目建成达产后年产值
约人民币50亿元，主营业务涵盖新能源汽车
维修网络铺设及维修检测技术研发中心、报
废锂电池回收交易中心、新能源汽车再制造
中心（包括二手车整备、整车精拆、核心零部
件再制造、梯次电池Pack重组）、废旧电池材
料再生中心四大板块。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确立了以潼
南为中心，东南沿海为前沿的产业布局，同步
启动了出行、贸易、进出口等业务。”张宏旺
说，在潼南区的支持下，他们有信心将园区建
好，把业态做优，把体量做大，毕竟这里是全
国首个布局汽车后市场的产业高地，有先发
优势和企业抱团形成的集群效应，加上当地
政府的积极引导和靠前服务，为汽车再制造
提供了优渥创业土壤和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政企联动 抢占全新市场

在“头羊效应”带动下，潼南迅速集聚了
30家汽车再制造企业，完成了产业的全场景
布局。

在潼南区的产业规划中，围绕汽车再制
造，打造第一汽车后市场的目标既定，路径清
晰，区主要领导化身“链长”和“首席服务官”，
经常深入各大汽车再制造企业调研和现场办
公，解决企业的痛点，优化产业规划，并积极
发挥政府职能，向全国争取产业资源和人脉，
向海外对接市场和引入战略合作伙伴，实现
汽车后市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使潼南成
为汽车再制造的产业高地。

几天前，文天平带队再次来到汽车再制
造企业调研。

在听取企业正加快构建前端回收和网络
建设、中端再制造及梯次利用、后端再生利用
的闭环产业链等情况介绍后，文天平强调，汽
车后市场产业前景好、市场空间大，企业要抢
抓机遇，加快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强化科
技创新和数字赋能，进一步建网络、拓渠道、
扩产能，持续丰富应用场景，不断增强企业核
心竞争力和综合效益。

潼南正在实施“涪江奔腾”计划，构建
“3+3+N”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汽车再制造
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被列入新的主
导产业，集聚了辰致安奇、弘喜汽车、贝思远
等一批重点企业，形成了从汽车回收拆解到
零部件再制造的完整产业链。

对此，潼南区积极引导汽车再制造企
业之间的互助、错位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
产业生态，更好地推动汽车后市场产业聚
链成群。

在营商服务方面，潼南区要求职能部门
和服务专员系统谋划、强化服务，落实好“四
链融合”的服务保障，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
难，推动企业做大做强，持续提升产业能级，
齐心协力共建中国第一汽车后市场。

政府发现风口的眼光、企业找准赛道的
嗅觉，以及政企携手抢先布局的默契，“汽车
再制造”的新蓝海正面向潼南徐徐展开。

打开汽车后市场 潼南非“潼”反响

重庆弘喜汽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库房内，工人正在分类回收的汽车零部件。
潼南报记者 王浪 摄

□ 巴南日报记者 彭怡 李攀 文/图

随着寒潮来袭，冬日“暖经济”日趋火热。连日来，巴
南区各大温泉旅游度假区迎来了旅游旺季，各地游客慕
名而来，乐享温暖养生的温泉之旅。

12月17日，记者来到威特卡丝东温泉大酒店的温泉
区，看到大大小小的温泉池星罗棋布于山间，朦胧升腾的
雾气萦绕四周。威特卡丝东温泉大酒店营销总监刘洪盛
告诉记者：“最近来泡温泉的游客逐渐增多，一周接待游
客约3000人次，人流高峰日均接待游客700余人。”

“暖经济”不仅带动了东温泉镇的温泉旅游，也让南
温泉、桥口坝温泉经济“火”了起来。在南温泉景区，周末
的游客络绎不绝，温泉区内 10余个风格各异的温泉池，
满足着不同游客的需求。

除了温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温泉+”旅游产品也在
不断推陈出新。“我镇在温泉旅游基础上，推出了冬日采
摘、登山、美食旅游路线，让游客来东温泉泡得舒心、玩得
尽兴。”东温泉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悉，巴南区作为重庆市唯一的“中国温泉之乡”，温
泉储量占全市近一半。近年来，全区持续实施“温泉+”战
略，推动温泉与中医药、理疗、茶道等传统养生文化及瑜
伽、抗衰技术等国际养生理念融合，加速拓展“温泉+医
疗”“温泉+康复”“温泉+美护”“温泉+水乐”“温泉+文创”
等多元产品与业态，实现了旅游市场“冬季不冷、淡季不
淡”，助力冬季“暖经济”发展。

巴南

“暖经济”热力十足

航拍东温泉镇秀泉映月酒店温泉区一角。

□ 沙坪坝报记者 张浩

近日，记者从沙坪坝区市场监管局获悉，沙坪坝区首
个“沙磁企业开办——易企领航站”在位于联芳街道的万
达广场商圈成立，将进一步提升经营主体证照办理便捷
度和获得感。

据了解，“易企领航站”实现了企业开办所需的各类手
续一站式办理，从企业名称核准、营业执照颁发，到税务登
记、银行开户预约，所有环节均在站内高效完成，进一步畅
通了企业开办流程，大大提高了企业开办的便捷度。

同时，针对商圈特色与行业需求，“易企领航站”还为
经营主体提供政策咨询、疑难解答、证照办理等精准服
务。例如，对于餐饮、零售等行业，提供食品安全、店铺装
修等方面的专业指导，对创新科技类企业，在知识产权申
报、科技项目扶持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通过“有温度”
的帮扶，推动商圈经营主体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沙坪坝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沙坪坝区在前
期“管家帮办”“开业领航包”等惠企政策基础上进行迭代
升级，由“服务进市场”扩展向“服务进商圈”，整合了工商、
税务、金融等多部门和商圈管理方的资源，创新打造“易企
领航站”，着力推动辖区商圈经营主体增量提质。下一步，
将继续完善“易企领航站”的功能与服务，因地制宜在其他
商圈推行“易企领航站”，进一步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幸福
感、融入感、满意度，打造“沙磁宜商”优质营商环境。

沙坪坝

首个“易企领航站”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