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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3月 2日，记者从铜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获悉，该
区整合政务资源、优化审批流程，创新推行工业项目“拿
地即开工”的审批服务模式，为项目抢出至少 30天的建
设时间。

日前，位于铜梁高新区的重庆铭利达高端新能源汽
车镁铝合金精密结构件生产项目（以下简称铭利达项目）
建设现场，运输车辆穿梭，塔吊来回运载，桩基施工已近
尾声。

得益于“拿地即开工”的审批服务模式，铭利达项目
在2月16日拿到施工许可证，不到一周后即开工建设。

铜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高志刚介绍，传统的
工业项目审批流程往往涉及多部门串联审批，耗时长达
数月。铜梁区将服务前置，经审核确定列入“拿地即开
工”项目储备清单的项目，按“规划许可、施工许可、配套
手续”三线并行、同步推进，从而实现拿地后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
事项快速办理。截至目前，已有18个重大项目纳入铜梁
区“拿地即开工”储备清单。

以铭利达项目为例，相关规划方案审查、施工许可等
环节前置至土地供应阶段，原本需 1个月完成的审批流
程，如今交地当日即可一次性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关键证照，为项目抢出至少30天
的建设时间。

“围绕高效服务重大产业项目的落地投产，我们建立
了高效优质服务建设项目空间和要素保障机制，选址论
证、土地供应和方案指导‘三提前’。通过这些改革措施，
能够真正实现‘交地即交证’，也为竣工验收提供了有力
保障。”高志刚介绍，铜梁区将竣工验收涉及的 5个测绘
事项整合为1次综合性测绘，测绘周期压缩70%，费用降
低20%，竣工测绘到确权登记最快4个工作日办结。

□ 新华社记者 黄兴

近年来，各地争相布局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赛道，上马整车或零部件等产业项目，
而地处渝西的潼南区另辟新路，瞄准汽车产
业“最后一步”，着力发展汽车拆解、再制造、
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等汽车后市场产业，产业
迸发新活力。

走进重庆弘喜汽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只
见厂区内、空地上到处都是等待处理或正在处
理的报废汽车。经过查验、清洗、拆解、再造等
环节，报废汽车的部分零部件被重新投入市场，
动力电池被梯次利用，金属器件被重新冶炼。

“过去车辆报废年限普遍在15年以上，如
今缩短至 10年左右。公司业务迎来强劲增
长，日均处理300余辆报废车辆。”公司副总经
理陈永耀告诉记者，当前，汽车拆解、再制造、
贵金属回收等产业链也逐步“热”起来了。

随着行业市场扩容，重庆弘喜汽车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应用数字及互联网技术，
赋能废旧汽车精细化处置，提升了汽车残余
价值。陈永耀说，公司近年来依托大数据与
AI技术，打造了“车巢”手机应用，可精准评
估车型价值，同时链接大量汽修厂及个人用
户，实现基于零部件再销售的精细化拆解，令
废旧汽车价值大大提升。“比如一扇车门，如

果卖废料只能卖三四十元，但作为配件销售
则可达300元以上。”陈永耀说。

在潼南，一辆报废汽车可在动力电池回

收再利用、储能、零部件修理、贵金属提炼、汽
车再制造、废料处理等板块再次利用，充分挖
掘价值。

重庆贝思远新能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动
力电池梯次利用业务。在公司废旧动力电池
梯次利用生产线，工人正加紧对下阶段产品
进行试样生产。

“新能源汽车电池退役后，剩余容量通常
仍较可观，重新组合的电池包可在低速电动
车、储能电池、通信基站、智能路灯等应用场
景重新‘上岗’。”公司董事长张宏旺说，早期
动力电池面临退役，回收市场放量在即，公司
正加快布局动力电池再生利用等业务模块。

“随着汽车保有量持续增加，汽车后市场
服务需求正不断增长。”潼南区经信委主任蒲
骥表示，近年来，潼南坚持错位发展思路，已
集聚20多家汽车再制造企业，深耕废旧动力
电池梯次利用、报废汽车拆解和汽车零部件
再制造等业态，汽车后市场产业初具规模。

“国内汽车消费火热，车辆保有量稳定增
长，将为汽车后市场产业提供充足的发展动
力和空间。未来，我们将着力培育一批汽车
后市场‘链主’企业，构建产业链协作联合体，
积极融入成渝汽车零部件供应体系，持续推
进产业发展。”蒲骥表示。

3月2日，永川区五间镇圣水湖畔，千亩桃花迎风绽
放，与金黄连片的油菜花交相呼应，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
画卷。

据了解，圣水湖桃花岛栽种桃树已有15年，今年新
增双色桃、红叶冬桃等珍稀品种桃树，桃园新设了休憩设
施、观景平台、祝福墙等。今年桃花岛上有6大沉浸式体
验：桃林幻境打卡、古树祈愿、凭入园券入园品尝新鲜沃
柑、趣味互动（幸运大转盘、桃林寻宝、游戏竞技）、乡土市
集特供、新疆美食街。目前桃花已陆续开放，花期可持续
至4月上旬。 渝西都市报记者 凌泽英 刘灿 摄

永川

圣水湖桃花岛迎春绽放

拿地即开工！

铜梁新推工业项目审批服务模式

从“卖废料”迈向“再制造”
——潼南汽车后市场产业发展见闻

近日，在重庆海关所属西永海关的监管
下，一列满载 265吨老挝优质木薯淀粉的中
老铁路回程班列顺利抵达重庆江津小南垭
站，随后分拨至重庆及周边地区。此批货物
均通过“铁路快通”模式实施监管，标志着江
津首票“铁路快通”货物入境，为国内饲料加
工、食品制造等产业提供了高效稳定的原料
供应。

“铁路快通”即“进出境铁路快速通关业
务”，是海关总署为促进国际铁路联运班列发
展，提高境内段铁路进出口货物快速通关运
输效率和便利化水平而出台的一项重要举
措。在该模式下，无须运营企业另行申报并
办理转关手续，直接由海关对铁路舱单电子
数据进行审核、放行、核销，实现对铁路列车
所载进出口货物的转关运输监管，单趟班列

可节省口岸通行时间约24小时，每个集装箱
成本降低约200元，降本增效成效显著。

“为保障这批货物顺利发运，我们积极
推广‘铁路快通’、预约通关、提前申报等便
利化措施，开展‘一对一’指导服务，快速审
核开通舱单相关数据传输权限，协助货物组
织运营方——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完成
快通申请。”重庆海关所属西永海关相关负责
人介绍。

“以前办理各种手续很复杂，在始发地报
关放行后，还要在出境口岸核销验锁，不仅多

产生转关申报、调箱、场地等费用，还增加口
岸滞留时间。”参与此趟班列运输的四川癸锌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也感叹，“通过

‘铁路快通’模式，我们可以更灵活地安排生
产和销售计划，有利于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
的竞争力。”

据了解，在 2024年 4月，一批价值 2798
万元的长虹液晶电视整套散件搭乘中欧班
列，从小南垭站出发，驶向白俄罗斯，实现首
次“铁路快通”模式货物出境。此次首票“铁
路快通”货物入境，标志着江津铁路国际联运

班列实现了进出境“铁路快通”模式双向贯通
的全新阶段。

“目前，中老铁路运输网已辐射老挝、泰
国、新加坡等十余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随着江津首票‘铁路快通’模式监管下货物入
境，老挝、泰国等东盟国家的优质农产品、矿
产品可以实现更快速通关，将进一步提升西
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的运输效率，更好服
务西南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重庆枢纽港产
业园江津片区相关负责人说。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265吨木薯淀粉！

江津首票入境“铁路快通”货物抵达小南垭

“我问过一个做企业的朋友，他说我办这
个手续至少需要跑 5个部门，交一二十份材
料，当时就把我吓着了。但没想到现在只要
在这个窗口提供 4份材料，3天就全部办完
了。”刚刚离开重庆忠县政务服务中心“高效
办成一件事”综合服务专窗的刘汉成，高兴地
展示着手中的几个批件说，“以前都是宣传

‘一个窗口办一件事’，没想到这里一个窗口
能办‘一堆事’。”

刘汉成的两个“没想到”，源于 2024年 3
月忠县迭代升级“一件事一次办”创新推出的

“一网通办”“跨区域通办”和“社保+医保+税
务”业务联办。“我们下定决心推出系统配套
的制度创新，就是要真正将政务服务的‘软实
力’变成促进发展的‘硬支撑’。”忠县县委书

记李电说。
忠县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重庆市委、

市政府“高效办成一件事”年度重点事项清
单要求，于 2024 年初开设“高效办成一件
事”综合服务专窗，将需要多个部门办理或
跨层级办理的关联性强、办理量大、办理时
间相对集中的多个事项，由原来的“多地、多
次、多窗口”集成简化为“一地、一次、一窗口”
办理。截至今年 2月，首批推出集成办理的
33组企业事项和26组个人事项，已累计办结
5万余件。

针对居民反映很多政务事项“上班没空
办、下班没处办”的问题，忠县从 2月中旬开
始推行政务延时服务。工作日的中午和下午
下班时，只要有没办完的事项，或者居民有急
需办理的事项，所有窗口都常态化开展延时
服务。周末首批推出了 52个事项的延时服
务，居民通过县政务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预
约后，窗口工作人员就会根据预约提供线下
服务。政务服务中心还提供了 24小时自助
服务，可以通过“渝快办”平台自助申报的事
项已经超过了 1270项。一些确需提交纸质

资料的事项，也可以通过自助档案柜提交。
办理流程“优不优”、办事效率“高不高”、

服务态度“好不好”，服务窗口前的群众感受
最直接。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获得
感和满意度，忠县除了搭建“好差评”平台、开
通政务服务热线、开展群众回访和“办不成
事”投诉等线上线下常态化评价机制，还在全
县政务服务系统开展“一把手”走流程活动，
变“被动”受理问题为“主动”发现问题，变在
家“等意见”为出门“找意见”。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忠县：一个窗口能办“一堆事”

2月28日，潼南区汽车回收利用产业园，重庆弘喜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仓储车间，工作人员
将拆解下来可以再次利用的汽车零部件进行分类。 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