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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璧山：辰致科技生产线，工人和机器手臂协调作业。

②铜梁：高新区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③大足：高新区万古园区内，工人正在生产无人机。

④合川：重庆（合川）国际石材城厂房内石材堆放整齐。

⑤江津：珞璜枢纽港。

⑥荣昌：成渝双城迎宾长租公寓项目建设现场

⑦潼南：工人正在给出口越南的柠檬粘贴标签。

⑧永川：重庆新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忙碌。

进入4月，长安璧山智能

网联低碳产业园内的重庆辰致

科技有限公司，迎来了今年的

生产高峰期。该项目于去年全

面实现量产，这里的7条自动

化产线马力全开，门槛梁、减

震塔等轻量化产品不断下线。

作为长安汽车旗下的全新

品牌，“辰致科技”在制动、转

向、悬架、轻量化产品系统领

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形成满足

乘用车全系列、皮卡、大型

MPV的丰富产品系列及底盘集

成能力，预计到2027年能形成

线控产品100万套、轻量化产

品50万套，产值130亿元。

这个案例只是璧山用新产

业布局新未来的一个缩影。发

展新质生产力，璧山是“认

真”的。如今，行走在璧山的

企业车间、科研机构、产业园

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的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新质生

产力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

能，不仅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

基础，更积蓄着面向未来的发

展潜能。

近年来，璧山区抢抓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重点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电子信息、生命科技等优

势产业布局创新资源，璧山国

家高新区连续8年实现排名提

升、入选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

示范园区，高新技术企业、“专

精特新”企业数量居全市前

列，3家企业获评重庆市制造

业单项冠军，2家企业获评重

庆市企业技术创新奖，在中西

部率先建设高新技术人才创新

创业服务港，推动500余项科

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

架”。

接下来，璧山将持续深化

“产业研究院+产业基金+产业

园区”路径，加快构建“科技

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领军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为

高新技术人才提供人才社区、

人才银行、管家服务等更优渥

的创新环境，未来在璧山还会

源源不断涌现更多高科技企业、

产生更多“黑科技”产品。

日前，位于铜梁高新区的

重庆南雁实业集团生产车间，

13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忙碌而有

序地运转。“企业累计投入2亿

多元技改资金，引入智能设备、

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线后，不

仅减少了人工操作及成本，还

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精

度。”该企业负责人说，数字化、

智能化改造为企业带来的增量

收益非常明显。

同样受益于数字化、智能

化改造的还有重庆庆兰实业有

限公司。该企业在2022年成立

先进智造部，综合应用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信息技术，大力

实施工业技改升级，能源利用

率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2024

年，该企业还获评了重庆市智

能工厂。

当下，“数智”赋能正不断激

活企业转型升级新引擎。近年

来，铜梁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

这个首要任务，聚焦“2+4+1”现

代产业集群，用足用好工业技改

关键变量，大力推动企业实施数

字化、智能化改造，促使更多产

业提质增效、蓄势跃升。

今年一季度，在铜梁区有

关部门的支持引导下，铜梁高

新区部分企业先后投入工业技

改资金13.9亿元，阔步前行在

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发展

道路上。截至目前，铜梁区已

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4家、市级

数字化车间42家、市级智能工

厂5家、市级绿色工厂15家，在

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挖潜扩能

的同时，也为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今年，铜梁区计划新实施

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项目50个，

大力培育智能工厂、绿色工厂、

数字化车间等，努力实现全年

技改投资增长15%。”铜梁区经

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铜

梁区将深入推进“智改数转绿

色化”，推动企业加速蝶变焕

新，持续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推

进新型工业化中展现新作为、

实现新突破。

此外，铜梁区还将持之以恒

做好招商引资、资源配置、重点

项目建设等具体工作，全力以赴

稳增长、扩投资、优服务，“一企

一策”帮助企业找资源、找订单、

找政策、找人才，切实打造“有求

必应、无事不扰”最懂企业的营

商环境，奋力书写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高分答卷。

四月的渝州大地，春潮涌动，万物

竞发。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来渝考察擘

画的蓝图，新时代新大足万象更新。一

年来，大足区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乘

势而上、担当作为，聚力高质量、供给

侧、智能化三向突破，在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重庆新篇章中发出了大足强音。

联动《黑神话：悟空》大足石刻火爆

全网，渝派舞剧《天下大足》巡演11城

掀起文化旋风，宝顶山大佛湾祈福盛景

登上蛇年央视春晚……

这一年，大足区始终牢记“一定要

把大足石刻保护好”的重要要求，以创

建大足石刻世界级旅游景区和龙水湖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抓手，持续丰富

“日月辉映、繁星闪烁”文旅产品体系，

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

石刻景区购票游客141万人次、增长

20.9%，门票收入突破1亿元，举办国

际、川渝等文旅活动20余场，当前的大

足已成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上一颗璀

璨的明珠，闪耀全国，瞩目世界。

构建“陆海空铁”立体式物流联运

通道，深入推进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

验区联动创新区建设，谋划打造具有大

足辨识度的高能级开放平台……

这一年，大足区依托交通物流网络

与全国市场采购贸易试点，积极融入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快建设成渝腹地

对外贸易集聚区，努力构建陆海内外联

动、成渝双向互济的开发开放新格局。

2024年，全区完成市场采购贸易出口

3667单，货值13.87亿元，发运5283个

集装箱。从五金工具到智能终端，越来

越多“重庆造”借道大足走向全球，书写

着“买全渝、卖全球”的开放新篇章。

新增规上工业企业36家、专精特

新企业47家，成功培育重庆瞪羚企业2

家、制造业百强企业2家、潜在独角兽

企业1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家

……

这一年，大足锚定智能制造主航

道，以数字技术重塑产业筋骨，深度融

入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

以“246”产业体系为骨架，以“产业大

脑+未来工厂”为引领，不断推动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已建成的

“五金产业大脑”接入企业达800家以

上，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20个，头部企

业盛泰光电引领上下游24家企业协同

创新，全球每20颗手机摄像头中即有

一颗“大足造”。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足

正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昂扬的斗

志，抢抓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

条件，紧紧围绕“两大定位”，迭代升级

“三篇文章”，聚力推进“七个加快”，撸

起袖子加油干，敢于涉险滩、闯难关，勇

于辟新径、破难题，以实干实效书写大

足发展的新篇章。

日前，走进位于合川的重庆渭沱

物流园，已完成主体建设的重庆合川

保税物流中心率先映入眼帘，工人们

正加紧完成内外装修，安装排水、消

防等基础设施。

作为川渝首批“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协同共建重点物流园区”，重庆

渭沱物流园立足服务主城，参与“一

带一路”物流运输，全力打造“承接主

城、服务渝西、辐射川东、面向中欧”

的区域交通物流中心、西部陆海新通

道重庆北向枢纽。园区通道建设日

趋完善，建成骨干路网18.3公里，已

与渝武高速、合安高速、西环高速、三

环高速及212国道形成有机衔接；渭

沱货运站已纳入都市圈环线铁路（合

川至永川段）建设，依托都市圈环线

铁路，衔接成渝、遂渝、兰渝等干线铁

路，可实现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

班列（成渝）、渝满俄等战略大通道的

有机联通；建成千吨级泊位两个，并

与重庆长寿港、广安港签订了港口联

动发展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完善

“铁公水”多式联运物流体系。

落户园区的重庆（合川）国际石材

城，生产车间内，机器正开足马力生

产，工人们操作着机械设备，进行石材

切割、打磨、抛光等工序。“合川提出的

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北向枢纽的

规划，打动了我们。”该企业相关负责

人一语道破落户合川的原因：西部地

区的原石就近、就地加工后，依托通道

建设就能远销各地，既节约成本，也能

“无中生有”发展起新产业。

重庆（合川）国际石材城落户园

区，是重庆渭沱物流园推动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行动缩影。

园区重点引进新成储快递（快

运）电商一体化物流基地、重庆（合

川）国际石材城和油脂资源循环再利

用项目，总投资约44.6亿元。其中，

新成储快递物流电商项目正稳步实

施配送中心、处理中心、集散中心、办

公楼建设，项目总体进度完成65%；

油脂资源循环再利用项目，一期10万

吨生物柴油生产线已建成投用，二期

20万吨工业级混合油生产线建设工

作正持续推进。

下一步，重庆渭沱物流园将全力

打造区域性大宗物资集散分拨中心

和储运加工基地，推动形成综合枢纽

新城、生产服务型物流园区、国家骨

干冷链物流基地、综合保税区，快速

形成“港、站、园、城”一体化融合发展

枢纽新城、产业新区，为合川高质量

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北向枢纽

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3月中旬，一列满载265

吨老挝木薯淀粉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中老铁路江津班列顺利抵达重庆江

津小南垭站。这批货物是江津班列

首次以“铁路快通”模式运输，标志

着江津铁路国际联运班列进入“铁

路快通”双向贯通的全新阶段。

这不是个例。江津区勇担重庆

南向开放门户使命，坚持抓枢纽带

全局，以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现

代化集疏运体系为主线，推动“物畅

其流”向“货通全球”跃升。2024

年，全区“水公铁”总运量达4700万

吨，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开行

1804列、居全市第一。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南向铁

海联运班列主到发地，江津在全市

乃至全国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一

年来，江津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充分发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

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多重国家战略叠

加优势，以产业为基础、以通道为依

托，整体推进内陆开放、先进制造、

城乡融合、供给服务，全力建设现代

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持续推动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在先进制造方面，江津区坚持

以产业为基础，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近年来，江津区不断引进和

培育了一批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

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了

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

业发展格局。

在城乡融合方面，江津区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宜居宜业新高地建设。

江津区土壤90.2%富硒，境内四面

山拥有地球同纬度最大的原始常绿

阔叶林。江津区依托这些自然人文

景观，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

代化，加快构建形成城乡各展其长、

各美其美的融合发展新格局。

在供给服务方面，江津区致力

于打造服务高品质生活新高地。江

津区有10个大型专业市场，江津

“开门”保供，让这座城市有着不一

样的烟火气。同时，还开设了重庆

江津“一带一路”商品展销中心，市

民“全球购”所见即所得。

征程万里阔，奋斗正当时。江

津将继续以砥砺前行的奋斗姿态，

逢山开路的攻坚精神，紧紧围绕“一

枢纽三高地”目标任务，在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中走在前争

一流，凝心聚力书写江津精彩一页！

春潮涌动，万物竞发。在荣昌

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重点项目

建设正酣。施工单位开足马力、挂

图作战，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全力

推进项目建设。

4月20日，在荣昌区成渝双城迎

宾长租公寓项目建设现场，8栋主体

建筑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在建筑内部

贴砖、吊顶，进行装修收尾施工。

该项目位于荣昌高新区广富工

业园内，建筑面积6万余平方米，公

寓按两室两厅（70平方米/套）的格

局设计，规划建设780套房屋、428

个室内停车位。项目预计今年10月

全部完工。

“为保障项目质量，每一道工序

及班组人员进场前，都会进行相关

的技术方案交底，样板工艺验收合

格之后再进入大面积施工。”该项目

负责人介绍。

此外，为了给租户提供更良好

的居住体验，项目按精装修定位，配

套有电视机、冰箱、空调、燃气灶具、

床、衣柜、沙发等家具家电，让租户

们“拎包入住”，切实解决他们的后

顾之忧。

项目负责人表示，项目建设完

成后，将切实缓解周边地区住房问

题，更好地满足周边务工人员及初

入社会等人群的住房需求，让人才

引得来、留得住、住得好。

该项目是荣昌今年重点项目推

进的生动缩影。数据显示，一季度

全区28个市级重点项目开工18个，

开工率64.3%；完成投资21.7亿元，

投资完成率30.1%。112个区级重

点项目开工56个，开工率50%；完成

投资56.7亿元，投资完成率31.5%。

一季度固投增长8.1%。

为高效推进项目建设，荣昌区

建立“四级调度”机制：区委书记季

度调度、区长双月调度、常务副区长

按月调度、联系区领导随时调度，确

保问题在一线解决、措施在一线落

实。同时强化督查激励，相关部门

开展专项检查，推行投资增长“赛马

比拼”，每季度对重点项目进度进行

排名，营造比学赶超氛围。

下一步，荣昌将按照“真抓实干

主题年”部署，持续实施重点项目双

月通报制度，健全“赛马”激励机制，

开展“高铁奖”“蜗牛奖”评选，实行“绿

黄橙红”四色挂牌预警，加快项目落

地。同时强化林业、住建等部门要素

保障协同，完善全区项目要素保障机

制，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

效，夯实投资稳定增长基础。

今年2月，重庆贝思远新能

源有限公司与加纳共和国JA&

ZCO.LTD公司在潼南区签署汽

车出口合作协议，这标志着潼南

将首次规模化出口汽车至非洲地

区。

仅仅一个月后，作为西非最

大货物集散地的贝宁共和国企业

T&T Real Estate Developers

Ltd相关负责人一行再次专程来

到潼南，考察汽车后市场产业发

展情况，计划在二手车出口、再制

造汽车零部件、新能源电池梯次

利用产品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

一系列成绩的取得是潼南区

委、区政府聚焦做实“两大定位”、

发挥“三个作用”，抢抓重大发展

机遇，借势而谋、顺势而为、乘势

而上，深入实施“潼越山海”计划，

持续深耕海外市场，全面推动开

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期

间提出，重庆要积极融入全国统

一大市场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在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

通道联动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为全市重点发展的汽车后市场

产业基地，去年以来，潼南区积极

融入“渝车出海”计划，把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和汽车再制

造作为大力发展的主导产业，加

快布局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二

手车出口等多个板块，特别是在

二手车出口方面有着资源充足、

成本优势突出、产业链完善等优

势，集聚了30余家优质企业，中

国第一汽车后市场正加快形成。

“过去一年，我们牢记总书记

殷殷嘱托，紧扣打造‘两中心两

地’战略定位，深入落实‘三中心

一走廊’新要求，聚焦聚力潼南现

代化建设‘1132’体系架构，加快

融入国内及东盟的产业链、供应

链，打造标志性特色产业，推动更

多‘潼南绿’联通全球。”潼南区商

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4月中旬，就在习近平总书

记访问越南期间，一辆满载28吨

柠檬鲜果的列车，通过陆海新通

道跨越1300公里抵达了越南市

场。据悉，今年一季度，全区柠檬

出口量达到6200吨，创汇8100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7.9%和

18.3%。潼南柠檬市场版图已经

覆盖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

南等3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东

盟的核心市场基本实现全覆盖。

新时代新征程，“一带一路”、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面临新战略

机遇。潼南将以更好辐射西部、

服务全国、链接东盟、融入全球为

目标，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积极推

动更多“潼南造”跨越山海、走向

世界，共同开辟国际新市场，共享

时代新机遇。

谷雨时节，走进永川国家高新区

凤凰湖产业园，机械臂舞动、AGV小

车穿梭的智能工厂与绿意盎然的廊道

交相辉映，勾勒出永川加快培育建设

重庆城市副中心的生动图景。永川区

紧紧围绕“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这条主线，

以“智造赋能”破题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用创新驱动重塑产业基因，交出高

质量发展新答卷。

智造赋能，传统产业华丽蝶变。

走进“61岁”的本土企业——重庆新泰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只见技术小哥不

再满手油污，而是化身“机械指挥官”，

只需在每台机器的控制端输入程序，

高速运转的机器便会精准无误地执行

着每一个生产动作。这个充满“黑

科技”的企业，不仅拥有17项专利

解决行业“卡脖子”难题，还成为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的“香饽

饽”，产品出口10多个国家和地

区，印证着永川“制造赋能产

业”的战略远见。

“通过自主研发，我们同

样性能的产品，比进口产品

便宜75%—80%。”新泰机

械董事长、总经理王明安

骄傲地说，十年前这样

的设备全靠进口，现在

他们打破国外技术壁

垒，成功实现国产

化，为国家节约了

大量外汇。

2024 年，永

川区新增市级及

以上科技平台 10

个、高新技术企业58家、科技型企业

263家，发放知识信用贷款1.37亿元、

总额全市第1，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

2.68%（提升0.64个百分点，增幅全市

第4）。

创新出圈，新兴产业异军突起。

近日，永川科技片场，亚洲最大的弧形

LED 虚拟拍摄屏幕前，工人正在置

景。这不是一块普通的屏幕——通过

技术加持，可以实现阴晴雨雪轮番上

演、沙漠草原瞬间转场，仿佛一个造梦

工厂。

在这个代表国内最高技术水平、

完全对标好莱坞虚拟制片工业标准的

科技片场，永川向外界发出“拿着剧本

来，带着成片走”的邀约，显示了永川

发展科技影视产业的十足底气。

近年来，永川区重点围绕自动驾

驶、科技影视、服务外包、生物医药及

大健康、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持续深化产业创新布局，通过构

建产学研协同平台、引育中高端人才

梯队、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

加速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着

力培育具有区域引领力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发展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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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要求重庆更加注重从全局谋
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
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中发挥示范作用，这为新时代重庆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带来了

机遇，也赋予了重庆新的重大使命。本期“看渝西”重点展示一年来，渝西
八区如何紧紧围绕“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这条主线，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持续发力，
奋力书写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答卷。

②②

渝西八区：以“三个作用”为引领 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

①① ④④③③

⑥⑥

⑤⑤

⑧⑧

⑦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