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车间，生产线上的机器手臂有序挥舞；

港口码头，源源不断的集装箱从世界各地汇聚；

两江四岸，滨江公园传来欢声笑语……一幅山

城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画卷徐徐铺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重

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成为重庆全市上下踔

厉奋发、笃行不怠的主旋律和最强音。

2018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希望重庆

广大干部群众“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

“‘两高’要求，集中体现了新发展理念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重庆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和必由之路。重庆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实

现‘两高’要求的任务繁重、空间广阔、潜力巨

大。”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抢抓战略机遇，厚植发展优势。重庆利用

区位优势、生态优势、产业优势、体制优势，共

建“一带一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

国家战略叠加，为重庆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展现新作为，迈出新步伐，3400 万巴渝儿

女正奋力书写新时代的重庆答卷。

创新为要，产业转型智能化

智能化改造，对一个企业意味着什么？

生产效率提升 33%，不良率下降 44.74%，运

营成本下降 17.24%……取得这样的成绩，重庆

金桥机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仅用了一年时间。

“通过西部（重庆）科学城牵线搭桥，我们

与施耐德电气合作，形成了 16 条精益生产线

和 7 个机加工区的精益布局，从数字化车间升

级成智能工厂。”金桥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在重庆，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了这样的智

能化生产方式。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重庆正

在发生智能化深刻变革。

创新为要，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

是谋未来。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举办，并永久落户重庆。连续 4 届智博

会，为重庆带来了大量落地项目，也让创新发

展、智能制造融入城市发展的基因。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红色四轮车钻进厂房，双目高清摄像头

360 度环拍，化工厂里的安全检查可远程遥控

——这是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七腾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的智能巡检机器人。瞄准特种机器

人领域，七腾科技产值年均增速达 50%。在重

庆赛力斯两江智慧工厂，支持客户个性化定制

整车颜色的生产喷涂系统，切换时间仅需 15
秒；在璧山区，“一企一策”定制技改转型方案，

推动汽摩、电子、装备等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近年来，重庆坚持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努力构筑产业智能化发

展新优势。智能制造向纵深发展，累计实施

4700 余个智能化改造项目，认定 126 个智能工

厂和 733 个数字化车间，示范项目建成后生产

效率平均提升 59.8%。

开放为帆，内陆崛起新高地

江面船来船往，货轮缓缓驶入码头。码头

上，一批从西北运输来的机电及化工产品，将

在这里转搭西部陆海新通道离境。

这里是果园港。由此向东，经长江经济带

可联通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向西，搭乘

中欧班列可联通丝绸之路经济带；由此向南，经

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广西钦州港换船出海，通达

全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果园港在重

庆乃至西部对外开放格局中愈显重要。

如今的果园港，正逐渐成为“世界的中转

站”：智能理货系统，识别率在 96%以上；江海

联运和铁水联运数据交换共享；智能联运系统

建成，全程无需人工交接……

敞开大门拥抱世界，群众的生活也在被

“开放”深深改变。重庆的柑橘获得新加坡消

费者青睐；马来西亚的新鲜榴莲在重庆超市热

销。在重庆仙桃数据谷，路灯成为无人驾驶生

态系统的“坐标”。这项技术，正是新加坡科技

工程集团与仙桃数据谷开展的合作项目——

中新合作多功能智慧灯杆。

开放经济，为重庆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不

久前，马士基大中华区综合船运供应链管理和

全球服务共享中心落户重庆渝中。这将带动

重庆本地的物流服务及上下游产业发展，为重

庆内陆现代服务业发展先行区建设助力。

川渝产业协作促开放，共同打造优势产业

集群。2021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 8.5%，总量达 7.4 万亿元。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制度创新在这里集

成。西部（重庆）科学城建成重庆首个智慧通

关服务平台，推出“四自一简”“3C 免办”等 36
项自贸区制度创新；“信用证结算+海铁多式

联运”，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次保险、一

箱到底、一次结算等模式，为外贸企业提供更

便捷的运输服务。

以开放为帆，重庆面向新蓝海，行稳致远。

民生为本，百姓生活更舒心

从天空俯瞰，重庆犹如一只展翅雄鹰。主

城都市区增强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渝东北

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两

翼齐飞，市域“一区两群”空间布局优化效应持

续释放，百姓生活更加舒心。

“这是我们的小茶园，保留了社区的茶文

化。”在南岸区花园路街道南湖社区，社区党委

书记余建边走边介绍，“以前，这里是个垃圾场，

大家都躲着走。如今变成了书屋，居民们不请

自来。”这一变化，得益于老旧小区改造。街道、

社区和南岸区住建委充分听取民意，将多元的

社区文化保留下来。“我们对院坝进行环境整治

后，给大家提供茶棚、茶室、茶店等空间。”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庆发展民生工

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缩影。沉甸甸的民生

答卷，印证在人民群众的笑脸里。

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三变”改革让百姓鼓了腰包，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正在有效衔接。正值夏日，长江两岸

的山坡上，脆李挂满枝头。巫山县

官渡镇的脆李种植大户刘绪海仔细

检查脆李品质，并与客户联系。现在，

他一天的销售量就在 200 件左右。“三变”

改革以来，重庆市累计盘活集体经营性资

产 21.2 亿元，盘活集体“四荒地”约 48 万亩、

闲置农房 10570 套，撬动社会资本 22.5 亿元。

暖心工程让人民幸福感不断提升。走进

璧山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孝心食堂”，10 余

名老人坐在餐桌前。“每天到点儿就下来吃饭，

方便得很。”82 岁的徐元惠老人笑着说。一份

午餐收费 12 元，区财政给予每位 60 岁以上老

人每餐 3 元补助，老人只需自付 9 元。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重庆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在人口“一老一小”、住房

“一旧一危”、就业“一生一困”、交通“一堵一

安”方面重点突破、精准发力。民之所望，政之

所向，重庆将交出更厚实、更生动的民生答卷。

生态为先，一江碧水向东流

壮美三峡，风景奇绝；极目远眺，两江环绕；

雨后乌江，碧翠欲滴……生态为先，绿色发展，

重庆这座山水之城守护着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在万州区，每到秋冬时节走近长江岸边，

总能看到一片彩色的“水中森林”，这便是中山

杉，构建起消落带绿色生态长廊。

在消落带，由于周期性水位涨落，水土随

江水而去，长江岸边会留下一道“疤痕”。消落

带生态治理，也因此成为难题。经过多年探

索，中山杉成了消落带生态治理较为理想的

“两栖植物”。万州区陆续在沿江消落带 165
米到 175 米水位线栽植中山杉 3200 多亩，绿化

库岸 70 余公里。

化工企业生态搬迁，渔民退捕上岸，推进

“无废城市”建设……经过多方努力，2017 年以

来，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保持为Ⅱ类。2021年，

74 个“ 十 四 五 ”国 控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达 到

98.6%。这是重庆交出的守护一江碧水的答卷。

水质保护不是终点，如何让生态持续优

化，重庆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排污权”为重

庆 国 际 复 合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贷 ”来 了 活

水。2021 年，这家企业因扩大生产而有资金需

求，但却找不到适宜的抵押物。银行信贷人员

对公司资产深入分析后，认为“排污权”可以作

为抵押物进行贷款。近年来该公司始终坚持

环保、节能理念，有效管控污染物排放。今年 3
月，公司获得了 1 亿元“排污权”抵押贷款。这

笔贷款带动了企业绿色发展，为企业环境权益

融资探索了新路径。

川渝两地协同发力，共担上游责任。两地

累计签订生态环保合作协议 80 余项，共治跨

界污染，常态化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河”，建

立长江流域川渝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共同

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近年来，重庆在发展中保护绿水青山，在

保护中转型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如今的巴

渝大地，江水更清、岸线更美、产业更优。

（本报记者王斌来、崔佳、蒋云龙、刘新吾、

常碧罗、王欣悦）

下图：重庆渝中半岛，城市风貌日新月异。

何 超摄

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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