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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 新看点

汽车产业哪家强？

在 西 南 地 区 ，重 庆 和 四 川 成 都 均

有叫得响的知名品牌。重庆的长安等

品牌，上世纪 90 年代就享誉全国。近

10 年，一汽大众、沃尔沃等品牌先后落

户成都，助力汽车产业集群崛起。空间

距离如此之近，川渝两地汽车年产量超

过 300 万 辆 ，如 何 协 同 发 展 日 渐 提 上

日程。

这两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稳步推进，协同发展、共塑优势，正成为

成渝两地汽车产业的新趋势。重庆企

业生产的天窗、脚踏板等产品，越来越

多地出现在一汽—大众成都分公司的

整车生产线上；成都企业生产的交流发

电机、雨刮电机等产品，广泛应用于重

庆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的多个车型。

最新数据显示，成渝两地已有 130家

零部件企业融入对方整车配套。四川

省发改委主任郑备介绍，川渝两省市正

在打通信息链、提升产业链、融合创新

链、共享供应链、整合价值链，扎实推进

汽车产业互补合作，共建万亿元级产业

集群。

2020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强

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一项系

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突出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强化要素市场

化配置，牢固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做

到统一谋划、一体部署、相互协作、共同

实施，唱好“双城记”。

两 年 多 来 ，川 渝 两 省 市 牢 固 树 立

“一盘棋”思维和一体化发展理念，紧扣

中央顶层设计共绘“施工图”，聚焦产

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紧

密协作、相向而行，在发展态势、创新动

能、融合融通等方面取得许多看得见、

摸得着的可喜变化。

融合聚力，产业升级。川渝两省市

统筹优化区域重大生产力布局，先后出

台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协

同发展实施方案，推动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价值链深度耦合，构建高效分

工、错位发展、有序竞争、相互融合的现

代产业体系。2021 年，川渝两省市电子

信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突破 2 万亿元

大关，汽车产业产值约 7000 亿元，装备

制造业保持高速增长。

“从去年至今，我们已为长城汽车

重庆分公司提供了价值约 900 万元的

汽车零部件。”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技术中心项目部长高蓉宁说，

得益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公司

正 为 越 来 越 多 的 重 庆 企 业 提 供 配 套

产品。

资源共享，科创强劲。围绕建设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目标，

川渝两省市共同推进西部科学城、国

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等

项目建设，持续完善科技基础资源、大

型 科 研 仪 器 、引 智 成 果 共 享 共 用 机

制。重庆市科技局副局长牟小云介绍，

2020 年以来 ，川 渝 两 省 市 联 合 新 建 重

点实验室 5 个，建成上线科技资源共享

服务平台，整合开放两地大型仪器设备

10001 台（套）。

改革拓路，发展一体。川渝两省市

因地制宜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

离改革路径，创新毗邻合作、园区共建、

飞地经济等新模式，探索共建共享的公

共资源配置机制、分工协同的产业合作

机制、异地通办的政务服务机制，形成

联系更加紧密的发展共同体。川南渝

西融合发展试验区、川渝高竹新区等

10 个毗邻地区合作功能平台建设加速

推进，“市场准入异地同标”、税收征管

一体化等探索加快实施。

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成势见效。

2021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地区

生 产 总 值 超 过 7.39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5%，在全国占比 6.5%、在西部地区占

比 30.8%。

联动添活力 共塑新优势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稳步推进
本报记者 林治波 王斌来 崔 佳 王明峰

峰峦叠嶂，河谷深切。以前靠着山地农业有点名气

的贵州省毕节市，如今已成为国家“西电东送”重要能源

基地、国家新型能源化工基地、国家新能源汽车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今年上半年，毕节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 8.8%，在省内排第五名。

八大工业产业产值 488.9 亿元，同比增长 14.3%，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四成以上。

“毕节承载着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的使命，我

们将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深耕新型工业，推动高质量发

展。”毕节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创新驱动是关键

毕节煤炭储量居贵州省第一，产量占 50%左右。

走进黔西市黔希化工产业园，听不到机器轰鸣声，闻

不到刺鼻味道。指挥大厅里一大排透明玻璃罐，吸引了

记者的眼球。

“这些都是用煤加工的，有草酸二甲酯、碳酸二甲酯、

乙二醇等。”黔希化工生产技术部副部长潘斌介绍，“我们

这个新型现代煤化工企业，就是想方设法把原煤充分开

发利用。”

2018年 5月，总投资 23亿元的黔希化工正式投产，年产

煤制乙二醇 30万吨，广泛用于防冻剂、合成涤纶等产品。

“从原料到材料，创新驱动是关键。”潘斌介绍，粉煤

气化会产生草酸二甲酯和少量碳酸二甲酯，前者是生产

乙二醇的主打原料，后者是伴生副产品。碳酸二甲酯年

产 8000 吨以上，过去因纯度不高，只能当废品处理。该

公司和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合作，于 2019 年研发成功精馏

装置，把废品变成了主打产品。

“上了这套装置，碳酸二甲酯纯度可达 97%，作为动力

电池电解液的材料之一，纯度的提升让价格从每吨 500 元

涨到最高每吨 1.5 万元。”潘斌说，“现在自产的都‘不够

吃’，每年还额外收购 5000吨碳酸二甲酯用以提纯。”

织金县委书记杨桦也信心满满。眼下，在织金县茶

店乡，总投资 237 亿元、年产 50 万吨的中石化织金聚乙醇

酸（PGA）项目正加紧建设，一期工程将于 2024 年投产。

项目前景广阔，和传统塑料比，PGA 可降解，减少了白色污染，打破进口依赖。

这个项目不仅是全行业的大项目，也解了当地工业转型的急需——织金项目

使用煤生产 PGA，年产值比单纯售煤增加数倍。目前，当地围绕 PGA 的产业链正

在铺展。

通过创新驱动，毕节煤化工产业提质增效。2021 年，毕节市规模以上现代化

工企业已达 10 家，完成产值 21.66 亿元，同比增长 15.24%。“十四五”时期，毕节将推

进煤炭等资源深加工，围绕煤制乙二醇、聚乙醇酸等补链强链，建成全国重要的新

型能源化工基地。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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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4 日电 （冯华、张未）国家航天局消息：8 月 4 日 11 时

08 分，我国首颗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句芒号”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由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该卫星将在碳储量监测、生态资源详

查、国家重大生态工程监测评价等方向提供遥感监测服务。

“句芒号”卫星是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中的科研卫

星：通过激光、多角度、多光谱、超光谱、偏振等综合遥感手段，实现植被生

物量、大气气溶胶、植被叶绿素荧光等要素的探测和测量，将广泛应用于

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陆地生态和资源调查监测、国家重大生态工程监测

评价、大气环境监测和气候变化中气溶胶作用研究等工作。该卫星还将

服务高程控制点获取、灾害监测评估、农情遥感监测等需求，显著提高我

国陆地遥感定量化水平。

“句芒号”卫星在轨运行后，采用主被动结合的遥感体制，可获取全球

森林碳汇的多要素遥感信息，提高碳汇计量的效率和精度，转变传统的人

工碳汇计量手段，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重要的遥感支撑，

助力我国对森林、草原、湿地和沙化土地等的统计监测核算能力建设。

本次任务还成功搭载了交通四号卫星和闵行少年星 2 颗小卫星。交

通四号卫星将在轨开展全球船舶航行、航班飞行状态和全球物联网相关

信息采集。闵行少年星将为中小幼学生参与卫星设计、研制、搭载、发射

等航天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提供服务，同时开展天地一体化碳源监测应

用科学研究。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 430 次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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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千 兆 ”激 发
数字社会新活力

第七版

近年来，山东港口烟台港积极扩展港

口物流产业链条，保障物流主动脉和微循

环高效畅通，港口发展呈现量效齐升的好

态势。

今 年 上 半 年 ，烟 台 港 完 成 货 物 吞

吐量 2.02 亿吨，同比增长 10.4%；完成集

装 箱 吞 吐 量 204.16 万 标 准 箱 ，同 比 增

长 12.4%。

图为 8 月 4 日，矿砂轮在烟台港自动

化矿石码头卸货。

张 超摄（影像中国）

码头作业忙

“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党和

人民一道奋斗出来的。”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前进道路上，

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为 什 么 人 的 问 题 ，是 检 验 一 个 政

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中国共产

党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的党，人民立场

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我们党从成立

开始，就把为人民服务写在了党的旗帜

上。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

量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

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

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

点和落脚点。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

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

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

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

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

的是人民的心。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

也是党的恒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

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党的百年

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

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心连心的历史。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

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之所

以能够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

所以能够不断前进，正是因为依靠了人

民。我们不会忘记，大革命失败后，30多

万牺牲的革命者中大部分是跟随我们

党闹革命的人民群众；红军时期，人民

群众就是党和人民军队的铜墙铁壁；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广泛发动群众，

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

大海；淮海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

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

小船划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成就是人民群众干出来的；改革开放的

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今

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

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

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

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

精神，正在党的领导下信心百倍书写着

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实践充

分证明，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

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

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途是光明

的，道路是曲折的，还会面临许多激流

险 滩 。 必 须 深 刻 认 识 到 ，赢 得 人 民

信 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

何困难，就能够一往无前、无往不胜。

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

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

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

益的一致性、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

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永不脱离群众，与

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

盐同淡。要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

共 同 富 裕 取 得 更 为 明 显 的 实 质 性 进

展，把 14 亿多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要把为

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人民拥

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

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

根本标准，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

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

幸福而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

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不断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继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伟业推向前进！

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本报北京 8月 4日电 （记者王政）

记者日前从 2022 中国算力大会获悉：

截至今年 6 月底，我国在用数据中心机

架总规模超过 590 万标准机架，服务器

规 模 约 2000 万 台 ，算 力 总 规 模 超 过

150EFlops（每秒 15000 京次浮点运算次

数），排名全球第二。

我 国 已 建 成 全 球 规 模 最 大 、技 术

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截至今年 6 月

底，5G 基站数达到 185.4 万个，5G 移动

电话用户数超过 4.5 亿户，所有地级市

全面建成光网城市，千兆光纤用户数

突破 6100 万户。已启动建设多条“东

数西算”干线光缆，推进一体化大数据

中心体系、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体

系建设，算力产业规模快速增长，近五

年平均增速超过 30%。其中，在全球算

力分布统计中，我国智能算力总规模占

比 26%。

产业协同不断深化。算力产业链

条持续完善，包括算力基础设施、算力

平台、算力服务等在内的，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算力产业生态初步形成，一批具

有示范效应的算力平台、新型数据中心

以及产业基地相继落地。据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测算，2021 年，云计算市场

规模超过 3000 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

业规模超过 4000 亿元。

融合应用竞相涌现。随着新一代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加 速 融 入 经 济 社 会 各

领域全过程，算力为越来越多的行业

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能。目前，算力

已 经 在 数 字 政 府 、工 业 互 联 网 、智 慧

医 疗 、远 程 教 育 、金 融 科 技 、航 空 航

天、文化传媒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 ，供 给 普 惠 化 、业 态 多 样 化 的 融 合

创 新 成 果 加 速 涌 现 。 5G 行 业 应 用 案

例 累 计 超 过 2 万 个 ，具 有 一 定 行 业 和

区 域 影 响 力 的 特 色 工 业 互 联 网 平 台

超 过 150 家 ，连 接 工 业 设 备 超 过 7900
万台。

我 国 算 力 总 规 模 居 全 球 前 列

乡村振兴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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