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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綦江区重庆市綦江区：：

精细布局谋长远精细布局谋长远 丰富业态蓄动能丰富业态蓄动能
外围多彩部分体现文化底蕴，中间

蓝色蜿蜒带体现优美环境……重庆市
綦江规划展览馆大门右上方的城市徽
标十分显眼，灵动的图形展现了綦江区

“多彩綦江·创新之城”的发展愿景。
城区版图逐步延展、公共服务日

趋完善、产业布局持续优化、精神内涵
更加饱满……綦江区的每一个华丽转
身都是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生动
注脚。

近年来，綦江区紧紧围绕重庆主城
都市区重要战略支点、重庆人口和产业
发展重要承载地等定位，坚持以人为本
的发展理念，不断提升区域综合承载力
和城市功能品质，精心打造宜居宜业的
现代化城市。2017年到2022年，该区
城镇常住人口数量从45万人提高到77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57.01%提高
到65.71%。

逐步拓展城市空间
分区发展格局清晰

清晨，当天还微微亮时，綦江东部
新城中早已人来人往。上班路上，綦江
区新城建设管委会工作人员李龙一边
走一边欣赏沿途风景。“我参与了东部
新城的规划、拆迁、建设全过程。以前
区域里基本没有生活配套，发展条件严
重不足。如今，这里高楼林立、道路四
通八达、居民生活便捷舒适，新面貌令
人欣喜。”李龙说。

李龙的话道出了綦江人的心声。
如今，东部新城作为綦江区的“城市会
客厅”，行政服务、体育文化、教育医疗、
休闲娱乐一应俱全，入驻人口10万余
人，为綦江城镇集中发展添上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2021年綦江区开启了最新的总体规划
——国土空间分区规划，提出在老城区
和东部新城两个区域的基础上，把永桐
新城和北部新城组团纳入中心城区，形
成“一区两翼”发展格局。

位于永桐新城的中南高科·綦江制
造产业园一期建设项目正在有序施
工。目前，一期项目第一批次已完成
70%的建设任务，已有11家企业入驻，
包含新材料、智能装备、摩配汽配等相
关行业。

“剩余批次已陆续开工，整个一期
项目计划2024年底竣工备案及交付，届
时将把其打造成为辖区内的高端产业
集聚区，形成上下游高端产业集群。项
目投产后年产值预计超10亿元，年创税
预计达5000万元，预计帮助约1200人
解决就业问题。”中南高科·綦江制造产
业园项目负责人柯路说。

中南高科·綦江制造产业园项目的
实施，为綦江区加速推进永桐新城建
设、打造新型城镇化建设蓝本增添了新
引擎。到2035年，永桐新城将被建成
45平方公里、45万人口的郊区城市，成
为綦江区、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建
设重庆主城都市区南部战略支点城市
的重要载体。

在綦江区，向北而行便可到达北部
新城。在这里，綦江北互通的建成通车
拉伸延展开城市骨架，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的动工拉开建设新格局序幕……
未来，綦江区还将把北部新城打造为集
智慧、绿色、医养、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化
新城。

从小到大、从旧到新、从东到北……
綦江城市版图的拓展既放大了城市空
间，又进一步提升了居民生活品质。

重视传统产业转型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綦江区作为重庆老工业基地，面对
产业结构单一、产品市场竞争力弱等问
题，毅然选择一手抓传统产业智能改造
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崛起，
不断让老工业基地彰显时代新气质。

近日，在位于綦江区重庆炙焱动力
制造有限公司厂区内，工人们一边忙着
赶制外贸订单，一边忙着改造智能化车
间。“目前智能化车间的基装部分已基
本完成，紧接着就要开始安装设备，预
计6月试运行。”公司董事长张益敏说，
届时，摩托车生产将更加精细化、精准
化，年产能将提高20%，达到5.5万台；
年产值将提高50%，达到3亿元以上。

推动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是
传统企业练好内功的重要举措。对此，
綦江区大力支持齿轮、铝铜、汽摩等传
统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加速企业“上
云用数赋智”，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近3年来，綦江区累计实施智能化
改造项目121个，培育市级智能工厂、数
字化车间21个。其中，旗能电铝获批市
级智能工厂，成功入选国家工信部2022
年度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名单；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齿轮行业）
二级节点平台接入国家顶级节点；友利
森、博雅等4家企业被纳入重庆市绿色
工厂培育库。

推动工业经济发展，既要“滋养老
树发新芽”，更要“浇灌新树长强枝”。

金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新一
代复合集流体MA产品量产下线、重庆
开拓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建成国内首条
卫星动力自动生产线……新兴产业的
崛起为綦江实施工业强区战略注入不
竭动力。

这些年，綦江区紧紧扭住聚集创新
资源这一“牛鼻子”，招商引资，以链群
思维破题，围绕“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
发展战略，加快落地一批补链、延链、强
链项目，引进的多次元纳米新材料、烯
宇科技、泛锐科技等19个高技术含量
项目相继投产，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
值达到百亿元级规模，形成了高端装
备制造、新材料、大健康、节能环保、新
一代信息技术、消费品工业六大新兴产
业集群。

工业兴则经济兴,工业强则发展
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
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
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

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
国、网络强国、数字中
国。”这为綦江区工业产
业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
向。“接下来，我们将围绕以汽车变速箱
为主的装备制造业、绿色食品加工业、
铝精深加工及汽车轻量化配套产业，进
一步完善传统产业基础；围绕以卫星制
造和大数据应用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新材料，以及新能源车动力系统，
用高新区的创建来带动新产业的崛
起。”綦江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护好用好特色资源
打造红色文化高地

“红军司务长，是你吗？”清明节前，
带着这样的疑问，綦江区档案馆、融媒
体中心及石壕镇政府等相关人员组成
寻访团，前往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为
无名烈士寻根。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
团在长征途中来到綦江石壕，一名红军
司务长不幸牺牲。几十年过去，人们只
知道英雄埋葬在石壕红军烈士墓下，却
不知他姓甚名谁。直到今年初，自称是
这位司务长后人的刘姓男子前来祭扫，
这才揭开了探寻的序幕。

在寻访团跨省寻访的过程中，越
来越多有价值的线索逐渐呈现出来。
虽然最后这位红军司务长和刘姓男子
外曾祖父李泽益是否为同一人还需进
一步考证，但这一家已把司务长当成
亲人。

“寻访的意义在于让更多人能够了
解这位红军司务长的故事、烈士李泽益
的故事，让红军精神代代相传。”一位寻
访团成员说，这既是他们坚持的初衷，
更是綦江人保护传承红色文化的初心。

綦江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过境重
庆的唯一地方，孕育了“英勇善战、屡建

功绩”的原红四军军长王良等革命先
辈。近年来，綦江区依托丰富的红色文
化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
綦江主体区建设为抓手，大力弘扬革命
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着力打造重庆重
要的红色文化高地。

如今，綦江区已梳理出不可移动革
命文物19处36个点、国有可移动革命
文物藏品31件、革命遗址遗迹162处，
王良故居、王良同志纪念馆、中共綦江
支部旧址（邹进贤故居）、红一军团司令
部旧址等一大批红色项目建成开放；同
时，推出一批精品红色文化研学路线和
旅游矩阵，截至目前累计吸引区内外50
余万人参观学习。

革命精神催人昂扬奋进，红色旅游
赋能乡村振兴。綦江区永城镇立足王
良故居、王良同志纪念馆等红色资源，
结合凤冠橘、桃子、草莓等特色水果采
摘活动，打造精品乡村旅游路线。其推
出的王良故居及纪念馆（中华村）、复兴
村乡村红色文化旅游线路，成为重庆

“乡村度假研学游”6个景点之一，吸引
了众多游客参观、学习、游览。

值得一提的是，在“红色文化+绿色
资源+乡村旅游”文农旅融合发展模式
的带动下，截至目前，綦江区安稳镇崇
河村累计接待研学游团队超500个，带
动农户增收300余万元，为集体经济增
收60余万元。

“接下来，我们将凝心聚力统筹红
色文化高地总体布局，精细谋划完善发
展规划，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通力
合作强化区域联动，努力把綦江培育成
为重庆重要的红色旅游目的地、重庆长
征体验目的地。”綦江区政府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成 蓉

▲重庆市綦江区万达

广场一景。 石 亮摄

▶在位于重庆市綦江

区的重庆开拓卫星科技有

限公司内，技术人员围绕

太阳电池阵实验进行沟通

探讨。 陈星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