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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受住疫情和外部压力大考，今年上半年，重庆

市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呈现稳中加固、稳中

向好态势。重庆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903.41亿元，同比增长12.8%，两

年平均增长 6.6%，增速比今年一季度加快 1.4 个百

分点。

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上半年重庆市经济发

展一大亮点。据统计，上半年，重庆市高技术制造业

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31.9%和

30.1%，增速分别高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12.9 个和

11.1 个百分点；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19.4%

和 28.9%，占比较上年全年分别提高 0.3 个和 0.9 个百

分点。

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

走进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

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30 多台机器人井然有序地忙

碌着，自动完成装配、焊接、转运等流程。公司负责人

告诉记者，智能化改造后，产品质量合格率接近

100%，效率提升40%，劳动用工减少80%。

企业智能化转型，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

速。汽摩和电子信息是重庆工业经济的支柱产业，这

两大产业今年上半年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23.7%、

33%，成为全市经济保持在合理运行区间的“压舱石”

“稳定器”。

重庆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说，今年以来，重庆通过

强化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支持等举措引导企业智能

化赋能，不断推动传统制造加速向以人工智能、机器

人和数字制造为核心的智能制造转变。

以两江新区为例，作为重庆经济主战场，两江

新区积极推进汽车、电子信息、装备等行业龙头企

业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5G、工业互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通信技术开展数字化设计、数字化车间、智

能制造单元、智能物流等建设，已建成数字化车间

60 个、智能工厂 21 家。今年上半年，两江新区直管

区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工业投资和工业营收

的规模及工业增加值增速等 5 项指标位列重庆市

第一。

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重庆制造”。记者了解到，

重庆积极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持续推动制造企业

“上云上平台”。目前，重庆已经集聚了 197家工业互

联网服务企业，累计为 8.7 万余户重庆制造企业提供

了“上云”服务。

新兴制造业释放强劲动能

在重庆璧山高新区的弗迪动力电池生产基地，经

过配料、涂布、辊压、叠片等几道工序后，一块块刀片

电池“走下”自动化生产线。“去年 3月，刀片电池正式

量产，如今已经被应用到比亚迪的多款新能源电动汽

车上。”重庆弗迪动力电池项目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弗迪电池目前已建设投产 8条刀片电池生产线，今年

预计总产能将达35GWh。

璧山是重庆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当地着力打

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生成示范区，精准布局战略性新

兴产业，成功引进比亚迪、康佳、中车等行业龙头企

业，“Micro LED”、刀片电池、云巴等全球领先的科

技创新成果相继诞生，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39

家。今年上半年，璧山区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分别完成产值 122.4 亿元、129.5 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77.6%和100.5%。

实际上，不仅是璧山，放眼整个重庆，以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等为代

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全面发力，成为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今年上半年，“重

庆造”光缆、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

池和集成电路等新产品产量分

别增长 72.9%、26.8%、59.5%

和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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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重庆正积极实

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

程和支柱产业提质工程，深化战略性

新兴产业与支柱产业互动发展，培育打造

万亿元级电子信息、5000 亿元级汽车、3000 亿

元级装备、6000 亿元级材料、5000 亿元级特色消费

品、千亿元级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构筑国家重要先

进制造业中心核心支撑。

项目投资持续发力

制造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具

体项目上。今年以来，重庆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

聚焦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谋划推进一批大项

目、好项目，以高水平项目建设引领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

占地 85 亩的宇邦新能源汽车电线研发制造基

地开工建设、奥发斯工业机器人项目竣工投产、株

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将把供电板块业务整

体搬迁至渝北……重庆渝北区把项目投资建设作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突破口，坚持“一企一策”，一批

技术含量高、辐射带动性强的高技术制造业项目接

连落地。上半年，该区开工工业项目 14 个，计划

投资 264 亿元；签约工业项目 24 个，合同额

104亿元。

高 技 术 产 业 投 资 发 力 ，结 构

明显优化。据统计，上半年，重庆

市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27.1%，高于工业投资增速 12.0 个

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8.0%；占

工业投资比重 26.8%，较上年同期

提高 2.5 个百分点，拉动全市工业

投资增长 6.6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到 43.5%。 上 图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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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超三成——

重庆传统制造业加速智能化赋能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冉瑞成

中国一重与中南大学开展轻合金

环件轧制工艺合作，研制国内首套大

型环轧机，培养高端工程技术人才；飞

鹤乳业与江南大学开展母婴益生菌联

合创新科研中心项目合作，建立中国

母婴益生菌库，开展中国母婴益生菌

专项研究；建龙阿钢与北京科技大学

将围绕工业大数据平台建设、质量管

控应用功能、自动化功能补齐等三方

面开展合作……近日，随着 12 份省

校、企校合作协议的顺利签署，黑龙江

省校合作进入实质推进阶段。

2020 年底，黑龙江省委专门印发

《关于深化省校合作的实施意见》提

出，积极创建人才资源、创新要素、产

业发展深度融合的合作平台，建设高

校科研平台延伸基地、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基地等十大基地，推动高校与企

业协同创新，解决企业生产技术瓶颈

问题，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科技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促进创新人才

集聚。

“我们欢迎各高校鼓励和推送更

多优秀师生关注黑龙江、走进黑龙江，

深入了解黑龙江的优势和机遇，点燃

到黑龙江创新创业的激情和梦想。”8

月 6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举行省校

合作线上推进会，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省长胡昌升面向全国高校师生抛出

“橄榄枝”。

胡昌升表示，黑龙江有苍茫林海、

天然湿地、冰雪奇景，有高端科研创新

平台、重大科研攻关需求、承接科技成

果载体，有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倾心

倾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将为合作高校转化科技成果提供

全要素保障，为高校人才提供全方位

服务，为优秀校友投资兴业提供全链

条支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

黑龙江、扎根黑龙江。“实践经历证明，

我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切身感受

到黑龙江为每一位敢于有梦、勇于追

梦、勤于圆梦的青年人提供了练就本

领的广阔天地。”2016 年北京大学博

士毕业后来到黑龙江工作的李松晓表

示，要在驰而不息的奋斗中，以青春之

名耕耘于沃野千里，以拳拳之心奉献

于广袤龙江。

“5 年来，我校黑龙江选调生人数

大幅攀升，348 名青年英才圆梦黑龙

江，我校先后有 30 人到省市县挂职、

12 名优秀年轻干部到地方任职，为黑

龙江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提供

有力支撑。”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韩杰才表示，哈工大作

为黑龙江年轻干部队伍“源头工程”的

重要来源，将积极为黑龙江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选留青年英才。

近年来，黑龙江坚持向选好用好

各方面人才要发展，在人才引进、平台

搭建、成果转化等方面建立全链条机

制。“我校大力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

使更多一流成果在黑龙江落地生根。

打造‘1 个省级研究院+2 个产业联

盟+3 个科技园区’的成果转化平台，

近 5年在黑龙江落地转化高科技成果

440 项，学校获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和技术转移基地。”韩杰才说。

黑龙江发展潜力巨大、省校合作

空间广阔，在食品和农副产品精深加

工、石墨烯等新材料产业、高端装备制

造业、大数据信息服务业、页岩油气勘

探开发、生物医药和健康养老、文化旅

游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碳汇产业、高质

量的决策咨询等方面，省校之间可以

开展深入合作，实现共赢。

“我们将广开进贤之路，通过事业

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让人尽其

才、才尽其用，更好支撑黑龙江高质量

振兴发展。”胡昌升说。

“我们凤联高山桃是浇着山泉水、施着农家肥长大的，口味

脆甜可口……”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的凤联绿农农业专

业合作社内，负责人巫旭亮正在直播间推荐家乡的高山桃。前

不久，凤联村成立专业合作社，依托圆通速递供应链、抖音、微信

等线上线下平台，打通本地农副产品销售路径。

产业叠加电商，是桐庐以美丽乡村建设激活美丽经济的

缩影。2003 年以来，桐庐县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抓

手，启动美丽乡村建设。桐庐美丽乡村逐步完成了以环境建

设为主的 1.0 版，美丽生态与美丽经济齐头并进的 2.0 版。2020

年，桐庐提出打造美丽乡村 3.0 版，以法治乡村、数字乡村、艺

术乡村、创业乡村和文明乡村建设为主要载体，打造新时代乡

村生活样板地。

近年来，桐庐围绕“旅游全域化、全域景区化、景区生态

化”的目标，编制了 32 个中心村、25 个特色村和 86 个精品村规

划，实现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与全域旅游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

多规合一、无缝对接。坚持因地制宜，在保留古风韵的同时，

引入风格鲜明、青春活力的艺术形式，实现了潮流与古村的完

美结合。

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桐庐走出了一条乡村美

丽经济发展之路。建设村落景区，桐庐入选“第二批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名单”；发展民宿经济，推进“20+1+X”民宿示范村

培育计划，在杭州市率先推进民宿持证经营；做强特色产业，

把蜂、茶、中草药、水果等打造成农民致富、乡村发展的主导

产业。

仁智村以“小馒头”撬动“大产业”，形成一条生产经营、品尝

乐购、农耕体验为一体的产业链；母岭村鼓励村民“触网”，全村

有 130余户农户开办了桂花系列农产品销售微店，曾经的“欠债

村”“火”了；白云村以集体创新的“环境入股”模式，让老村“活”

了……截至目前，桐庐乡村共有市场主体 3000 多家，就业人数

占本地就业总数的10%。

自 2011 年起，桐庐抓住农村发展“人”和“地”两大关键要

素，以支持农民工等重点群体返乡创业改革试点为契机，开展

“空心村二次创业”改革。芦茨村借力山水资源优势，吸引返乡

创业人员开办民宿21家，年创收约1000万元。越来越多的创业

青年和创业项目，成为桐庐乡村的“常住民”。

美丽风景带来崭新动能，全民共建共享成为行动自觉。近

年来，桐庐在民生改善、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发力，走出了一条

有效的富有桐庐特色的社会治理实践创新之路，构建了平安、和

谐、幸福的美丽新乡村。

“美丽乡村”在绽放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何小华

黑龙江推进省校合作招才引智——

优秀人才留下来 振兴发展快起来
本报记者 吴 浩

为方便群众及时享受到相关惠民政

策，深圳市罗湖区创新推出“反向办”数

据治理新服务模式，通过大数据平台和

构建群众多维用户画像定位“应享未享”

服务人群，精准推送政策信息，确保群众

第一时间获取可办服务提醒，同时线下

整合政务服务资源提供上门帮办和现场

导办服务，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渠道、

全周期、全流程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这

一措施赢得辖区众多群众点赞。

在现实生活中，群众不充分了解政

策、不知道如何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在

所难免。如果有关部门对此漠不关心、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懒作为、不作为，群

众可能错过本该享受的红利，惠民政策

效果也会打了折扣。

“反向办”服务不仅是思路的转变，

更重要的是换位思考，为群众把实事办

好、把好事办实，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和为民服务、便民服务的

精神。

提供“反向办”服务并不难，难的是

要有一颗服务到位的心。要充分估计

各种情况，理解不同人群在办理各种事

项时可能面临不同的难点。“反向办”服

务体系的宝贵之处，就是把办事服务从

被动的（窗口等待）、静态的、粗线条的

转为主动的（信息提醒）、动态的、精准

化的。

“反向办”服务作为一种积极探索，

是一个好做法，实现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既是一种服

务模式的创新，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创新，切实把为民服务、便

民服务的好事实事办到百姓的心坎上。这种服务精神、服务意

识、服务能力对化解一些困难群众的忧虑情绪、提升社会精细化

治理、不断加强对群众的服务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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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山东阳谷县李台镇赵台村蔬菜合作社社员在采摘直

销宾馆、饭店和大型超市的“水果黄瓜”。近年来，阳谷县引导农

民围绕市场发展特色种植，同时探索农旅融合，助农增收。目前，

全县发展特色蔬菜水果种植面积 6700 余亩，增加农民收入 2000 多

万元。 陈清林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