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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至 5 月，重庆永川数字经济实现产值 164 亿元——

为传统工业装上智能大脑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冉瑞成

老旧楼宇改造重在

﹃
里子

﹄

韩秉志

深圳市罗湖区推出 10 亿元产业政策大礼包——

真金白银提振企业信心
本报记者 杨阳腾

近日，41 家数字经济企业集中签约入驻

重庆永川大数据产业园，总投资额超过 30 亿

元。在数字化改革推动下，永川区数字经

济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5 月，永川区数字经济实现产值 164 亿元。

永川区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枢纽节点

地区。近年来，永川区坚持以大数据智能化

创新为引领，聚焦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

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构建数字文创全产业链

占地 3 平方公里的重庆云谷·永川大数

据产业园是永川区数字产业发展的主要载

体，也是重庆市单体规模最大的大数据产业

园区。这里高楼林立，集聚了包括阿里巴

巴、百度、爱奇艺在内的 400 多家数字经济

企业，从业人员近 2 万人，2021 年实现产值

326 亿元。

数字文创是永川大数据产业园的一大核

心产业。永川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

长、区新城建设党工委书记邓文告诉记者，

永川以打造全国一流数字文创产业基地为目

标，瞄准元宇宙、影视、动漫、游戏、综

艺、直播、虚拟场景、数字模型、有声读物

等领域，通过完善要素支撑体系和政策保障

体系，吸引集聚优质企业，构建起数字文创

全产业链。

达瓦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虚拟现实

及游戏开发商。“公司的实时影像制作技术已

打破国外公司垄断，达到国际一流技术水

平。”该公司 CEO 卢琪告诉记者，自 2018 年

落户永川大数据产业园以来，公司的虚拟制

作、虚拟拍摄、仿真等技术已广泛运用于院线

电影、动画电影、游戏、大型综艺、模拟仿真、

直播盛典等各个领域。

为孵化培育更多数字文创企业，永川区

联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科技园、爱奇艺、山喵

影视等企业，搭建了 4 个数字文创专业载体

孵化器，通过专业化运营，为入园企业提供行

业资源、金融对接、数字版权、平台流量等优

质服务。

前不久，永川区在重庆市率先出台了支

持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17 条政策措

施，设立了 2 亿元数字文创产业基金，从保障

企业运营、支持数字文创产业业务引进、流量

引导、实现产能等维度，加大对产业发展的政

策资金支持，增强数字文创生产力，推动优质

IP 项目、优秀影视剧

组、数字文创企业等

产业生态加速聚集。

按照规划，“十四

五”时期，永川区将引

进和培育数字文创企业 500 家，实现产值 300

亿元，建成文化引领、技术先进、特色鲜明的

国家级文化创意产业园。

加快制造业智能化改造

在长城汽车永川工厂，平均每 72 秒就有

一台整车下线。放眼工厂，300 多台机器人

在生产线上灵活精准地进行冲压、焊接等工

序 。 据 了 解 ，该 工 厂 焊 装 自 动 化 率 达 到

100% ，自 动 输 送 系 统 的 自 动 上 线 率 达 到

100%，自动化程度在行业内领先。

智能化成为永川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引

擎。“高度智能化有力保障了产品的高质量

和高销量。”长城汽车重庆分公司公共事务

科科长李雪恒说，2021 年，长城汽车永川

工厂年产整车 21 万辆，实现产值 260 亿元。

在长城汽车的带动下，永川区集聚了 20 余

家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形成了汽车产业

集群。

近年来，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永川区

充分发挥产业基础优势，通过打造一批工业

互联网平台、5G+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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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实体

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强、做优。

永川区经济信息委党组书记、主任余波

说，当地根据汽车、电子、装备等重点行业特

点，按照“点”上开展机器换人、“线”上工艺换

智、“面”上管理换脑的“点线面”立体发展体

系，制定出台了《智能制造赋能实施方案》，引

导企业围绕智能化生产、管理等环节，加大

技改升级投入力度，实现生产制造和运营管

理双智能，提升企业发展质量效益和核心竞

争力。

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船舶

集团旗下企业，专业从事大功率柴油机燃料

喷射系统和调速器的研发和生产。记者采访

时看到，在该公司 5 万多平方米的船用柴油

机核心部件生产车间内，信息技术、自动化智

能装备和工艺流程在生产过程中融合在一

起。重庆红江信息与智能制造部副部长罗付

强说，通过持续不断的智能化改造，公司已建

成 3 个数字化车间，建立起涵盖产品研发、技

术 准 备 、生 产

管理的数字化过程管控体系，企业设备数控

化率达到 90%以上，产品制造周期缩短 40%，

成本降低 35%，获评 2021 年度重庆市级智能

制造标杆企业。

截至目前，永川已累计实施智能化改造

项目 255 个，建成智能工厂 4 个、数字化车间

28 个，获评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2 个、市级工业互联网及智能化赋能工程试

点示范项目 12 个、市级智能制造十大标杆企

业 2 家，130 余家企业上“云”。

产教融合促人才培养

职业教育是永川区的一张城市名片，当

地拥有大中专院校 17 所，在校学生 16.3 万

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赋

予了永川打造西部职教基地的使命。“我们坚

持一手抓产业、一手抓职教，通过引企入校、

引校入企，以系统化思维推进产教融合，促进

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永川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盛逵说。

永川区建立了数字化人才联合培养机

制。永川职业教育中心是全国首批国家级重

点中职学校，该职教中心党委书记、校长孔

令勇说，为适应永川现代制造业发展需求，

中心开设了数控技术应用、汽修、动漫与游

戏制作等专业，并与雅迪科技、太平洋精

工、重庆华中数控等知名企业建立了校企合

作 人 才

培养关系，发展订单制、现代学徒制等多元

化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在企业建立职工培训基地，开展企

业现代学徒制培养，年社会培训量达 6000 余

人次。”孔令勇说，近年来，学校为永川区智能

制造、信息技术等重点产业输送学生 4000 余

人，学生就业率常年保持在 96%以上。

记者了解到，最近 4 年，永川区支持职

业院校增设智能装备、大数据等 59 个专业，

对接重庆市重点产业的学生占比达 85%以

上；17 所大中专院校共设立 13 个二级产业

学院，开设 113 个订单班和中国特色学徒制

班；校企共建实训基地数量已突破 1300 个；

每年从院校选派 1000 余名教师到企业挂职

实践，聘任 600 余名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到校

任教，深度实现了产业、职教的有机融合、相

互促进。

永川区还与多所知名院校和企业共同成

立了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围绕数字

媒体、大数据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等领

域，开展专业共建、订单班、实习实训等合作

项目。目前，该联盟已与 85 所院校、280 多家

企业开展合作，每年向企业输送专业化数字

产业人才 5000 余人。

作为全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

市，北京打破传统增量发展思维惯

性，探索小规模、渐进式、可持续的

城市更新路径。近日，北京市人民政

府正式印发 《北京市城市更新专项规

划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城市更新

规划）》，明确将老旧楼宇纳入城市

更新范围。“十四五”时期，北京将

重点推动 500 万平方米左右低效老旧

楼宇改造升级。

老旧楼宇作为城市存量资源，如

何在动态变化中升级转型，重焕生命

力，是一个现实命题。由于建筑密度

大、产业布局落地难、城市公共配套

设施落后等问题，不少曾经红极一时

的老旧楼宇逐渐式微，面临产业低

效、功能单一、公共空间匮乏等发展

困境。在当下城市更新中，老旧楼宇

若能重现“青春”，不仅能拓宽城市

发展空间、激发经济活力，也能有效

促进周边现代服务业发展、改善人口

结构、提升整座城市的品位和档次。

目前，全国已有多个城市将老旧

楼宇更新改造纳入工作计划，并出台

相应扶持政策，这意味着老旧楼宇更

新改造已成为社会共识。不过，让每

一栋老旧楼宇都“返老还童”并非易

事。眼下，新涌现的商业楼宇尚且面

临激烈的同质化竞争，老旧楼宇的改

造升级更不能照搬成功案例走“复制

粘贴”的老路，而要通过分析区位特

点、调研客户、评估价值，结合企业、社

会与产业层面战略和周边公共空间一

体化考虑，找到符合自身发展的准确

定位，进而实现项目改造价值的最大

化。例如，在北京大红门地区，原本以服装批发零售为主要

业态的福成大厦完成改造后，变身为丰台区政务服务中心，

成为北京市首个实现政务服务与文化融合的项目。这一项

目不仅将传统服务空间打造为开放的城市客厅，而且为周

边群众提供了休闲文化空间，实现了功能叠加。

老旧楼宇要想“重返新生”，撬动社会资本投资也是

当务之急。由于老旧楼宇的产权主体自主更新能力弱，激

励参与和利益分配机制缺乏政策保障，因此导致社会资本

参与更新改造的积极性较低。在以往实践中，一些老旧楼

宇就面临改造前期一次性投入压力大，经营后数年方能贷

款的尴尬。为此，可培育基金助力的城市更新模式，鼓励

市场主体积极与城市更新基金等外部资本合作，让社会资

本能够“有心”“有力”参与城市更新。

6月 26日，建设中的广西河池市天峨龙滩特大桥。该大桥全长 2488.55米，其中，主桥采用上

承式劲性骨架混凝土拱桥方案，跨径 600 米，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跨径拱桥，实现天峨县高

速公路全线贯通，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周恩革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祝 伟 美 编 高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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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圳市罗湖区推出产业政策大礼包，制

定《深圳市罗湖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深圳市罗湖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等系

列政策，拿出 10 亿元助企发展，通过可持续、全周

期支持，满足企业发展实际需求，提振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信心。

罗湖区企业服务中心主任陈晓军说，本次政

策制定聚焦企业在罗湖扎根发展的现实需要，以

新的产业政策为抓手，发挥政策引导和保障作用，

打造具有创新力的产业体系，加快罗湖发展动能

转换、服务品质升级，助推产业发展“跑起来”。具

体而言，新政策构建起“1+3+N”的产业政策体

系。其中，“1”是产业资金管理办法，“3”是招商引

资、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 3 个普惠性政策，

“N”是具体专项政策，主要围绕软件信息、大健

康、数字创意、金融、商贸、服务业等重点产业。

值得关注的是，新政策在科技创新方面着重

发力，为科技创新的关键环节和关键要素提供政

策助力，推动构建以“基础科研平台、龙头科技企

业、高层次人才团队”三轮驱动的科创产业发展模

式，力争实现跨越式发展。其中，对新认定国家级

重大创新载体，最高扶持 2000 万元。

在大力引进平台和企业的同时，如何扶持存

量企业做强做大？罗湖区科技创新局局长郭桂林

说，新政策从研发扶持、项目配套、技术转移、成果

转化、新兴产业以及科技金融等方面加强支持。

特别是在科技金融领域，罗湖作为传统金融强区，

金融业增加值占罗湖区地区生产总值近 40%，罗

湖的科技创新要有新突破，一定要紧密结合区域

金融发展优势。此次罗湖推出的新政策，针对初

创企业、小微企业、中大型企业的不同发展历程设

立了首贷、发债、上市、股权交易等差别化扶持政

策。“对于初创企业可能面临的贷款需求，我们首

创设立了‘首贷扶持’，按贷款规模的一定比例给

予融资企业最高 10 万元首贷补贴，有效解决了辖

区初创企业融资贵的问题；对于小微企业，我们给

予最高 100 万元的发债扶持；对于中大型企业，我

们鼓励企业做强上市，扶持力度由原来的 200 万

元提高到 1000 万元。”陈晓军说。

“为降低企业办公空间成本，我们有‘购房打

八折、租房打七折’的优惠，设立企业管理团队扶

持等，给企业真金白银的直接扶持。”陈晓军说，除

直接扶持外，新的产业政策注重引导社会资源共

同服务企业发展，发挥政府资金的撬动作用和放

大效用，全面营造企业发展壮大的良好营商环

境。例如，引导社会物业对老旧园区（楼宇）进行

改造，最高扶持 300 万元。同时，新政策还安排

1.5 亿元左右的人才专项资金，为人才提供住房、

医疗、教育等综合配套服务。

八马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年起就在罗湖

从事茶叶进出口贸易。该公司副总经理何磊说，

罗湖区此次出台的系列政策，体现出鲜明的发展

导向。例如，对科技创新板块给予 4 亿元扶持，以

及增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比重等。下一

步，公司将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努力提高企业管理

水平和运营效率，加强信息化建设和投入等，实现

高质量发展。

图为深圳市罗湖投控产业园区一角图为深圳市罗湖投控产业园区一角。。（（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