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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链 成 群 做 强 先 进 制 造 业
——重庆潼南改造与培新并重

□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充分释放农村消费潜能

蒋

波

宁夏固原以文创开发为突破口——

农文旅融合展现产业活力
本报记者 杨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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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市潼南区 67 个重点项目集

中签约、开工、竣工投产，总投资 398 亿元，

涉及生物医药、生态环保、智能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这批项目投资力度

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为当地壮大现

代制造业产业集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新动能。

潼南区地处成渝双城经济圈腹心地带，

是重庆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大做强先进制造

业的“主战场”。去年以来，潼南区把制造强

区作为首位战略，紧紧瞄准“打造成渝中部

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目标不断发力，坚

持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并重，布局发展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

件、生物医药、新能源及新型储能等为主导

的现代制造业产业集群。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潼南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

5.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9%，新增

科技型企业 93 家。

开发汽车后市场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是潼南工业一大亮

点。重庆弘喜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是潼南区

一家从事废旧汽车回收和汽车零部件再制

造的企业。记者在该公司生产车间看到，报

废车辆经过拆解后，发动机、变速器、门盖等

具有循环利用价值的部件被送进再制造生

产线，经过先进技术的制造加工后实现“变

废为宝”。

弘喜汽车董事长周波说，公司已建设发

动机、变速器、车身、装饰件等多条再制造产

品线，每年回收报废车辆超 15 万辆，年产值

超 5 亿元。此外，公司还依托大数据技术开

发出智能收车服务平台“车巢”，实现车价预

估、车况查验、拆解管理、配件交易等全流程

数字化运营，极大提高了企业经营效率。

弘喜汽车的发展是潼南区布局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竞速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赛道的一个缩影。去年以来，潼南区瞄准汽

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建设再制造

产业园，成立招商专班，组建产业基金，出台

专项政策，吸引了 20 多家“汽车后市场”龙

头企业落户，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汽车零部件

再制造产业体系。

记者近日在重庆贝思远新能源有限公

司采访时看到，工人们正在废旧电池梯次利

用生产线上进行电池组产品的试样生产。

去年 8 月，该公司在潼南投资 20 多亿元建设

新能源动力电池循环科技产业园项目。“我

们将在潼南布局新能源三电维修网络培训

中心、新能源整车精拆、零部件再制造、动力

电池再生利用等多个业务模块，建设 5G+

全链接智能工厂，打造完整的汽车后市场生

态 系 统 ，预 计 投 产 后 可 实 现 年 产 值 50 亿

元。”重庆贝思远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宏旺说。

潼南区委书记文天平表示，国内汽车保

有量稳定增长，将为汽车后市场行业提供充

足的发展动力和空间。当前，潼南区正围绕

汽车后市场领域布局二手车销售、动力电池

回收再利用、储能、驾校租车、零部件修理、

贵金属提炼、汽车再制造、废料处理、大数据

应用九大板块，实现“一车九吃”，打造全国

最大的汽车后市场基地。

实施智能化改造

电镀是工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

节，但电镀过程会产生含有重金属等污染物

的废水，处理难度较大。位于潼南高新区的

重庆巨科环保电镀工业园是一个电镀全产

业链环保园区，入驻企业近 50 家。记者在

这里采访时看到，成分不同的电镀废水通过

不同管道输送至废水处理车间，经过过滤、

除油、隔膜压滤等工艺组合后，变成可重新

利用的中水。而电镀废水中所含的铜、镍、

铬等重金属经过处理后则转换成了铜粉、氢

氧化铬等工业生产原料，实现了资源回收再

利用。

“科技创新让我们赢得了先机。”重庆巨

科环保有限公司总经理阳浩介绍，公司自主

研发出“电镀废水闭路循环装置”等 30 多项

核心技术，让重金属废水实现了净化循环再

利用。同时，该公司还借助物联网、云计算

等技术搭建了智慧园区大数据分析平台和

智慧管理中心，实现对园区电镀企业废水处

理流程、工业能耗等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可视

化监控，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

近年来，潼南区把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变

革作为驱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的关键举措，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

链一体部署，实施了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

企业“双倍增”行动，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

如今的潼南高新区，数字化生产场景随

处可见。重庆景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从事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外壳研发和

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副总经理胡朝

溯告诉记者，数字化改造后，生产车间实现

了全智能化生产，产能提升了 30%，年产值

增加了 1.3 亿元。

在重庆冠洋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一块线

路板插件，采用自动化设备后，效率是过去

的 5 倍。“通过智能化改造，产品单日产量由

10 万只提升至 20 万只，合格率稳定在 99%

以上，销售额每年稳定递增 20%左右。”重庆

冠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晓彬说。

潼南区经信委主任蒲骥介绍，他们鼓励

支持企业深化数字化装备、信息系统集成应

用，以“产线、车间、工厂”为基本单元实施智

能化改造，逐步实现全要素、全流程、全生态

数字化转型。截至目前，潼南区已累计实施

186 个智能化改造项目，建成 12 个市级数字

化车间。

延伸布局产业链

在推动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同时，潼

南区瞄准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绿色

新兴产业，加速企业招引集聚和产业链延伸

布局，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用产业“含绿

量”提升发展“含金量”。

今年 4 月，重庆吉程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在潼南投资建设的生产基地一期正式

投产。记者近日在该公司采访时看到，制药

车间一派忙碌景象，多条产品生产线有序运

转。公司董事长助理陶晶告诉记者，生产基

地总规划占地面积约 185 亩，目前建成投用

的 3 个车间主要生产产品包括噻吩乙酸、噻

吩乙酰氯、噻吩乙醇等 7 款公司自主研发的

医药中间体，预计年产能将超过 1700 吨，年

产值约 2 亿元。

生物医药是潼南大力发展的主导产业

之一。去年开始，潼南区实施了打造西部绿

色原料药基地行动计划，瞄准大宗原料药、

特色原料药、专利原料药三大发展方向，坚

持集群发展、创新驱动、数字赋能，加速产业

链上下游拓展延伸，着力构建原料药全产业

链。随着吉程生物、碚圣药业、都创药业等

一批优质生物医药企业的落户发展，潼南区

生物医药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壮大。

在新能源新材料领域，潼南同样可圈可

点。在重庆聚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片片银灰色的光伏面板在钢架的支撑下，

与平顶屋面呈锐角摆放，远远望去犹如一片

银色的海洋。“公司厂区 4 栋大楼的屋顶已

全部铺满光伏面板，装机容量为 500 千瓦。”

该公司董事长罗浩介绍，公司已自主研发出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一体化光储充电站、

光伏储能电站等产品并广泛运用。

“当前，潼南正加快构建绿色制造和服

务体系，提升绿色制造业能级，着力在新能

源新材料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协作、优化升级

中谋求新的更大作为，力争到 2027 年，全区

新能源及新型储能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达到

100 亿元。”蒲骥说。

如何避免镇馆之宝“束之高阁”，使之飞入寻

常百姓家？这是宁夏固原博物馆馆长张强经常思

考的问题。固原博物馆是一座综合性省级博物

馆，现藏两万余件（组）文物，见证中西文化交流的

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银壶尤为出名。

近年来，该馆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积极联合有

关企业，开发了以鎏金银壶为主题的 78 件贴近生

活、富有创意的文创作品，涵盖灯饰书签、珠宝首

饰、酒器茶具等，受到参观者、消费者青睐。“我们

借助有底蕴的藏品，讲述有故事的品牌，形成有氛

围的消费环境，提高了人们对相关文创的认同感

和购买欲。”张强说，将持续开发优秀的文创产品，

让 100 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徐徐登台、占据 C 位”。

固原博物馆的探索只是个缩影。固原市是宁

夏最古老的城市，孕育了赓续不辍的农耕文化、独

具特色的丝路文化、薪火相传的红色文化、丰富多

彩的民俗文化和欣欣向荣的生态文化，兼具“不到

长城非好汉”“丝路古道驼铃响”“天高云淡六盘

山”等文旅特色。近年来，固原坚持“请进来”“走

出去”同推进，“内修”“外宣”齐发力，文化吸引力

和对外影响力不断提升。深厚的文化底蕴，既吸

引游客纷至沓来，也为当地传承文化基因、研发文

创产品、推进融合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为由文化大市向文化强市跨越，固原市近日

举办了“固韵新辉 文创未来”文创产品暨农文旅

融合开发转化恳谈会，数百家文创企业、重点景区

景点、博物馆、旅行社等负责人齐聚一堂，既有产

品展览，又签约了一批合作项目。宁夏回族自治

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武裕国说，文化创意产业

融合性强、附加值高、带动作用大，已成为最具活

力的经济产业之一。他认为，固原市近年来支持

文创产品研发设计和生产销售，使文创产品由后

台走向前台、由民间走向市场、由分散走向统一，

初步形成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古迹、文物馆

藏、衍生品等为元素的文创产品体系。

作品《大丰收》表现枸杞种植户勤劳致富、丰

收喜悦的好心情；作品《泥编花瓶》是用泥编制的

镂空工艺品，既精美又实用⋯⋯宁夏红泥坊雕塑

有限公司的一系列产品造型可爱、惟妙惟肖。该

公司位于宁夏固原市原州区，集非遗泥塑传承、工

艺美术、文艺创作等于一体。该公司负责人王晓

梅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她用巧手让当地

寻常可见的红泥土摇身一变成为文创产品，并带

动不少群众走上致富路。

抓好小文创，推

动大产业。据介绍，

农文旅深度融合既是

当地产业发展的大势

所趋，也是固原实现

乡 村 振 兴 的 主 要 抓

手。“以往对旅游产业

和文化产业简单‘捆

绑’的刻板印象正在

褪色，取而代之的是

以农业为本、文化为魂、旅游为形，农文旅有机融

合的全新业态。”固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青龙表

示，鼓励相关企业发挥优势、深度参与、务实合作，

让固原的优质土特产、山水人文、馆藏文物绽放新

的创意火花，结出累累硕果。

据介绍，固原市将灵活运用市场理念和文创

思路，围绕不同群体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消费需求，

积极探索推进“文创+非遗”“文创+文旅”等发展模

式，致力打造固原特色文创 IP。同时将组织开展

文创设计竞赛，落地转化一批合作成果，在旅游景

点、重点商圈、交通枢纽开设专卖店和代售点，积

极发展电子商务和体验经济，让“固原好礼”“固原

好物”“固原好吃”走向天南海北。

“文创产业是新兴产业，也是未来产业。”固原

市委书记滑志敏表示，固原特有的“红色、绿色、古

色”文化交融互鉴，形成了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特色禀赋。下一步，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更

多优秀企业在固原布局新项目、新业态，通过文创

产品和农文旅项目的创新呈现，让固原的文化瑰

宝“活起来”、带动文化旅游“火起来”、撬动特色产

业“旺起来”，为推动高质量赶超式发展注入新动

能、开辟新赛道。

7 月 2 日，游客在浙江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观赏盛开的荷花。随着暑期来临，西湖景区

荷花陆续绽放，景色宜人，引得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游玩。 龙 巍摄（中经视觉）

7 月 1 日，在甘肃省张

掖市民乐县境内，高速公

路、通村公路与乡村田园、

远山河流交相辉映，构成

一幅乡村美景。近年来，

该县持续完善城乡交通路

网，形成了以高铁、高速公

路、国省道干线、“四好农

村路”为骨架的交通网，带

动了农产品流通和全域旅

游发展。

王晓泾摄（中经视觉）

重庆景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车间重庆景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车间。。 刘文静刘文静摄摄

江苏省统计局近日公布数据显

示，伴随县域商业网络设施不断完

善、物流效率持续提升和优质商品

投放力度逐步加大，今年 1月—5月，

江苏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8.4%，比城镇高 3.3 个百分点，乡村

消费品市场活跃度逐渐增强。

提到消费，很多人会把目光聚

焦在城市，其实，在广袤的田野、美

丽的乡村，也孕育着蓬勃的消费潜

力。目前，我国乡村有近 5 亿人口，

拥有 6 万亿元的市场体量，随着乡

村振兴战略持续走深走实，乡村巨

大的消费潜力也将随之释放。

释放农村消费潜能并非易事，

眼下，发展农村消费市场仍面临一

些瓶颈制约有待化解。农村是消费

蓝海，释放乡村消费潜力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多方协同发力，发挥农村

资源优势，提高农村消费质量，为农

村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提供支撑。

首先，需构建更加完善的流通

网络，畅通乡村消费脉络。各地可

探索“农村公交+配送”、“邮快合

作”、农村供销社电商服务站点等乡

村末端多样化配送服务模式，加快

疏通乡村物流快递“最后一公里”。

同时，加强冷链设施建设，构建农村

冷链仓储、运输、配送网络，优化物

流配送体系，打通农产品进城的“最

先一公里”，通过强化乡村消费基础

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地区商贸服务

网络，解决工业品“下沉”农村和农

产品“上行”不畅等问题，为提振农

村消费提供有力支撑。例如，江苏

近年来重点推广“交通运输+邮政

快递+农村社区”农村寄递物流服

务模式，截至 2023 年底，已建成村

级寄递综合服务站超过 8400 个，7 个主要品牌快递服务行政村

覆盖率达 95.4%，基本实现了快递送到村、农货卖进城的目标。

其次，需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消费场景，提升乡村消费品

质。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在升级，搞活

农村消费，各地可利用网络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新型

消费形态向农村延伸。有针对性地打造乡村直播电商基地、培

育农村电商带头人，拓展农村数字便民服务等，加快电商下沉

乡村，完善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可在人口相对聚集的乡镇，以

数字赋能，改造升级商业设施，推动连锁品牌下沉乡村市场，在

此基础上培育餐饮消费、文旅体育消费、健康养老托育消费等

新场景，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涌现，激发乡村消费

市场潜力和活力。

此外，还需优化消费服务，让农村百姓敢于消费、愿意消

费。各地可出台消费补贴支持政策，将消费品与汽车下乡、家

电下乡等优惠政策协同实施，开展绿色产品下乡，鼓励特色农

产品进城，引导各类企业和平台持续加大农村消费帮扶力度，

带动农民增收。同时，加强对农村市场监管，加大农村消费维

权力度，以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织牢乡村消费“安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