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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汽车司机把头靠在座椅顶端的柔
性头枕上，就能以脑电信号代替手的操
作并局部控制驾驶系统——来自长安
汽车的这项专利，预示着未来脑电控制
技术或将量产装车。

这是重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一个场景。如今，这座全国制造业重
镇，正在因地制宜壮大现代制造业集
群，全力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
升级，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开辟
未来产业新赛道。

转型升级，传统产业焕然一新

记者走进全球单体最大的氨纶生
产基地——华峰重庆氨纶公司，只见生
产车间忙碌而有序，一根根只有头发丝
1/4粗的氨纶纤维正从机器中抽出。

别看氨纶那么细，但弹性极好，拉
伸 5 倍还能回弹。它就像纺织品里的

“味精”一般，只要少量掺入织物中，就
能显著改善织物性能，让人感觉柔软舒
适、富有弹性，已成为各种高端服装的
重要原料。

“我们瞄准氨纶这一赛道，持续开
展科研攻关，自主研发的超耐氯氨纶
等多项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华峰
重庆氨纶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人陈召
杰说。

华峰重庆氨纶公司是重庆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的代表。根据规划，重庆

“十四五”末将在规上工业企业设立研
发机构的比例提升至 50%。

既向产业高端迈进，也向智能制造
跃迁。近年来，重庆着力以新一代信息
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推动企业部署应用
工业互联网、云服务等智能制造技术，
实现了生产成本降低和质效提升。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国
内汽车变速器领域的龙头企业。走进
该公司变速器装配生产线，只见监控大
屏实时显示各项数据，“车间大脑”自主
决策生产时序；一旁的智能小车穿梭运
输物料，工业机器人挥动手臂协同作
业，一台台变速器有序生产下线……

“瞄准高端制造方向，我们围绕企
业运营流程打造数字经营能力，管理模
式正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该

公司副总经理潘凯说，公司依托 5G、大
数据等技术对工厂进行智能化改造，实
时采集生产线 153 台设备、超 1.2 万个设
备传感器的各类数据，每天产生的数据
量超 40G；以数据流为牵引，实现对生
产管理、质量管理等功能的深度分析，
生产效率提升 30%。

老牌企业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近年来同步推进产品和产线智
能化升级，2 座智能工厂、6 个数字化车
间、39 条智能生产线构筑起智能制造

“ 班 底 ”，公 司 近 3 年 营 收 年 均 增 幅 达
16.5%。

从行业龙头企业到海量小微企业，
从传统的钢铁、化工等行业到通信技
术、信息服务行业，“数字之花”让传统
产业焕然一新。截至 2023 年底，重庆已
有 12 万余家企业“上云上平台”，建成
144 个智能工厂和 958 个数字化车间，
已投用的智能工厂生产效率平均提升
50%、生产成本平均降低 30%。

向新而行，新赛道布局谋篇

基 于 深 厚 的 制 造 业 基 础 ，重 庆 立
足当下、面向未来，不断开辟一条条新
赛道。

“多年来，长安汽车持续加码研发，
在智能网联与自动驾驶方面已掌握 200
余项核心技术。去年公司累计申请专
利 4900 余件，平均每天 14 件。”长安汽
车董事长朱华荣说，依托自主打造的智
能汽车数字化平台架构，未来几年公司
将推出 20余款智能电动汽车。

Micro LED 被誉为终极显示技术，
重庆康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瞄准这一
产业前沿，集聚 200 多名研发人员持续
开展技术攻关，推出了一系列未来显示
产品矩阵。“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刚开年
新订单就排起了队。”公司相关负责人
樊娜说。

“目前，重庆已集聚数十家新型显
示企业，2023 年产业集群完成产值 769
亿元，力争 3 年内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新型显示创新发展高地、产值规模突
破 1000 亿元。”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电子信息处副处长左翊君说。

布 局 未 来 产 业 ，蓄 力 长 远 发 展 。

2023 年，重庆瞄准产业前沿，前瞻性地
提出打造卫星互联网、生物制造、生命
科学等六大未来产业，实施未来技术策
源、创新成果转化、产业集群打造、强化
场景驱动、创新人才汇聚、开放合作拓
展 六 大 行 动 ，厚 植 未 来 产 业 发 展“ 土
壤”，正在组织攻关觉醒睡眠与记忆、人
类免疫力解码、器官再生与制造、建设
空间太阳能电站等重大科研课题。

今 天 的“ 种 子 ”，可 能 就 是 明 天 的
“大树”。

位于重庆主城东部的两江协同创
新区，目前已集聚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
新中心、西北工业大学重庆科创中心等
科研院所 40 余家，打造科研平台 110 余
个；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金凤实验
室，引进 40 个科研团队入驻，汇聚各类
科研人员超过 400 人。此外，重庆还将
布局建设明月湖实验室、广阳湾实验室
和嘉陵江实验室，创建轻金属、卫星互
联网应用、页岩气等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布局实施人工智能、高端器件与芯
片、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核心软件等重
大科技专项。

集优聚强，现代制造业集群加速构建

重庆拥有全国 41 个工业大类中的
39 个，如何在众多发展状况不同的产业
中培育新质生产力？这需要一个切实
可行的发展思路。

2023 年，重庆提出构建“33618”现
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即推动建设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等 3 个万亿级产业集
群、3 个五千亿级产业集群、6 个千亿级
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以及 18 个“新星”
产业集群，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
业中心。

集优聚强，聚链延链，这一战略为重
庆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开年以来，捷报频传。“重庆造”新
能源汽车产销“飘红”：1 月至 2 月，长安
汽车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7.5 万
辆，同比增长 54%；赛力斯新能源汽车
销量达 6.7 万辆，同比增长 485%。前 2
个月，重庆新能源汽车品牌问界、深蓝
均进入国内造车新势力品牌月度销量
榜前十名，问界更连续位居榜首。

作 为 传 统 汽 车 制 造 重 镇 ，重 庆 汽
车产销量一度问鼎全国。顺应产业电
动化、智能化发展趋势，近年来重庆引
进、培育了 16 家智能网联新能源整车
生产企业，汇聚产业链企业 200 多家，
智能网联汽车 56 个关键零部件中布局
完成 55 个。

“随着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快构
建，重庆产业结构更优，科技动能更强，
新兴产业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
擎。”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
任赵斌表示，截至 2023 年底，重庆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
比重达 32.2%；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专精特新企业分别达到 5.85 万家、
7565 家、3694 家。

新兴产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
经 济 高 质 量 增 长 注 入 强 劲 动 能 ：2023
年，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0.5%，先进材料增加值同
比增长 12.3%，功率半导体及集成电路、
传感器及仪器仪表增加值分别同比增
长 15%、11.2%，液晶面板产能产量跃居
全国前列，全球近五成笔记本电脑“重
庆造”……

一大批未来技术及产品连点成线、
织线成面，正逐步形成现实产业链。以
卫星互联网产业为例，目前重庆两江新
区已集聚星网应用、零壹空间等头部企
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已有 139 家、产业
规模 35 亿元，基本形成了卫星互联网上
下游产业链聚合发展态势；在前沿新材
料领域，重庆集聚国创轻合金、中化学
华陆新材料、中科润资等一批企业，带
动一整条新材料产业链集群式发展。

“在构建现代制造业集群过程中，
新质生产力势必加快形成、壮大。”重庆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蓝庆华说，
到 2027 年，重庆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将迈上 4 万亿元台阶，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将提
高至 36%。

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 何宗渝 黄兴

在追高求新中壮大现代制造业集群
—重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观察

3 月 18
日 ，游 客 在
杭 州 太 子 湾
公园赏花。

近 日 ，
浙 江 杭 州 太
子 湾 公 园 内
的 郁 金 香 、
樱 花 、玉 兰
等 竞 相 绽
放 ，前 来 赏
花 观 景 的 游
客 络 绎 不
绝。

新 华 社
记 者 韩 传
号摄

赏
花
享
春
景

在稻田咖啡厅品丝苗米拿铁，在
古镇老街尝迟菜心，在荔枝园内体验
农家乐……在广州市增城区，土特产
产地实现跨界融合，吸引不少游客周
末来小憩。“这里的乡村好吃好玩，是
携老带幼的好去处。”佛山游客文女
士说。

竹筒饭、迟菜心……俘获游客味
蕾的大部分食材都是就地取材。因
为根茎粗壮、纤维少、皮脆无渣、味道
清甜，迟菜心颇受食客青睐。增城区
大力推动迟菜心种植标准化、规模
化、品牌化发展，2023 年迟菜心种植
面积约 4000 公顷，产量约 14.5万吨。

伴着晨间微光，增城区小楼镇菜
农黄莉莉下田采收迟菜心。“叶子上
还带着露水，很鲜的，直接生吃都很
甜的。”她说。

通过为农户提供种苗、种植标准
和保底回收销售等，广州绿聚来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自建迟菜心生产基地
3000 亩 ，合 作 基 地 6000 亩 ，带 动 逾
4100 户农户种菜增收。“我们提供迟
菜心采收、加工、包装一条龙服务，提
高附加值，迟菜心收购价格大幅提
升。”公司负责人张文彬说。

张文彬介绍，迟菜心浑身都是
宝，中间最鲜嫩的 20 厘米能做菜肴，
切掉的部分可以做成菜干、菜酱。他
们开设线下体验店、线上网店，并与
小象超市等互联网平台合作，销路大
开。包括绿聚来在内，当地 5 家企业
联合创建迟菜心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集种植业、加工物流业、科技创新
业、农业休闲旅游业为一体，预计年
产值达 10亿元。

这是广州增城区深入推进乡村
振兴工作、广东“百千万工程”开花结
果的一个生动例子。近年来，增城区
立足本土资源，持续擦亮迟菜心、荔
枝、丝苗米的品牌，不断补强产业链，
加强三产融合，让“小特产”推动乡村
产业“大发展”。

3 月 ，增 城 区 的 荔 枝 树 陆 续 开
花，果农们开始忙碌起来。在增城区
石滩镇拳王果园，传来“嗡嗡嗡”的电
锯声。不到 15 分钟，村民林时东锯
掉一棵糯米糍荔枝树主干，嫁接上 4
个仙进奉品种的芽条。

增城荔枝栽培历史悠久，现有种
植面积约 1.3 万公顷。2023 年总产
量近 5 万吨，总产值约 21 亿元。果园
园主张爱兴计划将果园里的 60 多棵
糯米糍荔枝树上，嫁接仙进奉、冰荔、
观音绿等品种的芽条。这些荔枝新
品种产量更稳定、口感更好，售卖价
格也更高。

另一头，增城丝苗米现代农业产
业园内，无人机施肥作业、工厂化育秧
等一系列良法、良技纷纷亮相。2023
年，增城丝苗米现代农业产业园主导
产业总产值达 18.66亿元。今年，丝苗
米有望继续丰产增收。广州增城现代
农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品牌负责
人骆芳芳说：“我们推出定制稻田项
目，在生产者和消费者间建立起稻田
与收益共享的桥梁，打造乡村旅游新
业态，带动农民多元创收。”

新华社记者 丁乐

3 月 16 日，西藏各地农区举行一年
一度的开耕仪式，拖拉机、旋耕机等机
械的轰鸣声打破了高原田野的宁静。

当 日 ，在 西 藏 山 南 市 琼 结 县 加 麻
乡白松村，村民盛装打扮、扶老携幼走
进农田，共同迎接这一盛大仪式。记
者看到，近 30 台拖拉机整齐停放在农
田边，村民争相给拖拉机手献上洁白
的哈达。

56 岁 的 加 华 次 仁 头 戴 长 寿 金 丝
帽，身着黑色氆氇藏装，他驾驶着一台

“ 东 方 红 ”拖 拉 机 ，机 头 挂 着 红 缨 ，上
面系着铃铛。这样的装饰，千百年来
都是用来装扮耕牛的。十几年前，加
华次仁买了这台拖拉机后，家里的耕
牛就“解放”了，但这种装饰一直传承
至今。

加华次仁家里有 12 亩地。他告诉
记者，全村农业生产实现了机械化，原
来十几天才能耕完的农田，现在几天就
能完成，自己有了更多的时间外出务
工。

上午 10 时许，伴随着田间升腾的桑
烟，加华次仁一马当先，将拖拉机开进
田中，锃亮的铁犁划开肥沃的土地，清
新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

白松村所有耕地已建成连片高标
准农田，适宜机械化耕作。该村党支部
书记达娃说，全村有 160 户 696 人，耕地
面积 1300 多亩，主要种植青稞良种“藏
青 2000”和“ 喜 拉 22 号 ”，每 亩 产 量 达
600斤左右，比原来增加近 100斤。

达娃告诉记者，农闲期间，村里的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做生意，2023 年全

村人均纯收入近 2万元。
随 着 农 业 机 械 化 的 普 及 ，传 统 的

“二牛抬杠”耕作方式淡出了雪域高原
的历史舞台，但白松村附近的加麻村依
然沿用这种古老的耕作方式来举行开
耕仪式。

67 岁的加麻村村民旺堆一大早就
开始装扮自家耕牛。他说，开耕是一年
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这一天全村人都
会前来参加。

离村庄不远的一处农田上，在百余
名村民的注视下，12 名壮年男子哼唱着
古老的曲调，驱赶耕牛耕出新年的第一
犁。“农业生产早就实现了机械化，之所
以用传统的‘二牛抬杠’来举行开耕仪
式，是为了更好地传承高原农耕文化。”
加麻村委员会主任土旦说。

加麻村主要种植青稞、小麦等农作
物，至今仍保留着较为完整的传统开耕
仪式。2023 年，琼结农耕仪式入选县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麻村的开耕仪
式就是其中的一项。

琼结县农业农村局提供数据显示，
今年全县粮食种植面积为 1.99 万亩，其
中青稞种植面积为 1.43 万亩。开春以
来，各乡镇组织技术人员检修、保养农
机具，调运青稞、春小麦等良种，订购、
调运化肥和农药等生产物资，确保春耕
顺利进行。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获
悉，西藏目前已建设高标准农田 430 万
亩，2024 年还将建设 32万多亩。

新华社记者 格桑边觉 旦增尼玛
曲珠 邱星翔

开耕，在希望的田野上
——西藏农区开耕仪式见闻

广州广州增城增城：：

““小小特产特产””推动乡村产业推动乡村产业““大发展大发展””

3 月 17 日，河北省卢龙县陈官屯镇一家甘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往育
苗床上摆放甘薯种薯。

春日和暖，素有“甘薯之乡”美誉的河北省卢龙县的农民抢抓农时，开始建
棚育秧，为大面积播种甘薯夯实基础。据了解，今年该县预计种植甘薯面积达
12万亩。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记者 3 月 18 日从中国南水北调集
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
一期工程累计调水 700 亿立方米，受益
人口 1.76亿人。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全面通水。截至 18 日 14
时，在调入北方的 700亿立方米南水中，
南水北调中线累计向北京、天津、河南、
河北调水 625.93 亿立方米，东线向山东
调水 67.77 亿立方米，东线北延应急供
水工程向黄河以北供水 6.30亿立方米。

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水网的主骨
架和大动脉，中、东线一期工程沟通长
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北调的
南水保障了受水区群众的饮水安全，促
进了受水区产业结构调整，支撑沿线地
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目前，南水占北京市城区供水量
70%以上，几乎占天津市主城区供水量
的 100% ，占 郑 州 市 中 心 城 区 供 水 量

90%，占石家庄市城区供水量 75%以上。
同时，南水北调工程助力沿线地区

河湖生态环境复苏。统计显示，中线累
计向北方 50 多条河流进行生态补水，
补水总量近 100 亿立方米，华北地区一
大批河湖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东线沿线
调蓄湖泊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东线北延
应急供水工程两次助力京杭大运河实
现全线水流贯通。

据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办公室主任、
新闻发言人井书光介绍，近年来，南水
北调集团大力推进数字孪生南水北调
和水网智能化建设。中、东线一期工程
已经初步构建起具有预报、预警、预演、
预案“四预”功能的数字孪生南水北调
工程体系。

“数字孪生赋能，南水北调工程运
行管理如虎添翼，工程安全、供水安全、
水 质 安 全 的 综 合 保 障 能 力 大 幅 度 提
升。”井书光说。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南水北调工程累计调水700亿立方米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
的《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营
商环境建设白皮书》显示，截至 2023 年
底，北京市实有经营主体存量 255.64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8.27% 。 2023 年 1 至 12
月，北京市新设经营主体 33.54 万户,同
比增长 23.58%。北京全年企业总量首
次超过 200 万户，经营主体发展数量创
历史新高。

为提升市场准入便利度，北京市探
索支持知识产权使用权出资，打造北京
市涉企电子政务服务全场景通行证，实
现电子营业执照一照通投，实现外商投
资企业全程网办等。数据显示，2023
年度，北京市共办理完成各类登记业务
120.9 万件,其中全程网上办理 91.43 万
件，占比 75.6%；超过 193 万户经营主体
下载应用电子营业执照，全市累计调用
电子营业执照应用量超过 1.44亿次。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北京进一步建立健全了跨部门综合
监管制度体系，完善“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机制、企业信用修复机制。据介
绍，2023 年北京市“6+4”一体化综合监
管选取 19 个全市“一业一证”改革范围
内的行业纳入第三批试点，试点场景达
到 50 个。新版“一业一单”修订后检查
事项压减约 39%。目前，北京市市场监
管局承担的 23 项最新版国家行政许可
事项已实现国家目录主项、子项承接率
100%。

此外，为加快推进全国市场监管数
字化试验区（北京）建设，北京市确定了

“机制创新+信息化建设”总体思路和
“1+5+N”工作体系，推进监管机制和
管理模式数字化转型，在食品、特种设
备、农贸市场监管等领域积极创新运用
新型监管模式，评定了 7 个示范区和 10
个示范点创建单位，促进数字化、智慧
化建设。 新华社记者 阳娜

北京实有经营主体超 250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