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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涪陵打造渝东新城主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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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榨菜产业大脑”
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说起涪陵，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榨菜，一直以来涪陵也
以“世界榨菜之乡”而闻名。涪陵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傅云介绍，涪陵近年来通过发展特色
产业，大力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深入实施强
村富民综合改革，推动农业集群化发展，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作为涪陵农业产业化的“名片”，涪陵始终围绕发展
榨菜这一优势产业，现有榨菜股份合作社197家，榨菜生
产企业40家，种植榨菜原料73万亩以上，榨菜全产业链
产值已经超过140亿元，带动涪陵及周边区县60万人增
收致富。在素有“世界榨菜第一村”之称的江北街道二渡
村，榨菜产业综合收入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70%以上，
全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5万元。

针对榨菜种植、生产产业链条中存在的选种不科学，
数字化、智能化程度不高等痛点，涪陵正构建“榨菜产业
大脑”。“榨菜产业大脑”系统设置了数字赋能、品牌文化、
服务监管、榨菜科技等功能模块，能够有效打破种植户、
收购户、榨菜企业等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让农户不愁
卖、收购不愁买、加工更高效、营销更便捷。“榨菜产业大
脑”还将开发新品种发布、加工智能化改造、销售市场画
像、新业态拓展等场景，以市场端引导加工端、以加工端
牵引种植端，逐步形成“产业大脑+未来农场+未来工厂”
的数字化应用。

此外，涪陵还大力发展中药材、生态畜牧等产业，依
托国药太极等龙头企业走出从“一株草药”到中医药“百
亿产业”的大跨步，中医药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15亿元，
涪陵黑猪、增福土鸡等特色畜牧品牌价值持续提升，生态
畜牧全产业链产值达60亿元。傅云表示，下一步，涪陵
将始终聚焦产业振兴这个关键，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让乡村焕发新生机、为乡村注入
新动力。

全方位打造区域中心城市
服务民生建设大美城乡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近年来，涪陵区从“小切
口”入手，着力解决“大民生”问题，让城乡治理更加高效
智能，城乡生活更加便捷有感。

“我们将通过完善城市功能强‘能级’，擦亮全国文明
城区、国家卫生区、国家森林城市名片，接续建设区域经
济、商贸、物流、教育、医疗、文化中心，壮大区域中心城市
的‘三头六臂’，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黎勇介绍，涪陵
将发挥产业和公共服务优势，用拴心留人环境提升“人
气”，用稳定工作岗位带来“财气”，用优质教育医疗增添

“福气”，用特色消费场景点燃“烟火气”，常年保持20万
产业工人、20万学生在涪就业就学，吸引更多的优秀人
才在此安居乐业。

围绕数字赋能，涪陵区实现了区、镇街两级治理中心
实体化运行，累计接入29万余个感知资源、近2000项城
市体征指标。通过“智慧”场景感知，让城市管理更智能、
市民生活更便捷。聚焦群众需求，涪陵区重点实施了一
批民生实事项目。在教育方面，全区相继建成投用实验
中学新校区等学校11所，办学条件持续提升；在医疗“提
质”上，推动资源共享、分级诊疗，建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整体提升了城乡医疗服务水平。此外，涪陵还将全力
做好人才配套服务，提档升级乡镇敬老院，着力构建老年
友好型社会，努力让老年人安心在涪养老，让年轻人开心
在涪就业创业。

接下来，涪陵区还将积极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市级“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和黑臭水体清零区县，下更大
力气，根治一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打造一批群众认可的
标志性成果，以实际行动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摄影报道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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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市政府新闻办举
行“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
新闻发布会，涪陵区委书记黎勇

围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打造渝东新城主引擎”这
一主题作主题发布，并回答媒体记者和网
友提问。当前，涪陵区正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紧扣全市战略布
局，着力锻造“制造强区”，构建“区域枢
纽”，争当“改革先锋”，树立“智治范例”，
建设“大美城乡”，筑牢“生态屏障”，加快
打造渝东新城主引擎，努力在奋力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中展现涪陵担当。

聚力再造一个“涪陵工业”
2027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000亿元

黎勇介绍，涪陵依山而起、因水而生，长江、乌江在此交汇，
武陵山脉在此绵延，是一座山水辉映的生态之城，素有“乌江门
户”“巴国故都”“理学圣地”“世界榨菜之乡”和工业大区的美誉。

在我市工业版图稳占C位的涪陵，拥有全国最大页岩气田、
全市最大的化工园区和中心城区外首个千亿园区，培育百亿级
企业6家，是我市百亿级企业数量最多的地区。2023年，实现
规上工业产值2471亿元，工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市第一方阵。“当
前，我们正聚力再造一个‘涪陵工业’，力争到2027年，全区实现
工业总产值4000亿元、工业增加值1000亿元。”涪陵区委书记
黎勇说。

围绕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涪陵将因地制宜
构建“2349”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聚力打造先进材料、新能源
汽车动力电池及轻量化部件2个千亿级主导产业，升级打造页
岩气及清洁能源等3个五百亿级支柱产业，创新打造榨菜等4
个百亿级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数字文创等9个“新星”产业，
强化与两江新区、长寿区的协同发展，打造万亿级先进制造业集
聚区。

先进材料是涪陵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主攻方向，去年，涪陵
材料产业产值达到了1204亿元，占全市的1/5。“接下来，我们
还将着力抓龙头、建集群、强支撑、育生态，进一步推动材料产业
聚力强链。”涪陵区区长刘忠说。具体而言，涪陵区将瞄准化工
新材料、动力电池和汽车轻量化材料、前沿新材料等产业赛道，
招大引强，形成上下游贯通的产业链条；支持华峰、万凯、建峰等
链主企业做大做强，加快建设研究院、中试基地等创新平台，攻
坚突破“卡脖子”技术；不断优化政府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
助企纾困，推动存量企业产能释放。

多条通道叠加增强区域枢纽功能
打造重庆“东出门户”

涪陵区委常委、涪陵高新区（涪陵综合保税区）党工委书记
周波介绍，涪陵有长江、乌江两江交汇，是重庆的“东出门户”。
涪陵充分发挥多条通道的叠加优势，加快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
建设，高水平开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涪陵作为西部陆海
新通道重庆市域辅助枢纽，处在中心城区连接渝东北、渝东南的

“Y”字形节点上，区位优势独特。
目前，涪陵正加快推动高速公路“三步成环”、铁路“加密成

网”，加快形成“米”字形铁路网，吸引川东、黔北地区货物来涪集
结分拨；深化龙头港与长江、乌江沿线港口合作，拓展水水中转、
铁水联运，完善集疏运体系，提升枢纽港地位；采取创新运输模
式、简化通关流程等方式，降低物流成本，打造区域商贸物流中
心；获批成立了涪陵综保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重庆市
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区等系列重点开放平台，构建起陆海联动、内
外统筹、多向互济的开放发展新格局，让涪陵从“内陆腹地”迈向

“开放前沿”。
周波介绍，龙头港是重庆市三大战略性枢纽港之一，港

区占地约3320亩，规划建设5000吨级泊位14个，设计年通
过能力3000万吨。港区内包含仓储区、海关监管场所、铁水
联运区等功能区域。值得一提的是，龙头港也是5000吨级
船舶常年可抵达的长江上游最西端港区，全区港口货物吞吐
量全市第一。

渝万高铁涪陵段正加快建设，涪陵至中心城区将缩短至15
分钟；涪陵至宜昌高铁即将开工，这是组成横贯我国东西的沿江
高铁大通道的“最后一块拼图”，涪陵至上海将缩短至5个小时
内；水运“朋友圈”越来越大，与四川广安开通水水中转航线，与
贵州“手牵手”，2021年，断航20余年的乌江航道得以复航，
2023年，首次开通贵州至涪陵集装箱航线。依托长江黄金水
道、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多通道叠加的区位优势，涪陵加快完善龙
头港海关、口岸等配套功能，为龙头港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打开

“窗口”。今年1至5月，涪陵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76.8亿元、
同比增长3.8%，位居全市第5位。接下来，涪陵将积极参与“百
团千企”国际市场拓展计划，组织企业“过境出海”抓机遇、抢订
单、促发展。

素有“世界榨菜第一村”之称的涪陵区江北街道
二渡村种植基地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重庆龙头港
一广西钦州港

龙头港

涪陵千亿级工业园区——白涛工业园区

涪陵依山而起、因水而生，长江、乌江在此交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