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黑”城到“绿”城
看万盛如何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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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离我的家乡成都很近，选择留在重庆工作，就是
看中了这座城市有很多的机会，未来的发展前景很不错！”
前不久，从重庆科技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顺利毕业的
成都人蒋宗辰，参与了在重庆举办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
渝来渝就业创业对接服务活动，成功“牵手”爱思开海力士
半导体（重庆）有限公司。

如今，入职后的蒋宗辰已成为一名品质工程师，正式从
学生的身份转变为职场人。

像蒋宗辰一样，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选择留渝工作。在

前不久举行的优秀青年重庆体验月活动中，来自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的47名学生分批进入重庆
长安、赛力斯等企业，开展一个月岗前培训和顶岗实践。

来自重庆大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专业的博士研究
生岳朋涛通过活动，就找到与自己专业较为匹配的岗位
——热管理标定工程师。岳朋涛说，自己的研究方向较为
小众，所以适配到同等岗位的难度很大，非常庆幸遇到合适
的岗位。通过活动他也看到了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齐
全、行业前景广阔。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据了解，为健全
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重庆紧扣“就业机
会更加充分、就业结构更加合理、就业能力持
续增强、重点群体保持平稳、就业环境更加平
等、保障水平稳步提升”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内
涵，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
策，保持了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今年1~8月，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达54.86万人。

同时，重庆还开展高质量充分就业先行

区建设，在全国率先建立高质量充分就业指标体系，自2023
年起每年重点建设7个高质量充分就业区县和200个社区
（村），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激发全社会就业创业活力。此外，
还建立“大数据+铁脚板”就业服务模式。我市建立2163万劳
动力实名制信息库、373万家市场主体用工需求库，开发“渝
职聘”公共求职招聘平台，组建9060名就业服务专员队伍，通
过有力有效服务，全市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清零。

如果说就业是民生之本，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民
生之基。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在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方
面，也做出许多创新探索。

比如，通过不断优化社保经办服务体系，迭代升级“渝
保渝快”社保惠民行动计划，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障服务的标
准化、规范化、便民化水平；优化参保结构，在大渡口等8个
区县开展“零城保”家庭参保扩面试点，进一步扩大基本养
老保险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险的保障水平。截至2024年7
月末，全市城乡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2667.1万
人、638.7万人、688.5万人。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谭旭

改革奋进正当时

打好就业“组合拳”吸引更多青年留渝来渝

2021年，以煤炭产业兴起的万盛经开区彻底关闭了煤
炭采选行业。三年后的今天，万盛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
电子信息制造、生物医药、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等新型产业
已经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接近90%，这意味着万盛十年
转型成效显著，在告别了煤炭这碗饭之后，万盛经济实现

“地下到地上、单一到多元、黑色到绿色”的转变。
9月11日，“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举行第21场，万盛经开区介绍了“发展新质生产力，
全力建设渝南黔北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有关情况。

高质量
加快建设全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示范区

万盛要完成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核心在制造业迭
代升级。

2009年，万盛列入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当年煤
炭采选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是44.6%；到2021年，
这一数值彻底归零。那么，万盛依靠什么产业来替代煤炭
这一曾经的支柱产业？9月4日，记者走进万盛，采访了多
家新型制造业企业。

在万盛浮法玻璃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了一粒砂是怎样
变成玻璃的过程。从配料、熔制、成型、热处理、裁切，700
多米长的生产线全自动完成，大块平板玻璃源源不断生产
出来，机器根据用户的需要裁切尺寸。最后，一双巨大的机
械手依靠吸盘将3米×2米的玻璃轻松提起，堆码成叠，整
个过程人工介入极少。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厂里的设备
都是自主研发，解决了行业13项重大技术难题。

在惠伦晶体科技有限公司，这里生产的晶振被称为电
子产品的心脏，月产量达到1.1亿只，产能全球领先。记者
在生产车间看到，24条生产线，一个班只需要12个工人操
作，自动化程度非常高。惠伦晶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我们之所以布局重庆，是因为重庆的电子产业集群发达，
这里有产业优势。”

制造业升级后，自动化程度大大增加，需要的工人更
少，就业怎么办？这一点万盛经开区相关部门在招商时就
已经考虑到了。

记者在华绿生物看到，这里年产5万吨金针菇，重庆市
民食用的金针菇75%以上在这里生产。工厂的自动化程
度很高，从装料到生长整个流程都是机器完成。但万盛在
招商谈判时提出了用工问题，华绿生物希望全自动化，只使
用少量人工，但万盛方面希望能多解决就业。谈判一度陷
入停滞，项目差点流产。最后华绿生物同意在最后的采摘
和包装环节采用人工完成。在包装车间，工厂负责人告诉
记者，“我们有两台包装设备，花了100多万，为了多用人
工，我们主动闲置了，这样可以多解决30多个用工。”

万盛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袁光灿在发布会上介绍说，围
绕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万盛迭代打造“231”
现代制造业集群，集聚了国家能源、东方希望、福耀玻璃、西
卡德高等10家世界和中国500强企业，冠宇电池、惠伦晶
体、耀皮玻璃等12家上市企业在万盛布局有生产基地或省
级总部，拥有年产值50亿元以上企业1家、10亿元及以上
企业6家，工业发展速度连续3年进入全市前十。2023年，
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300亿元，新能源及新型储能、新
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生物医药、智能装备及智能制
造等“231”主导产业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88.4%。

高能级
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带动先导区

袁光灿介绍说，万盛地处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川渝地
区“垂直出海”的关键节点，是重庆南向开放门户。

在正在修建的重庆（万盛）内陆无水港，记者看到，作为
重庆南大门产城景融合的陆港新城，规划面积14.01平方
公里，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多式联运物流基地、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区域性物流枢纽、渝南黔北产城景融合发展先
行区。

在内陆无水港低碳产业园，首个入驻的卡斯特铝项目
一年内就完成了拿地、建设、投产，创下了公司纪录。卡斯
特铝公司负责人主动跟记者聊起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落
户万盛？他坦言，其实万盛的招商政策优势很一般，但万盛
有两大优势——第一是能源优势，天然气价格比华东便宜
约50%，这能减少生产成本；第二是政府部门的服务质量，

“我们就是对他们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意识充分认可，这是我
们落户万盛的重要考量。”

同时，万盛也在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渝黔综合服
务区和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袁光灿告诉记者，万盛正在
大力做好互联互通这篇文章。今年7月10日，西部首条地
方自管自营铁路首列从涪三铁路（涪陵—三江）万盛站发
出，这些公路、铁路的建成通车，对加强渝东南地区和黔北
地区经济交流互动、加快构建“多式联运”综合交通体系具
有重要意义。此外，万盛积极推动渝贵高铁、万关铁路、江
綦万高速等前期工作，万正高速、万盛江南机场、重庆中心
城区至綦江-万盛市域铁路项目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关赶铁路通车一年来已经实现货运吞吐量 200 万吨。
2023年，万盛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货运值均翻了三
番左右，通道出口货运值占全区出口外贸的33.6%，同比提
高30个百分点。

高品质
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大健康旅游目的地

万盛是重庆旅游大区，拥有多个自然旅游资源。尤其
在盛夏，市区温度超过 40℃的时候，黑山谷上只有 20
多℃，成为距离中心城区最近的避暑胜地。

对于万盛如何做好“旅游+”融合发展，万盛经开区党工
委委员、宣传部长黄能金介绍说，近年来，万盛大力实施“旅
游+”，文化旅游、体育旅游、乡村旅游、研学旅游等成为重要
业态。目前，万盛建成了20多个景区景点，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3.4平方米、位居全市第一，成功创建国家资源型城市旅游
转型发展试点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
基地。如今，万盛旅游踏上了“第三次创业”的新征程。

黄能金介绍，万盛将力争每年推出一个“爆点景区”。
加大项目招商和建设力度，争取招商落地一批精品民宿、酒
店和景区景点。进一步发展特色业态，创造更好的旅游体
验。丰富温泉养生、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消费场景，建设
板辽湖、国能奥特莱斯、万盛老街、黑山八角4个文旅消费
街区，推出一批“万盛好礼”和文创精品。进一步创新宣传
营销，打造更响的金字招牌。持续举办全国夏季“村晚”示
范展示、国际羽毛球挑战赛、巴蜀非遗英雄会等品牌节会，
打响叫亮“旅游名城·活力万盛”品牌形象。

今年以来，万盛举办了2024年渝川黔网络春晚、第二
十四届苗族踩山会、非遗民俗大展演、巴蜀非遗英雄会等文
旅活动，承办了2024年全国U15青少年篮球联赛南北大
区赛、全国U系列羽毛球赛、中国全民健身走（跑）大赛等体
育赛事，同时建成投用万盛旅游新名片——奥陶纪（板辽
湖）亲水旅游度假区。

转型十年，万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从一煤独大
的“黑”城迈向产业兴、生态美的“绿”城。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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