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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之北，一座先进制造
业重镇正在兴起。

全球所产的手机，每 20 部
中至少有1部来自这里；国家级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优秀场景，
这里今年再增 3 个；全市汽车
产值，这里独占 1/4……此处，
是重庆市渝北区，拥有重庆最
大现代制造业基地、重要智能
终端生产和出口基地的工业经
济大区。

一个传统工业区，如何发
展成了先进制造业的“主阵地”？
本报记者今冬走进渝北区，探
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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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一座先进制造业重镇迸发勃勃生机——

向新而行，“渝北造”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姜 峰 宋 爽

图①：临空智能制造产业园。
渝北空港经济公司供图

图②：天实精工公司摄像头生产线。
朱云卿摄

图③：泰山电缆生产车间。
泰山电缆公司供图

图④：驰骋公司进行技术改造后的智
能车间。 司增彪摄

图⑤：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的仙桃数
据谷。 尹宏炜摄

抓住“重头戏”，建设先进制
造业核心区

临近年底，位于渝北区的重庆传音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更显忙碌：传送带高速运转，
零部件精准到位，一部部手机接连下线……

“公司在渝北区的智能终端产业园前阵子
正式投产，智能手机月产能大幅提升，这让我们
有能力更好满足市场需求。”重庆传音科技有限
公司有关负责人说，2017年，重庆传音落户渝
北区，6年来产值实现了从10亿元到130亿元的
跨越，去年公司在重庆手机出货量超2900万台。

企业发展之变，是渝北区近年发力先进
制造业的一个缩影。

作为传统工业区，渝北区在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里是汽车产业“一枝独秀”，产业结构
单一，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与抗风险能力不
高，这成为渝北区工业经济迈向更高质量发
展的突出瓶颈。数据显示，2010年，渝北区
规上工业总产值中，汽车产业占比超七成。

难题怎么破？渝北区开出“新药方”：在
巩固提升汽车支柱产业的基础上，抢抓智能
终端在全球迅速普及的商机和重庆大力发展
电子信息产业的契机，聚焦智能手机、笔
电、集成电路设计等产业，着力打造新一代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渝北区区委书记杨晓云说，经过多年努
力，渝北智能终端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
今不仅拥有 OPPO、传音等整机龙头企业，还
集聚了中光电、天实精工等配套企业，手机年
产量占全市约70%，电子信息产值占全市1/4。

不止电子信息产业，渝北区持续巩固支
柱产业、发展优势产业、布局未来产业，构
建高能级、高层次、高梯度的产业结构，“渝
北造”的新变化正越来越多。

日前，重庆发布全市先进制造业发展产
业地图，渝北 6 大产业入围：智能网联新能
源乘用车、智能手机两大主导产业以及智能
制造装备、汽车软件、休闲食品、纤维及复
合材料等4个特色产业。

“引领前沿、创新赋能，是渝北区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头戏’。”杨晓云说，渝北不
断加强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形成以仙桃数据
谷、前沿科技城、空港工业园区等为主，“一谷
多区”的特色科技园区，新兴产业快速崛起。
2022年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实现产值 1743.9亿
元，在全区工业总产值占比超五成，较2015年
提高 27.2个百分点；“十三五”时期，渝北工业
企业研发投入总额累计达到259.47亿元，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690 家、科技型企业 2905
家，分别增长2.8倍和6.1倍。

今年以来，渝北继续发力：推进投资 60
亿元的中广核新能源和浪潮工业机器视觉总
部、OPPO 元时空等项目开工，加快赛力斯新
能源汽车、长安新能源汽车工厂等项目建成
投产；大力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

“双倍增”行动计划，新入库科技型企业 587
家、培育市级“专精特新”企业93 家、国家“小
巨人”企业 4 家，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
占比达到65%。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推进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需要在先进制造业上多下功夫、下大

功夫。这是渝北的优势所在，也是其重要着力点。
杨晓云表示，作为重庆两大万亿级产业的

重要承载地，渝北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方向，持续深耕“链主型”企业，迭代升级

“2335”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快建设先进制
造业核心区。

先进制造业这一新引擎，正拉动渝北工
业强势增长，成为当地一张具有高辨识度的

“金名片”。数据显示，渝北工业产值规模已
连续多年位居重庆市各区县第一，今年前11
个月全区工业投资增速达到 28.7%，实现规
上工业总产值突破3100亿元。

打出“智造牌”，加快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

发力先进制造业，渝北区既向新产业要
动力，也在传统产业上谋求新突破。

12 月 6 日，位于渝北区前沿科技城的重
庆泰山电缆有限公司迎来喜讯：公司的先进
过程控制，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5 部门公
布的2023年度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名单。

什么是先进过程控制？走进泰山电缆生产
区，记者看到了答案：一辆辆蓝色小车把电缆轴
送到指定位置，机械臂卡好线轴后启动设备，线
缆开始自动缠绕，一盘整齐的电缆线逐渐成形。

“这套基于机器视觉等技术创新打造的智
能排线系统上线，破解了电缆这一传统行业
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痛点。”泰山电缆副总工程

师、制造部主任毕远明说，机器视觉技术能
够充当设备的“眼睛”和“大脑”，设备有了

“眼睛”就可以感知周围环境，有了“大脑”
就可以智能化地进行生产作业，实现拍摄、
识别、智能调整全过程耗时小于0.1秒，有效
解决了人工排线成本高、效率低以及排线质
量低带来损失等问题。

毕远明说：“改变得益于渝北区政府部门
的对接与帮助。”他介绍，当地经信委等部门
帮助企业对接智能制造优秀供应商，为企业
量身打造了智能排线系统，通过26项数字化
改造，企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目前，公司
发展势头强劲，产品畅销全国及40多个国家
和地区，年产值近40亿元。

在渝北区，更多像泰山电缆这样的传统
制造业企业走上智能化转型之路。

来到重庆驰骋轻型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工业机器人正挥舞机械臂，精
准完成每一个点焊动作。从片件组焊到精加
工、总装、打包，一系列工序全部由 30 余台工
业机器人完成。

驰骋公司负责人介绍，经过技改，公司
产能提升了3倍，人力成本下降80%，能源利用
率提升 30%，质量合格率由 85%提升到 99%，

“产品质量提升、市场得以拓展，这帮助我们
成功进入多家大牌车企的配套体系。”

“近年，我们加快全区企业智能化转型步
伐，每年投入国家级、市级以及区级资金超2亿
元，实施了300多个数字化改造项目，全区过半
规上工业企业用上了机器人。”渝北区经信委副

主任赵青说，今年以来，渝北区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引导企业针对自身需求展开智能化改造，
新增22个数字化车间、2个智能工厂，全区数字
化车间、智能工厂分别达到57个、6个。

聚焦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化改造，渝北还在
加码。

“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渝北区
将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赵青说，渝北大力支持中小
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全国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围绕汽车制造、电
子信息等产业链优势企业，发挥链主企业带
领作用，扶持企业采取加强数字化管理、扩
大智能化生产装备应用等方式进行技术改
造，开展基于“5G+”的智能化升级，推动高
水平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落地高效运行，
加快传统生产模式向智能化、数字化生产转
型。力争到 2025年，全区逾 90%规上中小企
业数字化水平达到2级及以上。

当好“店小二”，持续优化提
升发展环境

发力先进制造业，还需要什么？渝北区
瞄准营商环境。该区各部门坚持当好“店小
二”，强化政策引导支持，做好资源要素保
障，持续优化提升发展环境。

今年 4 月，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签约入驻渝北区前沿科技城，投资 6 亿元建
设高分子材料研发制造基地。

为何选择渝北区？聚赛龙公司监事黄诚
燕谈到两个关键词：产业优势，高效服务。

“我们的产品广泛运用于汽车、5G 通讯、
医疗等领域，而这些产业在渝北都有布局，且
聚集了一大批行业龙头企业，形成完备的产业
链，让我们不仅能就近采集到上游生产原料，
还可将产品快速供给产业链下游。”黄诚燕说，

“另外，渝北区前沿科技城推行的‘一站受理、
集成服务、限时办结’全程代办服务，让我们印
象深刻。今年 7 月，有关部门询问聚赛龙在渝
项目地块情况，并需要地方主管部门出具相应
文件。接到我们的电话后，前沿科技城的管理
部门立马安排专人对公司项目地块进行评估
审核，次日就提供了材料，这么高的办事效率、
这样贴心周到的服务，让我们坚定了在渝北投
资兴业的信心。”

数据印证企业感受：目前，渝北开办企业
“一网通办”率达 99.91%，企业开办时间最快
0.5个工作日办结，“一网通办”设立企业数量
居全市第一；“周六不打烊”服务今年累计办件
4291件，提供咨询服务 3375人次；为 499家企
业配备服务专员89名，已服务企业367次，“企
业吹哨·部门报到”平台已受理并办结事项92
件，办结率达100%。

更优服务引来更多企业。数据显示，
2023 年 1-11 月，渝北区市场主体再创新高，
总量达到19.3万户、同比增长8.2％，新增市
场主体36491户，居全市第一。

渝北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昕说，渝北高
度重视营商环境优化，在全区成立高规格的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构建1个领导小组
办公室和 22 个专项工作小组的组织体系，推
出“20 条”“十不准”等实招，并针对性制定优
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92 项任务清单，对
短板弱项和改革任务实行项目化推进、台账式
管理，推动全区形成竞相优化营商环境的良好
态势。“我们还先后推出稳大盘、水电气降成
本、财政金融惠企等系列政策举措，为推动先
进制造业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综合施
策、精准发力，也得一以贯之、久久为功。”
杨晓云说。

杨晓云表示，渝北区将着力构建以企业为
中心、以需求为导向、以政府各部门为支撑的
企业全流程服务体系，全面推进“一网通办”

“一窗受理”“并联办理”，实现企业办事“最多
跑一次”，为企业营造服务更优、效率更高、门
槛更低、成本更小、体验更好的办事和发展环
境，让更多企业走进渝北、认可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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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产业：智能网联新能源乘用
车、智能手机两大主导产业和智能
制造装备、汽车软件、休闲食品、
纤维及复合材料等4个特色产业

现有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联
企业 62 家，2023 年前 11 个月实现产
值175亿元，覆盖复杂环境感知系统、
热管理系统、智能座舱等领域

全球所产的手机，每 20 部中至
少有1部来自渝北；全区手机年产量
占重庆市约 70%，电子信息产值占
全市1/4

渝北区先进制造业发展产业地图

资料链接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对外公布
2023 年度绿色制造名单，渝北区 2 家
工厂、1 家供应链管理企业分别被评
为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
企业

截至目前，渝北区已累计创建国
家级绿色工厂 8 家、国家级绿色供应
链管理企业 1 家，市级绿色工厂 15
家、市级绿色园区1家

推进绿色制造取得新成效

2个3000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即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
息制造业

3个500亿级支柱产业集群，即智
能装备、消费品制造、软件信息

3个100亿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包括先进材料、新型显示、新能源及新
型储能

5个10亿级战略性“新星”产业集
群，涉及元宇宙、北斗应用、集成电
路、AI 及机器人、生物医药（含医疗
器械）等

发展“2335”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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