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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世紀以來，重鋼都是大渡口的主要經濟
支柱，「一支獨大」地佔據區域經濟總量半

壁江山。重鋼搬離大渡口後，搬走了35%的
GDP，面對產業陣痛，區委、區政府積極謀求轉
型發展，提出構建「新興產業之區」的發展戰略。
對於構建新產業支柱，大渡口已經有較為清晰

的脈絡。大渡口區委書記盛婭農表示，要以現代
服務業為主導，以高新技術產業為重要基礎，以
特色工業園區、現代服務業集聚區為載體，通過
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構建現代產業支撐體
系。大渡口區長方佳軍告訴記者，重鋼的鋼鐵生
產線搬離後，留下了總部和非鋼產業，預計2015
年產值將達200億元，成為大渡口新興產業的重
要組成部分；建橋園區也是該區產業發展的主陣
地，近年來，建橋園區積極培育總部經濟，推進
產城融合，已引進25家上市公司，95家入園企
業，天安數碼城、中冶建工等成為園區新亮點，
目前正 力打造千億級新型工業園區、全國標準
化服務示範園區。
「二、三產業並重」，大力發展2.5產業是大渡
口發展的主線，商貿、服務業同樣大手筆頻出，
精彩篇章不斷。目前，一個新的商圈——九宮廟
商圈正在輕軌2號線的末端迅速崛起，新世紀百
貨、西奧海寧皮草城、沃爾瑪、義烏商貿城、新
天澤等相繼入駐，嘉禾國際五星級影城、萬達國
際影城等先後開業⋯⋯目前，九宮廟商業設施入
駐率超過90%，帶動全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
破30億元，2012年全區第三產業比重達到53%，
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下一步，大渡口將圍繞34公
里長的長江岸線做文章，使其成為主城的一張嶄
新「名片」和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重要集聚地。

大渡口城市面貌日新月異，曾經的「鋼城」、
「灰城」已淡去，「綠城」、「公園之城」逐步成
為城市新形象。2011年以來大渡口全面推進全域
城市化，按照「三年成勢、五年成型、十年成城」
的總體步驟推進，到2020年將形成60平方公里、
60萬人口的城市格局，基本建成全域城市化的
「生活品質之城」和重慶主城重要增長極。目
前，大渡口「五縱五橫」的城市道路網已經形
成，城市建成區面積達25平方公里，「兩線三片」
的新城區開發面積達25平方公里。盛婭農書記表
示，將通過推進全域城市化，開放興城，做靚半

島，2013年，大渡口將重點推進「兩線三片」建
設，加快輕軌沿線的土地開發，加快西濱路沿線
的基礎設施建設，在重鋼片區打造商務商貿、高
檔居住結合區，在釣魚嘴片區打造別墅區、論壇
經濟綜合體，在小南海片區打造旅遊休閒區、現
代新興產業。
在城市基礎設施完善的同時，大渡口更注重城

市軟件建設。2012年，大渡口區開展「七城同
創」，大力推動城市轉型，建設宜居宜業宜商城
區。通過一年的努力，「七城同創」取得顯著成
效：國家森林城市已通過檢查驗收，等待授牌；
創建國家衛生區通過「暗訪」，轉入技術考核階
段；創建國家環保模範城市順利過關，受到國家
環保部專家組高度評價；創建全國綠化模範城區
已通過國家綠委會的檢查驗收。同時，國家生態
園林城市、全國文化先進區和全國文明城區創建
正有效推進。
如今，大渡口天空更藍了，城市空氣優良天數

達到342天，列重慶主城前三位；綠地更多了，
綠化覆蓋率49.95%，人均公共綠地23.92平方
米，市民出門200米就能進入社區公園，出門500
米就能進入大公園；交通更暢了，市民乘坐輕軌
2號線，30分鐘就能到達解放碑，開車25分鐘就
能到渝中區，35分鐘就能到機場。

大渡口區是中央綜治委確定的全國第一批、重
慶市唯一一個社會管理創新試點區縣。方佳軍區
長表示，全區社會管理快速邁入信息化時代，
「三化佈局」基本成型，即「人員組織化、空間
網格化、手段信息化」，打造縱向到底、橫向到
邊、一體多元、高效智能的社會管理創新大數據
新平台，形成「一刻鐘社區便民服務圈」。
在組織化方面，大渡口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

孵化規範社會組織，加大扶持，健全社會組織的
日常監管、信息公開、公共服務等管理機制，發
揮其有效作用。同時加強「樞紐型」社會組織建
設，充分發揮區工青婦、區文聯、區殘聯、區僑
聯等10餘個人民團體聯繫服務群眾的紐帶作用。
在網格化方面，大渡口合理劃分了基礎網格，

將全區初步劃分為338個基礎網格，優化配置網
格力量，在每個網格配備管理員、民警、居民骨
幹、網格志願者等網格隊伍，加強網格內服務管
理，準確把握民情、回應民意，真誠服務民生、
贏得民心，形成社會服務管理人人參與，和諧社
會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在信息化方面，大渡口提出「4321」工作總體
架構，即要建設四個基礎信息庫，數據中心、指
揮中心、呼叫中心三個中心，兩套社會管理服務
綜合系統和一套社會管理專網。項目建成後，將
有效整合全區信息數據資源，實現全域、全員、
全方位的精確化管理；同時將建成一個多功能、
面向社會大眾開放的社會公共服務平台，有效減
少居民辦理事務往返簽批的麻煩，實現便捷、安
全、高效率的人性化服務。
在社會管理創新的同時，大渡口優先發展社會

事業，將60%的財力用於民生改善，大力推進文
化建設，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切實解決好群眾最
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民生問題， 建設幸福
大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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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生態宜居之城大渡口

工業基地謀轉型 蝶變之美顯精彩

建橋工業園是大渡口區經濟發展的
主戰場，以「廠在林中，林在廠中」而

聞名，植被茂盛、生態環境優美，是重慶
市首個「園林工業園區」。
園區公共綠地200萬平方米，每間隔500米就

有一個「森林」綠島，平均每年新增28個足球場
大的「森林」，園區內的綠地率達40%以上。建橋
工業園區負責人告訴記者，綠色、低碳、環保是園
區發展的生命線，來園區落戶的企業第一道門檻就
是首先要進行環保評審，污染性企業無論效益多高
都會被拒之門外。
園區規劃面積20平方公里，分為A、B、C三個

區，A區重點發展總部經濟、創意設計、電子信息服
務、法律中介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完善商業等基
礎設施配套，打造建橋總部經濟的產城融合聚集
區。重鋼搬遷後第一個入駐建橋園區的產業綜合體
項目，天安數碼城．雲谷是打造總部經濟的「橋
頭堡」，該項目佔地面積537畝，投資50億元，項
目建成和達產後將引進高端研發、自主創新的
科技型生產性服務企業1200家以上，年產值
200億元，稅收10億，將打造重慶中小企業
的航空母艦。天安數碼城．雲谷一期18
萬平方米正投入使用，二期10萬平方

米已開工建設。不僅如此，中冶建
工、三峰環投總部已建成投

用，單軌公司、中鐵電氣
化、賽瑪特、艾普網

絡、年度

十方、燃氣集團、鑫鵬大廈等10多家
總部陸續開工，建橋園區總部經濟愈見
壯大。
園區B、C區重點培育5大支柱產業：以國

際複合、中石化潤滑油為代表的100億新材料
產業，以重鋼環投為代表的100億環保產業，以
海康威視為代表的100億安防產業，以長征重工、
長鵬實業為代表的100億高端製造產業，以微型整
機製造為代表的100億電子信息產業。
建橋園區是大渡口區經濟轉型的主戰場，根據規

劃，未來建橋工業園將實現「一個轉變、兩個融
合、六個平台」，實現園區的轉型再跨越：一個轉
變，即建橋園區由單一的工業園區向綜合型的經濟
開發區轉變，二、三產業並重，新老企業並舉；兩
個融合，即產城共進、產城融合和金融資本、科技
資本、人才資本三資融合；六個平台，即為建橋園
區發展打造政策平台、政務平台、配套平台、知
識產權平台、科技平台和人才平台。
園區已完成招商引資350億元，獲得國際國內

榮譽共16項，這些均形象地展示出園區10年
來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據介紹，建橋園區
處於主城極核區一圈以內，工業園區唯
此一家。輕軌2號線、九濱路、中環
線、西城大道、華
福大道等在這裡
形成交通立體網
絡，地理位置非
常優越。

重慶大渡口曾是服務重鋼的工業基地，重慶直

轄以來這裡正由老工業基地型城區向都市核心區

轉型。兩年前，重慶決定將重鋼鋼鐵生產線搬離

大渡口，這使素有「十里鋼城」之稱的大渡口區

經歷了GDP驟減的「陣痛」，也為該區的轉型發展

與生態改善提供了難得的機遇。經過兩年轉型攻

堅戰，大渡口新興產業集群逐步聚積，城市品質

不斷提高，生態環境得到根本改善，探索出了一

條西部老工業城市轉型發展之路，一座「生活品

質之城、新興產業之區」正在崛起。

2012年該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27.1億元，規模

以上工業總產值157億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

額122.3億元，「一園一圈」（建橋園區、九宮廟商

圈），「兩線三片」（輕軌、西濱路沿線和重鋼、

釣魚嘴、小南海片區）大開發建設為大渡口城市

蝶變注入強大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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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型 三化佈局創新社會管理

經濟轉型 新興產業之區快速崛起

城市轉型 生活品質之城呼之欲出

建橋工業園：
綠色發展助推轉型再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