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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区的文化休闲旅游产业可以归
纳概括为“潮酷玩”三个字，围绕产业构
想，大渡口区将在2023年以重点项目为支
撑，跟进项目进展。启迪冰雪项目已明确
选址，目前正在与区里协商合作模式。企
业只投专业设备，政府平台公司投硬件。
目前正在进行测算和背景调查，研判合作
可行性。义渡古镇对接了重庆金剑客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目前古镇主要经营条例
与企业已达成一致意见，正在作相关
报告。

同时，以影视基地为抓手，推进影视产
业链招商。已对接中青宝VR技术研发中
心、全视角影视设备租赁园、工博数字影
棚、鉴鹏兄弟影视摄影棚、沉浸式光影文旅
等项目。近期拟向区领导汇报大渡口区影
视产业规划；配合宣传部在4号仓库影视
产业园挂牌成立重庆市大渡口区影视产业
协会；拟赴深圳实际考察中青宝。

大渡口区以潮酷玩产业为重点目标，
积极谋划产业招商。其中，音乐节项目，已
对接重庆乐堡音乐节、乐园音乐季、工博雕
塑馆广场音乐节项目、简单生活音乐节、青
躁音乐节、说唱教培基地等多个音乐IP，全

力推动音乐产业落地工作。潮玩手办项
目，已对接奇萌遁甲项目、清川至物文创项
目、清明上河图展览项目，争取签约一家企
业；露营基地项目，已对接揽江艺术营地项
目，力争尽快签约。

下一步，大渡口区将紧盯潮酷玩产业
链，通过谋划招商发布会及外出招商，主动
拜访奇萌遁甲、深圳中青宝等企业，洽谈潮
酷玩项目签约入驻。同时招引影视项目，
强化产业布局。积极梳理区内资源，开发
载体与影视产业有机融合，争取招商引资
一批能聚集、能落地、能发展的影视项目，
强化影视产业布局，进一步完善影视全产
业链建设。

文化休闲旅游产业：锁定“潮酷玩”产业链

2022年，大渡口区服务业增加值实现
155.9亿元，占GDP比重46%；其中，现代服
务业增加值103.3亿元，增长1.8%。

根据《2023年大渡口区重大招商引资
项目专项行动计划》下达目标，2023年，全
区拟培育限额以上商贸业单位110家（企
业80家，个体户30家），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40家，招引服务业重点企业40家。

现代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
支撑，按照大渡口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现
代服务业产业办主要负责五大百亿级产
业、文化休闲旅游产业以外的生产和生活
性服务业招商工作。着力强化企业总部、
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科技服务、人力资源
等生产性服务业和特色商贸、居民服务、教
育、卫生等生活性服务业招商力度，着力激
发增长潜能。

一是围绕五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建设，
加强产业链整合和价值链延伸，积极引进
培育企业总部、金融服务、新能源汽车销
售、信息服务、研发设计、勘测设计、工程咨
询、检验检测、科技服务、人力资源、现代物
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鼓励工业龙头企
业剥离运营管理、研究开发、采购分销等业
务成立专门服务业单位，为服务业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二是围绕“公园大渡口、多彩艺术湾”

建设，打造区域性百亿级商圈，增强服务业
承载能力，大力招引特色商贸、旅游、音乐、
文创、体育、教育、卫生、养老、居民服务等
生活性服务业企业，不断壮大大渡口区服
务业市场主体规模。

三是拓展服务业招商方式渠道。借助
平台招商，招引具有行业资质或市场资源
的平台企业，发挥平台优势，集聚相关服务
业企业。依托资源招商，对以项目业务为
导向的产业，引导鼓励项目承接企业在区
注册项目公司，或与区内存量企业合作，形
成抱团发展态势。实施以商招商，充分利
用交流展示活动和社会资源，积极主动走
出去招商。调动辖区企业主动性，挖掘企
业上下游、配套、关联项目，有效提高招商
成功率。

（肖明）

现代服务业：加强产业链整合和价值链延伸

大渡口区七大产业矩阵扫描

大健康生物医药产业：打造体外诊断产业高地

大渡口区着力打造全国体外诊断产
业高地，引进中元汇吉为龙头的大健康生
物医药企业 175 家（体外诊断企业 137
家）。其中，规上企业47家，高新技术企业
14家，辖区企业中元汇吉为全市体外诊断
产业链链主企业，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

在2022年疫情反复的情况下，大渡口
区坚持停工不停业、积极开拓项目渠道，以
线上加线下、市内加市外、个体加团队、专
业加技巧的招商方式取得可喜成效。全年
预计签约落地项目26个，同比增长4个，其
中企业类项目预计24个、产业要素类项目
2个。年度重点考核指标任务完成较好，预
计实现协议资金102亿元，超任务22亿元；
预计实现开工项目 20 个，开工率达到
83%；预计实际到位资金15亿元，基本完成
全年资金到位任务。

2023年，大健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要
紧扣全市五大生物医药特色聚集高地的更
高定位，坚定不移推进区委区政府确定的

“百亿级大健康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目
标，以“加快做大产业规模”为主线，以构建

完整的产业链条为导向，全力支持中元汇
吉龙头企业发展，吸引培育一批细分行业
头部企业，辐射带动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
和配套企业，健全一批产业化关键发展要
素，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
术和重大产品，2023 年招商项目达到 25
个，争取30个；全区企业累计达到200个，
项目协议资金完成80亿元，项目开工率达
85%，项目到位资金15亿元，全行业营业收
入实现150亿元，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备案
证累计达700个，为推动大渡口区早日建
成全国体外诊断产业发展高地目标打下更
加扎实基础。

（上接第三版）

大渡口区立足现有产业优势,将新材
料产业作为全区支柱产业之一，聚力打
造“百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2022 年，
全区新材料产业共有规上企业8家，其中
高新技术企业 3 家，专精特新企业 2 家，
全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38.8 亿元、增长
44.2%。业务领域涉及玻纤复合材料、航
空航天材料、合金粉末材料等多个领域，
初步形成了以玻纤复合材料为主的新材
料产业格局。

大渡口区紧抓清洁能源发展“风口”，
推动风渡新材料深耕风电拉挤叶片行业，
不断扩大产能规模，已建成170条生产线，
年产能近8万吨，位于全国前列，年营业收
入突破8亿元，年均增长达5倍以上。

大渡口区新材料产业龙头效应日益
凸显，其中，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作为集玻纤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
一体的大型国有企业，全球产能突破100
万吨，其生产规模稳居全国前三、全球前
五。2022年国际复合在区营收25亿元，同
比增长11.61%。2022年 9月成功通过深
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2022年第67次审
议会，成功上市指日可待。数字化、智能
化制造水平不断提高，先后备案“玻纤智
能工厂生产运营数字化管控云平台集成
创新应用”等多个技改项目，2022年成功

通过工信部“国家级绿色工厂”复审评定。
下一步，大渡口区将持续加快推进国

际复合产业链延伸项目，围绕已策划的项
目做好跟进服务工作，确保项目推进顺
利。聚焦成熟项目，紧密跟进“小蚁托盘”
运营总部项目、广东永博新材料深加工产
品项目，适时做好政策扶持、金融支持、载
体保障等工作，推动项目加快落地。聚焦
研发项目，鼓励企业加大光伏组件边框、
节能门窗材料、汽车轻量化材料等领域研
发力度，积极做好科技创新奖励、人才引
进等服务工作，推动项目研发持续提速，
尽快形成优质新材料产品。聚焦创新平
台，积极推动国际复合启动清洁能源新材
料研发生产基地建设，打造新材料产业科
研创新中心，进一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
能力。

新材料产业：产业格局初露端倪

近年来，大渡口区高度重视以重庆小面
为主的食品及加工产业发展，将其作为新兴
产业发展的重点之一，健全工作机制、聚焦
工作重点，持续精准发力，取得一定实效。

自2021年8月重庆小面产业启动建设
以来，累计培育引进项目40个，总投资额
43.59亿元，成功引育辣来主义、金牌干溜、
孟非的小面、井谷元、馨可元、呼啦面馆、铜
鹌阁、雍禾记等一大批高成长性重点企业
和品牌。

近期，重庆小面制品成功纳入工信部
等11部委的重点地方特色食品产业集群；
以重庆小面产业为主导的“麦制品产业集

重庆小面产业：跻身重点地方特色食品产业集群

群”被列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2023年农
业产业融合发展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22
年，以重庆小面主导的快消品产业实现营
收24.3亿元，增长47.3%。

围绕重庆小面生产、研发、推广、销售
等产业链上下游，全要素配置软硬件载体
资源，大渡口区规划建设了重庆市小面产
业园生产基地、博览馆、体验中心、中央工
厂、电商产业园等项目。截至目前，已建成
重庆小面博览馆、电商产业园、重庆小面生
产基地一期（约6.7万平方米），重庆小面中
央工厂（约6200平方米）已初步建成，其余
项目正快速推进。

下一步，大渡口区将继续从文化、风
俗、历史等多个维度，深挖重庆小面文化内

涵，通过“文旅+重庆小面”助推产业发展，
以小面文化为切入口，谋划文艺节目、挖掘
小面历史、搜集小面故事，塑造重庆小面区
域公用品牌形象。积极争取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国家部委支持，以
市政府名义申请“重庆小面”地理标志注册
并持续推动“渝面侠”图文商标申报注册。
重点培育重庆市蒙面佼佼科技有限公司、
放心嗨泽宇食品重庆有限公司、呼啦面馆
等企业升规入统，壮大产业规模，完成全年
产业营收50亿元目标。

同时，积极组织小面产业链企业参加
相关行业类展会，支持企业参加国内外大
型博览会、展览会、交易会、推介会、采购会
等，扩大重庆小面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