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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重庆建设 以智能提效能

在重庆，老百姓办理各种证照不用
来回跑，在手机上登录“渝快办”就可以
快速办理。

该APP集成了从中小学入学、公租
房申请到企业开办等 80 个应用以及企
业个人全生命周期 286项高频服务。这
背后，正是重庆以数字重庆建设引领撬
动全面深化改革的探索。

“作为数字重庆建设的重要基石，一
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是全国唯一的
以省域一体建设、全市共同使用的超大
城市治理的数字孪生底座。”重庆市政府
副秘书长、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数建办
副主任代小红介绍，作为一体建设、两级
管理、三级贯通的公共数据资源管理体
系，目前形成了数字资源“一本账”。它
的建成有效减少了低水平建设和重复投
入，对超大城市智能精准的服务发展能
力初步形成。

“重庆以数字化改革推动政府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突出科学精准，
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能力。”重庆市政府
办公厅副主任、数字政务专题组副组长邓
远峰说，如“经济运行监测”应用动态归集
监测了全市 3000多个主要经济数据，形
成“季分析”“月画像”实战能力。这些典
型应用，推动经济运行分析，从经验判断
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从宏观向微观、定
性向定量转变。

截至目前，重庆已经实现了 22个应

用三级贯通，“以算力换人力、智能增效
能”，切实提高了治理效能和高质量发展
能力。

打造“产业大脑”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在重庆赛力斯智慧工厂，1000台机

器人协同作业，激光焊接高速运转，每 3
分钟就有一台新能源汽车下线。

效率的大幅提升得益于生产线智能

化改造。在数字重庆建设带动下，重庆

对汽车、装备、医药、材料等产业实施智

能化改造，逐步实现数字化转型。

数据显示，2023年，重庆新认定市级

智能工厂17个、数字化车间224个，累计建

成144个智能工厂和958个数字化车间。

重庆并未止步于此。今年初，重庆

发布两份指南，明确将构建“产业大脑+
未来工厂”新生态，力争到 2027年，全市

建设20个以上行业大脑、20个以上未来

工厂，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以忽米网打造的汽摩产业大脑 1.0
版本为例，目前大脑已链接了 330 多家

上下游关联企业，通过应用汽摩行业的

产业大脑，形成有力带动，实现政府端、

企业端、行业端的互通，使整个产业链效

率提升 17%，供应链能耗降低 14%，配套

企业生产率提高20%。

服务有“数”创造高品质生活，管理有

“数”实现高效能治理，产业提“数”推动高

质量发展。一个更智慧、更高效、更美好的

数字重庆，正迎面而来。（据《科技日报》） 2024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以下
简称“成都世园会”）4月26日盛大开幕，
记者提前走进成都世园会分会场之一的
郫都分会场，探访这个鲜花的“乐园”。

据了解，成都世园会采取“一主四
辅”办会格局，包含1个主会场和4个分
会场，郫都分会场便设在中国西部重要
的花卉苗木集散中心“春天花乐园”。以

“现代花卉产业未来发展答卷”为主题，
一幅花卉经济长卷在这里徐徐展开。

走进“春天花乐园”园区，一排银白
色三层建筑格外吸引眼球，这便是郫都
分会场主展馆“春肆花园中心”，成都世
园会期间这里将布局国际花卉品牌展
厅、成渝地区花卉产业成就馆、花卉园
艺场景馆和花卉园艺周边产业艺术馆，
总面积达到7.2万平方米。

“国际花卉品牌展厅邀请了22家国
际国内参展商，集中展示从育种与研发
到生产种植、贸易流通、技术设备等环
节的展品。”四川春天花乐园投资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朱瑾介绍，春天花乐园有
花卉、绿植、资材等产品超 3万种，成都
世园会的举办让园区新增了多家全球
花卉头部企业入驻。

“春肆花园中心”外的大眼花园、鲜
花盆花交易区，也是郫都分会场的展示
区：大眼花园内10个主题花园中，300多
款植物构成了生动景观；会场内 4个图
书馆、书吧共同构建起一座园艺图书
库，收录了国内外上千品类的植物科普
书籍。

“川花新品种将是我们此次的展示
重点。”朱瑾介绍，四川省有高等植物
12000 余种，其中有观赏价值的野生花

卉和传统名花有5000多种。近年来，四
川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协
会对功能型本土野生观赏植物资源进
行了挖掘，不断创制商业新品种。在郫
都分会场，游客将看到许多具有自主产
权、特色鲜明的川花新品种。

绽放的川花也引领着花卉产业的
发展。在“春天花乐园”的鲜花交易
区，“花二代”罗秋汉正忙着打包将发
往全国各地的各类鲜花。成都世园会
上，他计划通过在分会场开设一家绿植
精品店，将家里近 30 年的花卉事业推
上新台阶。

“我希望以新中式风格融入成都世
园会，并主打本地品种花卉，帮助年轻
人找到适合自家采光环境的植物。”罗
秋汉表示，在他所经营的近 200种花卉
中，春夏季四川本地花卉占比达到 50%
以上。

“成都世园会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四
川花卉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进一步推动
花卉产业的发展。”朱瑾表示，成都世园
会激发了更多人对花卉产业的关注和
热情。

在郫都，300余亩的班纳利种业（成
都）种苗繁育创新基地内，智能温室让
种繁花卉的种苗生产实现智能化；成都
苗多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新改良、研
发培育出 200多个杜鹃品种，年培育种
苗超千万株，被称为“植物克隆基地”。

2023年，郫都区花卉苗木生产面积
达 11.27 万亩，从业人员约 3.7 万人，经
营主体 4000多家，种植花卉 1000余种，
花卉苗木产业销售收入达57亿元。

（据新华社）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是支撑
中国经济大盘的重要力量。

记者近日在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和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采访。一南一北相隔
近千公里的两地，共同传递出县域经济
发展内生变化的新意。

新旧交融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走进浏阳大瑶镇国际花炮商贸城，
扫一扫各类烟花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
创意满满的烟花便在手机屏幕上“绽
放”，令人大开眼界。

如今的花炮产业早已今非昔比。不
断创新，以安全环保的新材料、新产品、
新技术，推动花炮生产迈向智能化、个性
化；文化赋能，以创意焰火秀拉动城市文
旅新消费……

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张贤前介绍，2023 年，浏阳花炮产业总
产值达 508.9 亿元，增长 68.8%。目前，
400余家烟花生产企业以及上千家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带动就业30万人以上。

在曹县，电商直播带火了汉服、木
雕、家居、食品等特色产业。当地“淘宝
镇”数量达21个，居全国首位；176个“淘
宝村”占了山东省 1/5；电商企业达 7068
家，网店8.4万个。

曹县县委书记赵福龙介绍，今年一
季度，曹县网络零售额达到81.9亿元，同

比增长42.77%，其中汉服供不应求，网上
销售额达19.8亿元，同比增长90.75%。

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
县域经济呈现新活力

传统产业走向新生，带动县域经济
迈向更大领域。

走进浏阳经开区，长沙惠科光电的
质量精准追溯、智能仓储入选工信部
2023年度智能制造优秀场景；蓝思科技
的创新研究院入选长沙市重大科技创新
标志性项目……

近年来，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浏阳县域
经济从传统花炮产业“一枝独秀”，发展成
为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智能装备制造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

同样，曹县也在加快推动传统产业
迈向数字化、智能化、集群化。

爱伦金属新建年产20万吨金属铜新
材料项目、圣奥化学年产22.5万吨加氢新
材料产业链一体化项目、正道轮胎三期技
改项目……翻开今年曹县上百个在建工
业项目一览表，产业提质升级是关键词。

没有“传统”的产业，只有“固化”的
思维。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培育新质生
产力。对传统产业占比较大的县域经
济而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绝
不是要淘汰传统产业，而要通过推动传
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激发县域经济新
活力。 （据新华社）

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华能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133兆瓦，全年总发电量
达1.6亿度。永新县充分利用荒山荒坡等砂砾地层，大力发展光伏能源产业，
运用“绿色能源+农业”模式，形成产业效益互补融合，助推当地能源结构优
化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图为永新县华能光伏电站，蓝色光伏组件与绿色
植被交织映衬，蔚为壮观。

（据人民网）

江西永新：建设光伏电站 推进绿色发展

重庆探索数字经济发展模式

构建“产业大脑+未来工厂”新生态

川花绽放催动花卉产业发展
——探访成都世园会郫都分会场

数字化变革，推动重庆迈向现代化。目前，重庆已建成全国首个“一
体建设、三级贯通”的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在全国率先实现
省域基层治理体系整体重构。同时，重庆正在探索建设“产业大脑+未来
工厂”数字经济新模式，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浏阳花炮与曹县汉服的新“县”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