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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据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开州区经济承
压前行、总体平稳，基本
实现时间、任务“双过
半”——

全区 GDP 总量 324.1
亿元，同比增长5.1%；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14.6亿元、
增长1.1%，固定资产投资
124.4亿元、增长16.5%；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4.7
亿元，增长7.6%；居民可
支配收入 17890元，增长
5.8%。全区“五个一批”重
点任务301项，已完成总
工作量的61.39%，其中提
前完成 28 项、“双过半”
240项，成功获批“全国以
工代赈工作积极主动、成
效明显市县”，交出了“高
分报表”。

今年以来，开州区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强化稳进增效、除险清
患、改革求变、惠民有感
的工作导向，以“五个一
批”为抓手，全面开展“大
抓工业、大抓招商”，为

“一极两大三区”现代化
新开州建设提供坚实支
撑。

稳住农业基本盘
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3月，“巴蜀粮仓”全产业链绿色高质高效粮油开州样
板招商项目成功签约。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建设周期
5年，将累计流转土地50万亩以上，打造区域高标准粮油

“农高芯谷”示范带，实现种子产业育、繁、推与粮食产业
仓、加、销、期货的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即“种粮一体化
格局”）。

民以食为天，粮稳天下安。攥紧种子，才能端稳粮食
饭碗。

开州，地处渝东北三峡库区与秦巴山脉交汇地带，因
奇特的地形地貌，湿润温和、四季分明的立体型气候，使开
州具有十分丰富的粮油、茶叶、果品、畜牧、药材等农业资
源，被列为国家和省市级粮食、柑桔、药材等种类的商品生
产基地县，先后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全国“木香之
乡”“柑橘之乡”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开州充分发挥自身重点粮食区域的示范、引
领和带动作用，以粮食产业为抓手，在加快推进现代化农
业产业园区建设的同时，辅助开展特色产业，探索出一条
既“保增收”又“增效益”的复合发展之路，持续推进农业产
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聚焦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通过建设高标准粮
田、强化科技支撑、创新经营机制、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等
一系列举措，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数据显示，目前开州耕地保有量稳定在109.89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稳定在 78.8 万亩，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
66.26万亩、改造提升3万亩；秋粮播面122.6万亩、居全市
第1位，小春粮食播种面积35.1万亩、产量8万吨；蔬菜播
种面积13.68万亩、产量35.82万吨；出栏生猪63.03万头、
增长3.4％，居全市第1位。

农产品“土特产”效益稳中向好。上半年，因地制宜
连片打造绿色蔬菜、道地药材、特色水果、生态养殖、优质
粮油“5大众”生态特色产业，做精做特冷水鱼、茶叶、紫水
豆干、南门红糖、桑叶蛋“5小众”优势特色产业，生态特色
产业产值超百亿元。

稳住工业经济大盘
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石

工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推动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工作是抵御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有力支撑，也
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

4月，开州成功举办2023年一季度重大项目“三集中”
活动，集中签约项目21个、开工项目25个、投产项目13
个，总投资219亿元，开工和投产企业年产值将达139亿
元，包含农业、工业、商贸物流、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

其中，国创弼承(宁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创弼承新材料”）拟投资20亿元，在浦里新区临港片区
购买工业用地约250亩、租用标准厂房约5000平方米，建
设绿色节能建筑新材料产业园项目，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防水抗裂砂浆、隔墙等。达产后，产品将销往渝东北、
川东北、长江沿线等城市，年产值预计超20亿元。

国创弼承新材料的成功签约是开州“大抓工业、大抓
招商”行动的一个生动案例。

今年以来，开州紧抓“一带一路”倡议、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坚持以建成高质量发展、高
品质生活新范例为统领，以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以“五个一
批”为抓手，以“大抓工业、大抓招商”为载体，努力实现稳
进增效、除险清患、改革求变、惠民有感。

1月—6月，开州区能源建材、食品医药、电子信息、装
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分别实现产值89.7亿元、21.6亿元、

18.1亿元、11.1亿元，规上工业实现产值140.5亿元。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占比提高到12.2%、15.4%，接近
实现12.5%、16.5%的全年目标。

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工业，关键在项目建设。
为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州紧盯重大项

目落地建设，建立专班推动机制，成立以区委书记、区长任
双组长的重大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各级相关部门和区属国
有企业分别对应成立专门机构，实行“一个项目一个班子
一套人马”。每个项目专班由项目业主、行政审批、要素保
障等单位成员组成，负责项目推进事宜。

同时，组建重大项目服务中心，对全区所有重点项目
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定点联系等9项工作机制,加快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保障项目落地见效，为推动全区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发展壮大市场主体，是
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据开州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州始终坚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牵引，加快创新改革
举措，持续厚植发展土壤，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展——

上半年，开州区市场主体培育工作获市级督查激励，
新发展市场主体1.23万户，增长12.2%，居渝东北第3位；
新增市级“专精特新”企业32家，总量达到74家，与万州区
并列“两群”第一总量，排渝东北第1。

优化营商软环境
增强经济硬实力

招商引资是一个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更是
一座城市发展的后劲所在。

今年以来，开州区招商引资势态良好、成效显著：1月—
6月，新引进重点项目21个，投资金额达212亿元（含100亿
级PPP项目1个、20亿级项目3个、10亿级项目2个、亿元级
项目9个）。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为更好地推进全区招商引资
工作，开州区主要领导高位推动，由区委书记、区长挂帅，每月
外出招商1次。目前，已先后赴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成都
等地招商6次，拜访企业28家。

同时，大尺度革新“大招商”工作机制，通过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通知》《招商投资促进工作考
核办法》等文件，成立绿色工业、绿色农业、商贸物流、文旅
融合、城市提升、乡镇街道六大招商团，实行目标、责任、专
班、调度、考核五项制度，建好用好信息、项目、对象、专家

“四个库”，更加精准开展招商引资，营造“周周有项目信
息、月月有考察洽谈、季季有签约开工”的浓厚氛围，形成
全面全员全力大招商新格局。

上半年，该区各招商团团长带队招商，共走出去242
次、拜访企业601家次、请进来534家次，开展招商推介42
次，对接项目112个。成功举行2次重大项目“三集中”活
动，集中签约项目44个、开工项目32个、投产项目18个，总
投资414.9亿元，开工和投产企业年产值将达143.1亿元。

“把项目招进来是本事，服务好项目建设和发展更要真
功夫。”开州区相关负责人说。

为更好地推动项目建设，保障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今年以来，开州区积极完善一个重大项目、一个服务专
班、一套推进方案的“三个一”工作机制，旨在全方位、全过
程、保姆式服务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做好招商引资“后半篇
文章”。

同时，充分利用重大项目服务中心平台，及时协调解
决重点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查找工作中
的短板和弱项，从而进一步落实解决措施，保质保量完成
项目建设任务。

目前，该区汽车塑料配件及配件原材料生产基地等12
个项目实现开工，绿色电动重卡运营及上市项目等15个
项目投产。 刘玉珮 吴志杰 马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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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里新区标准化厂房 摄/黄林

竹溪川渝共建“中稻+再生稻”示范片迎丰收 摄/王晓宇

上半年成果展示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加快建设，

“一主两辅三优多特”产业体系初步形成，
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申报通过部级评
审，获批创建国家市级平台载体17个，培
育市级及以上农业品牌 254个。其中，

“开县春橙”首批入选“中国品牌·典范
100”，品牌价值超50亿元；“开州木香”成
为全国首个木香价格指数发布品牌。

“开州造·寿光菜”400亩试验地作物
高光上市；

关面乡、满月甘泉村等4个镇村获评
市级乡村治理示范镇村，竹溪灵泉、满月
甘泉、赵家周都获批市级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

新增市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3个，
乡村旅游综合收入21.53亿元，接待人数
416.97万人次。

工业经济提质发展
上半年，开州全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占

比提高12.4%、高技术产业提高15.8%，
接近实现全年目标。开州高新区上榜“第
二批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创
新名单”；“百千万鸿雁兴开”行动新引进
20亿级、10亿级、亿元级项目9个。

消费市场有序复苏
聚焦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打造，成功举

办土地招商推介活动暨春季房交会，完成
房地产投资18.66亿元，销售商品房68
万余平方米。旅游接待988.7万人次，增
长12.7%，旅游综合收入66.6亿元，增
长6.8%。开州故城单日客流量突破8万
人，创开州景区之最；开州大桥成为网红
打卡地。

区域协作提速深化
成功召开万达开第三次党政联席会

议，形成十大标志性合作事项、33项共同
向上争取清单等一系列成果，9个项目、8
个事项纳入市级“十项行动”“四张清单”。

翠冠梨丰收果农忙 摄/陈永松

紫建电子工人们正在进行电池的 PACK
生产 摄/朱书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