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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重庆日报》消息 近日，
渝北区玉峰山镇玉峰村，花岛湖
农业专业合作社举行了第一次分
红活动，合作社股东代表依次上
台签字、确认、领钱，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这样的分红场面，在渝北区并
不鲜见。近日，记者从渝北区农业
农村委获悉，渝北区把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作为促进乡村振兴的

“牛鼻子”，通过责任落实、制度建
设、激励保障等，2021年共实现村
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3.6 亿元，
村均集体收入超过200万元，累计
向群众分红1060万元。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强
农业、美农村、富农民的重要举措，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渝
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这个问题
上，只有掌握“精准施策、量体裁
衣、靶向发力”的原则，才能做好村
级集体经济这块“大蛋糕”。

“我们的做法，主要有 4 个方
面。”该负责人介绍，一是抓责任
落实，推动村党组织书记兼任集
体经济负责人占比达 95%以上，
进一步压实村党组织书记第一责
任人的职责，全面落实党组织的
监管管理权、重要事项审议权等
权利。同时，创新成立“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对发展
规划、项目实施等进行全过程指
导、全方位把关。

二是抓制度建设，加强对村级
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指导力度，尤其
是每个扶持村均落实 1 个区级部
门结对联系、1名集体经济发展指
导员包村负责，及时解决发展和项
目建设运营中存在的困难。

三是抓激励保障：区促进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二十条措施（试
行）》，从金融、税收、用地等方面发
出系列“政策包”，明确规定各级财
政投入的400万元以下涉农项目，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由当地村集体
经济组织承接实施；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开展涉农经济活动和非农生
产经营活动，分别享受农民专业合
作社或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通
过增减挂钩的方式盘活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有力缓解了集体经济组
织无资源的问题。

四是抓经营效益，立足本地特
色资源，鼓励各村创办经济实体，
形成了土地整合扶持型、资源盘活型、特色产业发展型等发
展模式，逐步改变依靠财政输血式的发展。

种种措施，让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渝北区以
农业产业为依托，推动“接二连三”，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创
办、领办有机肥料厂、农产品加工厂、种植养殖基地等115
家中小型企业。

以花岛湖农业专业合作社为例，该社依托财政支持和
集体资金投入，陆续建成环湖公路2公里、便道12公里、停
车场2800平方米、桃园基地100亩、蓝莓基地50亩、生态蔬
菜基地80亩、花岛湖70亩、6家农家乐。基础设施建设和
产业融合发展齐头并进，让这个小山村变得越来越美，也给
村民带来了更多直接收益。

2021 年，渝北区实现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3.6 亿
元，村均收入超过200万元，净收益8017万元，村均净收益
46 万元。同时，累计缴纳税金达 686 万元，向群众分红
1060万元。

本报讯（记者 陆世玲 通讯员 黄志
毅）日前，记者从区市场监管局获悉，我区
以“放管服”改革为动力，持续加强和改进
市场监管能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区市场
主体总量从2020年末的 129533户增长至
2021年底的155861户，增长率达20.3%。

数据显示，2021年，我区新设立市场主
体40768户，其中企业12029户，个体工商
户 28717 户。目前，全区市场主体总量达

155861户，其中内资企业65946户，外资企
业600户，农民专业合作社419户，个体工
商户88896户。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我区民营企业
突破6万户，达到64253户，占全区企业总
量的 96.55%。2021 年新设立企业主要集
中在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4个行业合计占比接
近七成，呈现高科技类企业增速较快、科技

研发产业等行业发展迅猛的特点，与我区
转换经济发展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态
势高度匹配。商贸类传统企业仍是企业增
长的主力军，占据新增企业数量的前两位，
在稳定民生、保障就业、促进消费等方面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2021 年渝北的第三产业呈现
高速增长势头，全区新设立企业三次产
业 之 比 为 1.49：9.85：88.66。 新 设 立 企
业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同

比增速分别为 22.60%、14.24%、13.05%。
据介绍，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好转，企

业数量也将继续保持高增长率，预计2022
年全区个体工商户增长数量将达 2.9 万户
以上，企业增长数量将达1.3万户以上。在
企业类型方面，商贸类企业仍将是增长的
主力军，发挥着保障民生的作用。随着我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深化，高科技
类企业也将进一步加速聚集渝北，全区科
技研发能力将持续增强。

本报讯（记者 张泽美 通讯员 李
鑫）近日，重庆市经信委发出《关于公布
2021年市级楼宇产业园、小企业创业基地
认定、复核合格名单的通知》，仙桃数据谷
被认定为市级楼宇产业园。

根据重庆市中小企业局关于《重庆市
楼宇产业园认定管理办法》的规定，楼宇产
业园是指有效利用楼宇型建筑打造的为中
小微企业的创设和发展提供场地、配套公
共设施和配套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空间，
是中小微企业集聚发展的载体，具有土地
利用集约化、企业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服
务配套化的特征。

据了解，仙桃数据谷规划面积2平方公
里，总建设规模约175万平方米，预计静态
建设投资约127亿元。该园区以数据为驱
动、软件为基础，布局“1+3+5+10+N”创新
生态圈，“1”即大数据，“3”即物联网、集成电
路设计、人工智能，“5”即重点发展智能汽
车、智能终端、生命健康、软件信息、数字城
乡等5大产业，“10”即建立外观设计、全套
3D打印、智能样机生产、软件系统开发、集
成电路综合服务、类脑技术、智能硬件检测、
仙桃学院人才培养、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汽
车协同等10个开放共享平台。

目前，该园区已建成投用商务楼宇112
万平方米，完成投资约100亿元；现有注册
企业 1277 家，入驻企业 250 家，规上企业
33家，高新技术企业41家，聚集创新创业
人才约6500人，累计实现产值250亿元、税
收10亿元。

在2021年中国软件产业年会上，该园
区获评“2020 中国最具活力软件园”。前
不久，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十批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名单，仙桃数据谷
以“软件和信息服务竞争力强的特色产业
示范基地”成功入选，再获一张“国字号”
名片。

目前，该园区已落户长安、腾讯、字节
跳动、华为等链主企业，北斗智联、中关村、
中科创达、博彦科技、同方鼎欣、新致软件、

华大基因、微软加速器、诺而思、秦嵩科技
等核心企业，以及伏特猫、椿江科技、艾美
生活等一批创新企业，逐步构建“龙头企
业+公共平台+产业应用+人才培养+创新
孵化”的软件产业生态。

“力争到 2026 年，仙桃数据谷将引进
和培育龙头企业10家、核心企业50家、优
质企业500家，引入50名行业领军人才，带
动软件从业人员 5万人，实现软件产业年
营收2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1000亿

元。”仙桃数据谷公司负责人介绍，该园区
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配套设
施，加强规范管理，提升服务能力，为入驻
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提供优质服务，
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

机器轰鸣，一派繁忙。
新年伊始，位于川渝高竹新区的四川力

登维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简称力登维）订单
不断：东风商务车G6汽车顶盖协同开发、长
安新能源车型后排座研制、深圳比亚迪汽车
顶盖加工……工期已经排到除夕。

近日，力登维技术中心技术总监邓勇告
诉记者，刚刚过去的 2021 年，公司创收近
5000万元，扭转了多年亏损的局面。

“区域合作让我们吃下‘定心丸’。”邓
勇坦言，力登维的“逆袭”，得益于党中央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战略部
署，“渝北与广安的务实合作，让企业信心
倍增！”

合力通堵点
加快构建外联内畅大通道

川渝高竹新区的前身是四川省邻水县
高滩川渝合作示范园，建于2012年，主要配
套重庆承接发展工业经济。2014年，力登维
从重庆九龙坡区迁到这里。此后公司累计
投入上亿元资金，却连续6年亏损。

“首先是道路制约了我们的发展。”邓
勇说，过去高滩园区无论是到渝北城区，还

是去邻水县城，都要 1个多小时车程，并且
路窄、弯多、坡陡，“紧邻重庆主城区是这里
最大的优势，但‘近而不快’又是很现实的
劣势。”

有一次，客户乘车从江北国际机场到
力登维考察，在山路上被颠簸得晕车了；

在园区考察 3天，住宿条件差，晚上又睡不
着觉……

因此，力登维不但引不来大客户，连招
聘员工也有困难。因为交通不畅，力登维不
得不在两江新区建立了周转中心，以保证能
按时给重庆主城客户配送汽车部件。

“破除瓶颈、打通堵点，全力建设大通
道。”川渝高竹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
年 11 月以来，川渝高竹新区积极谋划川渝
大道、合广长高速、轨道交通等重大交通项
目，强力推进南北大道北延段、包茂高速高
竹互通等项目建设，加快构建新区外联内
畅、安全快捷的进出大通道。

2021年6月29日，渝北区南北大道二期
工程正式通车，渝北新增了一条通往四川邻水
的大通道，从两路城区到川渝高竹新区车程缩
短到1小时内。

现在，南北大道邻水段正加紧施工，有
望到 2023 年实现全线通车。届时，两路到
川渝高竹新区车程只需要 40 分钟。与此
同时，川渝大道项目也加速推进，高竹互
通正火热建设中。

如今，力登维已撤掉设在重庆主城的周
转中心，直接改从工厂向主城客户派送产
品。仅此一项，公司每年可节省100多万元
支出。

“区域合作，让道路建设更顺利。”川渝
高竹新区相关负责人坦言，过去，南北大道
因为区域问题，只能修到渝北茨竹镇；邻水
的川渝大道因为土地问题，修了两公里就成
了“断头路”。他看了看办公楼上“强化一家
亲意识、树牢一盘棋思维、贯彻一体化理念”
的标语，笑言道，“现在，路子就更宽了。”

（下转第二版）

亏损多年，这家企业“逆袭”创收5000万元
——川渝高竹新区加强区域合作背后的故事

2021年我区新增市场主体4万余户
全区市场主体达15.5万多户，其中民营企业突破6万户

牵
住
乡
村
振
兴
﹃
牛
鼻
子
﹄

渝
北
去
年
村
均
集
体
收
入
超
两
百
万
元

仙桃数据谷被认定为市级楼宇产业园
该园区已建成投用商务楼宇112万平方米，现有注册企业1277家

川渝高竹新区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本报记者 胡瑾 摄

鸟瞰仙桃数据谷 通讯员 许多 摄

本报讯（记者 蒋婧）2月 9日，茨竹
镇养老服务中心公建民营项目揭牌仪式
举行。揭牌后，该中心将严格按照程序
和规定，由茨竹镇政府交予社会专业的
养老机构进行运营。

市民政局副局长徐松强、区政府副
区长马成全等出席揭牌仪式。

据悉，茨竹镇养老中心原名为茨竹
慈善敬老院，始建于 1996 年，建筑面积
2150 平方米，占地面积 1375 平方米，于
2021年由镇政府出资，按照重庆市“千百
工程”要求进行改建，设立八大功能区，
并更名为茨竹镇养老服务中心，该中心
内设有床位80个，入住67名老人。改建
后，镇政府通过招标引入光大百龄帮（重
庆）康养产业有限公司，于近日正式签署
合同开始移交相关工作。

记者了解到，该公司进驻后，增配了
社工、护士、后勤专员等工作人员，将通
过提升及保障老年人的精神文化娱乐生
活及健康管理等方式，提供全方位、高品
质的养老服务，提升在院老人的获得感、
幸福感。

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
作，深入推进养老服务改革，不断完善养
老服务体系，优化提升养老服务环境，全
区现有公办、民办养老机构47家，各类养
老床位达到6700张，基本形成了居家社
区机构养老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
老服务体系，被民政部、财政部评为第五
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全
国十佳城市，悦来老年康养中心被国家卫
生健康委授予“全国敬老文明号”称号。

揭牌仪式结束后，徐松强、马成全一
行还前往茨竹镇华蓥山敬老院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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