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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刘旖旎）5月
10日上午10点，一趟中欧班列（渝新欧）
从沙坪坝区团结村车站始发前往欧洲。
与以往不同，这趟班列将通过铁海联运方
式，跨越里海、黑海，最终运达欧洲国家。
这也标志着中欧班列（渝新欧）跨“两海”
线路成功首发。

中欧班列（渝新欧）跨“两海”路线，从
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
塞拜疆、格鲁吉亚、罗马尼亚等国家，再以

铁海联运方式跨越里海、黑海，最后抵达
目的地。

市政府口岸物流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中欧班列（渝新欧）的常规路线是经
新疆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

俄罗斯、波兰，最终抵达德国杜伊斯
堡。如今班列运行已超过 10 年，不断
拓展丰富新的线路，既能提升班列的境
外通道抗风险能力，也是推动班列高质
量发展的必要环节。本次跨“两海”线

路的运行，是在巩固原有线路的基础
上，积极探索把辐射范围拓展至黑海、
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体现。同时，这条线
路也能增强重庆连接“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能力。

中欧班列（渝新欧）跨“两海”线路班列成功首发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5月10日，记者从证券市
场了解到，64家A股上市渝企2022年一季报已全部披
露，合计实现净利润153.21亿元，较2021年同期增长逾
2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平均每家A股上市渝企净赚
约2.39亿元，比2021年同期增长约13.3%。从单家企业来
看，长安汽车赚钱能力最强，今年1-3月实现归母净利润
45.36亿元。排在第二和第三的是渝农商行和智飞生物，一
季度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36.19亿元、19.23亿元。

从净利润增长情况来看，一季度64家A股上市渝企
中，净利润实现正增长的企业超过一半，达到33家。其
中，净利润增速第一的为长安汽车，同比增幅达到
431.45%；第二为天域生态，同比增幅为339.38%；排在第
三的是博腾股份，同比增幅为333.53%。

此外，64家A股上市渝企中，有10家在一季度出现
亏损，包括小康股份、金科股份、西南证券、迪马股份、中交
地产、莱美药业、中设咨询、ST天圣、渝开发、万里股份。

64家A股上市渝企
一季度赚逾153亿元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5月10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十四五”生物经济
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我国
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划。《规划》明确提
出，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以城市为载
体布局建设生物经济先导区。

《规划》提出，发挥北京、上海、江苏、

广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地区生物
产业体系完备、科研基础扎实、医疗资源
丰富、国际化程度较高等优势，集中力量
组织实施重点产业专项提升行动，先行
先试改革举措，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和
影响力的生物经济创新极和生物产业创
新高地。

根据《规划》，重点任务包括大力夯实
生物经济创新基础、培育壮大生物经济支
柱产业、积极推进生物资源保护利用、加
快建设生物安全保障体系、努力优化生物
领域政策环境等5项。其中，《规划》将生
物医药作为生物经济战略性产业。

记者梳理发现，重庆在相关领域有基
础、有部署。来自市经信委的数据显示，

2021年全市医药产业实现工业产值同比
增长 11.9%，全市新注册医药产品突破
400个。

今年3月，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重庆
市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以下
简称《措施》），明确提出至“十四五”末，全市
医药产业规模达到2000亿元，在研创新药
物超过100个，5个新药获批上市。打造

“1+5+N”产业布局体系，建成1个国家级生
物医药产业集聚区。

《措施》还提出了生物医药和数字医
疗器械两大重点发展方向，并明确将重点
打造以重庆国际生物城为核心的国家级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持续建设两江新区、
重庆高新区、长寿经开区、涪陵区、大渡口

区5个集聚发展产业基地。
“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生物

经济。”城市化与区域创新极发展研究中
心秘书长、重庆大学教授姚树洁表示，生
物经济技术含量极高，需要集中全国力
量，发挥规模效应。京津冀、长三角、粤港
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
具备人才、平台、创新资源、先进技术等优
势，未来可期。

姚树洁认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
域内资源丰富，包括能源、环保、生物技
术、种植技术等，《规划》的出台从国家政
策层面提供了发展方向。重庆和四川应
借此机遇，更好地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我国首部生物经济发展五年规划明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将建设先导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 实习
生 冉罗楠）5月9日，市政府办公厅发布
《重庆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行动计
划（2022—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行动计划》提出强化服务供给和制
度供给，集成人才、平台、资本、项目等要
素，力争到2025年全市新培育科技型中
小企业1万家以上，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
业达到9500家以上，科创板上市企业达
到10家以上。

据了解，2021年我市累计培育入库
科技型企业36939家、同比增长40.1%，有
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到5108家、同比
增长21%。

“《行动计划》从5个方面制定了18条
举措，将进一步推动我市科技型中小企业
创新发展，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市科技局相关负责
人说。

在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培育方
面，《行动计划》提出建设一批大型科技企
业孵化载体，示范建设一批布局科学、特
色鲜明、整体协同的环大学创新生态圈，
支持高校师生创办一批科技型中小企
业。拓宽创新发展路径，引导科技型中小
企业向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方
向发展，支持有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
多层次资本市场挂牌上市、获取融资。

在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方面，《行动计划》支持企业开展核心技
术攻关，运用专利导航确定技术研发路

径，以“揭榜挂帅”“赛马”等方式参与相关
技术攻关科研项目。

在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方面，《行动计划》支持建设以企业
为主体的分布式中试熟化平台，为科技型
中小企业技术成果提供中试熟化服务。
扩大科研机构和高校科技成果处置自主
权，积极探索职务科技成果国有资产管理
新模式，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向科技型中小
企业转移转化。

在强化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资源要
素保障方面，《行动计划》提出进一步落实

好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
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技术开发及技术
转让增值税免税、技术转让企业所得税减
免、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征等政策。发
挥重庆科创投集团作用，推动科创股权投
资引导基金投早、投小，向科技型中小企
业倾斜。

在优化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服
务方面，《行动计划》提出搭建重庆市科技
型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技
术服务、市场研究、战略咨询等一站式服
务。

重庆出台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力争到2025年新培育这类企业1万家以上

本报讯 （记者 夏元）攻关工业设计，川渝携手发
力。5月10日，由四川泸州市和重庆江津区、永川区联合
主办的2022年“泸永江”工业设计创新大赛在江津启动，
将面向上述3市区企业征集优秀设计作品，同时鼓励设
计机构、院校与当地企业联合参赛。

此次大赛是泸州、江津、永川三地首次在工业设计领
域携手，征集作品分为产品和概念两个类别，涉及高端装
备、交通工具、智能机器人、机械、家居、食品、包装、文创
休闲、数字创意产品等多个领域，其中产品类参赛作品为
2020年1月1日后量产上市的产品，概念类参赛作品是
未上市的概念设计，以图文方式体现的创意设计。

大赛报名及作品征集均为线上进行，参赛单位须在
7月30日前填写报名表后将其与作品文件上传至指定
邮箱（泸 州 赛 区 luzhoudesign@126.com、江 津 赛 区 ji-
angjindesign@126.com、永川赛区 yongchuandesign@126.
com），同一参赛单位可以提交多件作品。

“泸永江”工业设计
创新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5月10日，记者从市市场
监管局获悉，该局近日发布涵盖农业农村、安全生产管理、
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领域的45项地方标准。其中，《城
市道路及高速公路城市段照明设计规范》（以下简称《设计
规范》）为国内首个同类别的省级地方标准。

据介绍，现行的国家标准《城市道路照明标准》
（CJJ 45-2015）已不能完全满足重庆山地城市地形地
貌和高速公路城市段照明设计需求。针对这一情况，《设
计规范》在现行国家标准基础上，根据重庆道路特点，规范
了山地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城市段、道路照明设施等技术
词汇；从一般规定、照明区域分类、照明设计标准、光源灯
具选型与布灯设计、照明控制、供配电要求、照明节能要求
几方面规范了照明设计过程，适用于重庆新建、改扩建城
市道路，以及高速公路城市段的照明设计，有助于提升重
庆市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城市段照明品质，保障照明安全，
提高通行能力。

除《设计规范》外，近日发布的地方标准还包括《特种
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电子证书技术规范》等3项市场
监管领域地方标准，《安全生产技术规范 第26部分：涂
料制造企业》等5项安全生产领域地方标准，《荣昌猪 中
小规模猪场建设技术规范》等33项农业农村领域地方标
准，以及城市管理领域、科技领域、地震领域地方标准各1
项。

市市场监管局
发布45项地方标准

□本报记者 白麟

日前，中国摩托车商会发布的1-3月
国内摩托车市场产销数据显示，大排量休
闲娱乐摩托车销量逆势增长。

实际上，从2019年前后，中大排量产
品就成为国内摩托行业的突出亮点与发
展新路径。国内各大摩托品牌瞄准中大
排量产品开始市场拼杀。据不完全统计，
近3年全国上市的250CC以上排量新款
摩托至少有上百款，推新速度是3年前的
数倍。

那么，作为摩托车产业重镇的重庆，
在这一轮市场竞争中表现如何？

4家摩企销量占头部企业
总销量42%

记者分析数据发现，2021年在全国销
量前十的头部摩企中，重庆的隆鑫、宗申、
力帆、银翔在排名中占据二、三、四、六
位。4家摩企销量占到前十头部摩企总销
量42%。

今年一季度中国摩托车商会发布的

新榜单中，隆鑫、宗申、银翔、重庆建设在
排名前十中，分别占据二、三、四、十位。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摩企集体发力，
让其在国内头部摩企的销售占比进一步
提升，今年一季度，上述重庆摩企销量已
占据头部摩企总销量的半壁江山。

先人一步通过产业升级
抢占市场份额

“在中大排量产品竞争格局中，重庆
摩企先人一步，引领产业升级发展制高
点，抢占到更多份额。”市场观察人士曲云
超，一句道破重庆摩企取得上述市场成绩
的关键原因。

据中汽协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国内
250CC及以上大排量摩托车销量，年度复

合增长率达到40%左右，重庆摩企的表现
强于大市。以隆鑫为例，2020年开始，该
公司“无极”系列大排量摩托车产品实现
年销量破2万台，增速高于行业平均水
平。去年，在“无极”系列大排量摩托车销
售增长以及出口增长等因素带动下，隆鑫
全年实现营收 75.58 亿元，同比增长
39.55%。

宗申大排量摩托车销量，近年来更是
不断增长。

把握“窗口期”围绕休闲
娱乐推陈出新

“大排量高端摩托车成为新宠已是市
场定势。”本地一家知名车企负责人向记
者表示，未来数年之内，中国摩托车市场

可能完成“工具车市场”向“玩具车市场”
彻底转型。这也意味着，摩托车行业规模
化大生产的廉价时代将结束。

“在新一轮竞争中，重庆摩企已经走
对了第一步。”曲云超表示，可以预期，随
着摩托车工业转型升级的深入，未来农村
市场将逐步缩小、城市摩托车应用增加，
大排量休闲娱乐摩托车市场将快速发展，
重庆摩托车产业将面临一段不短的“窗口
期”。

同时，也有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摩托
车市场总规模进一步萎缩，将加剧摩企竞
争。重庆摩企必须围绕摩托车休闲娱乐
产业，推出更多个性化、外观时尚、性能增
强、科技感强的大排量产品，在研发中加
强与新能源、智能化技术融合，才能真正
完成这一轮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大排量摩托车逆势增长

重庆4家摩企一季度销量进入全国前十

5月10日，巴南区花溪电站旁，市民
在花溪河绿色生态步道漫步。

花溪河生态步道工程北起融汇大
桥、南至宗申桥，北接两江四岸规划区，
南接花溪南泉片区，长 15.9 公里。工程
于2020年7月启动，计划种植行道树、月
季、小雏菊等 90 余种花卉树木，目前已
完成 14.1 公里建设，预计今年 6 月初全
面完工。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花溪河生态步道
预计6月完工

本报讯 （记者 崔曜）5月9日，记者从渝中区两路
口街道获悉，为引导居民做好垃圾源头分类，强化收运环
节管理，解决生活垃圾混装难题，该街道重庆村社区推行
了“日周月”收运模式，即每天定时定点收运厨余垃圾和
其他垃圾，每周三固定开展资源回收活动，每月末定期开
展有害垃圾集中兑换活动。

最近三年多来，每天上午8点左右，重庆村社区居民
程积惠都会将分类好的垃圾投放到楼下的生活垃圾集中
收集点。“我是最早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的社区党员，我还
说服左邻右舍也参与进来。”程积惠说。

到了晚上7点，清洁工人翟自前会准时出现在厨余
垃圾收运点上等候环卫车。环卫车到来后，驾驶员在打
开垃圾箱盖检查分类无误后，就将厨余垃圾倒入全密闭
的环卫车运走。

每到周三，居民龚年平就会提着一包旧书，或带着
废纸板、矿泉水瓶等到社区院坝参加资源回收活动，经
过重庆宸洁宇美环保科技公司工作人员验货、过秤、登
记后，用废旧资源兑换成生活日常用品。“社区委托的
第三方回收公司还可预约服务，上门取件，方便我们兑
换小礼品。”龚年平称。

据了解，重庆村社区每月末还会开展一次“有害垃圾
集中投放兑换”活动，居民可用过期药品、废灯管、废化妆
品等集中兑换小礼品。

两路口街道重庆村社区
推行垃圾“日周月”收运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