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同事返京，特意要试

试刚开通的郑渝高铁。从重庆到

北京，1700 多公里，坐高铁 6 个多

小 时 即 至 ，着 实 小 激 动 了 一 回 。

回望过去，类似的变化与感慨，一

次又一次在山城发生，改变着这

座城、影响着这里的人。

提起重庆，往往会勾起一些

人 对 三 线 建 设 老 工 业 基 地 的 回

忆。在新发展阶段，这些昔日的

荣光和积累，如何转化为新的发

展引擎与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努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

要指示，为重庆明确了方向。

山水之城，奋进笃行。深入

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重庆

传统的汽车、电子等支柱产业竞

争力不断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也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

一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平台不

断壮大，高端创新资源加快聚集。

行走重庆，我们看到了智能

化车间、高精尖科研，宽阔道路、

高大桥梁，景色宜人的城市公园；

我 们 听 到 了 智 博 会 永 久 落 户 重

庆、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

项目落地、西部（重庆）科学城建

设如火如荼、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等信息。

“中央赋予重庆诸多政策利好，寄

予厚望，我们一定不吹壳子，要把

重庆的未来整巴实。”在采访中，

重庆干部群众这样感慨、这样许

诺、这样实践。

重庆依山而建、由水而兴，是一座码头城市。重

庆人爱着长江水，长江水养育着重庆人。今天，长江

已不再是重庆人突破大山大水、对外交通的唯一物

流通道了。从中欧班列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开

创出东南西北四向物流通道，以通道带物流、物流带

经贸、经贸带产业，努力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

开放，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

用。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重

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实现新的突破，正以自信坚定

的开放姿态拥抱世界。

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重庆从全局谋划一域、

以一域服务全局，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目前，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保

持为优，重庆市森林覆盖率提升至 54.5%，空气优良

天数连续 4 年保持 310 天以上。青山、碧水、蓝天，成

了山城人的日常。

什么是重庆？是红岩村、歌乐山为代表的红色文

化承载地，是解放碑、洪崖洞等特色美景所在的旅游目

的地，是拥有火锅、小面等诱人美食的网红城市……新

时代的重庆，另一面愈发凸显：是“行千里、致广大”“山

水之城、美丽之地”“智造重镇”“智慧名城”……而这些

要素，吸引着越来越多人到重庆创业安居。

城市在更新，乡村在振兴。巴渝儿女牢记殷殷

嘱托，全力打造一座近悦远来的幸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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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重庆果园港一带景象（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图②：盛夏时节，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楠木乡红星村的荷花绽放，吸

引游客游览观光。

陈碧生摄（影像中国）

图③：在重庆赛力斯两江智慧工

厂，新能源汽车组装下线。

邹 乐摄

图④：地处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

处的重庆江北嘴。 唐安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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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276 亿元的总产值，位

于渝北区的仙桃数据谷，依靠什么加速发展？答案

是“数字经济”。依托重庆汽车产业雄厚基础，智能

网联汽车插上腾飞的翅膀，新的创新和突破在这里

发生。

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重庆坚定

不移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选择。近年来全市数字经济增加值保持两位数增

长，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提升。

“可别小瞧了这码，设计、检验，不良事件监测、

召回，都在码里边。”看着眼前的设备，重庆山外山

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公司承建的

医疗器械行业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平

台，通过“一物一码、一码到底”，使各环节透明化、

可视化、智能化，保障医疗器械产品安全。

2018 年底，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

（重庆）在重庆两江新区正式上线运营。截至今年 6
月底，已服务四川、贵州等西部 9 个省份，上线二级

节点 32 个，标识注册量累计超 119 亿，累计解析量

68.2 亿，接入企业节点 2708 个。

依托原有制造业基础，重庆正在布局工业互联

网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互为场景、互为基础、互为生态

的协同应用体系，数字经济赋能，让市场更有活力。

“一系列孵化器、独角兽企业、上市公司、高精

尖企业以及科研院所在这里布局，意味着一个以人

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产业基地将形成。”西部

（重庆）科学城负责人介绍，投资额达 200 亿元的人

工智能产业基地落户，带动产业链上大量企业项目

入驻，形成完善的信息技术产业生态，数字经济产

业的“朋友圈”会越来越大。

一朵朵“数字云”升腾，激活新要素，培育新动

能，发展新业态，重庆新兴产业生机尽显。

新兴产业 生机尽显
本报记者 王斌来 常碧罗

“余老师，您看梨树上的果子这么大了，什么时

候可以摘啊？采摘后我们还要做些啥？”

“别光看个头大，果子甜度还不够，还得再等

等。天气太热，采摘后要及时灌溉，一周之内施药

施肥。”

巴南区双河口镇塘湾村高山生态水果产业园

里，党员“土专家”余元彬冒着近 40 摄氏度的高温，

正忙着给村民指导采果及果树养护事项。

为了更好助力乡村振兴，塘湾村以党建为抓手，

推动水果种植产业由零星式“单打独斗”向规模化

“抱团”发展。村里划分了 41 个党员责任区，水果种

植方面的 9 名党员“土专家”带头示范。2021 年，塘

湾村水果产业产值 80 万元，村民收入大幅提高。

塘湾村的变化，是巴南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

一个例证。“党建引领是核心。通过总结推广‘导师

帮带制’等举措，干部群众投身乡村振兴的热情和能

力大大提高。”巴南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潇说。

近年来，重庆市制定实施农村带头人队伍整体

优化提升行动方案。2021 年换届后，全市村两委成

员平均年龄下降 4.5 岁，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比例提

升 11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重庆市建立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工作联席会议、集体经济发展指导员等

制度，推动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村”基本清零，年经营

性收入 5 万元以上的达到 50.5%。

把党建引领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

重庆各级党组织持续做好驻村帮扶工作，凝心聚力，

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进乡村振兴的

强大动能。2021 年以来，丰都县发展改革委机关支

部开展了“党建促乡村振兴”等 4 项“党建+”融合行

动，对梳理出的 13 项重点帮扶事项，党员干部包干

服务，一场场专题会，一次次跑现场，解决了许多群

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崔 佳 刘新吾

红砖楼焕然一新，停车场宽敞整洁。走进渝中

区石油路街道医学院路小区，庭院环曲，一片葱翠。

“老小区越住越新！”见证了小区变化的李淑英老人

笑容满面。

曾经，这片高校家属区产权复杂，没有物业，连

每月每户 5 元的清洁费都无法足额收取，小区设施

老化、管线杂乱、绿化稀少。2020 年 11 月，医学院路

小区搭上渝中区“城市更新”快车。通过整治安全隐

患、翻新老旧院落、建设小区景观，小区“蝶变”新生，

旧貌换新颜。

在重庆，越来越多的老小区正在“逆生长”，焕发

青春活力。自 2018 年启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

以来，重庆累计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351 个，惠

及居民约 76 万户。

改造老旧小区，不仅靠“输血”，还要靠“造血”。

重庆发挥市场引导作用，激发居民内生动力。

石油路街道负责人介绍，高校与街道签订协议，

整体移交“三供一业”，小区引入专业物业管理公司，

召开业主大会，建立合理的物业管理费收缴制度。

盘活低效闲置空间，用于社区食堂、便民服务、商业

出租，方便居民的同时还可获得稳定收入。

数公里外的渝中区戴家巷，将“政府干、群众

看”变成“政府搭台，群众唱戏”。“我们把公共环境

整治好，老百姓纷纷改造临街房屋出租，催生了很

多小店。”渝中区重点项目建设事务中心主任唐柏

君介绍，区里出资打造历史文化街区，吸引大批游

客，居民也参与进来，大家共同维护小区的劲头更

足了。

“十四五”期间，重庆将继续改造约 1 亿平方米

城镇老旧小区，把更多老旧小区变成美好生活家园。

小区改造 焕发活力
本报记者 王斌来 刘新吾

俯瞰铜锣山矿山公园，一个个湖泊镶嵌在连绵

的青山中，美不胜收。

铜锣山矿山公园过去是重庆市区主要的碎石供

应基地。 2012 年，渝北区陆续关停矿区企业。然

而，留下来的废弃矿区面积达 14 平方公里，环境破

坏严重。渝北区先后投入 1.5 亿元，大规模开展废弃

矿山综合治理，累计种树 40 余万株，消除边坡隐患

54 处。随着生态修复工作的开展，矿坑的独特环境

形成了碧水深潭。曾经的矿山摇身一变，成为翡翠

湖公园，12 个有水矿坑宛如珍珠点缀于青山间……

近年来，重庆以生态为先，兼顾生态修复与污染

防治，让青山更绿、江水更清。

淮远河全长 73 公里，是铜梁区的母亲河。3 年

前，这里杂草丛生、污水横流、垃圾成堆。2019 年，

铜梁启动原乡中央公园建设，新（改）建雨污管网

20 余公里、累计清理打捞漂浮垃圾 170 吨、清运淤

泥 1 万余立方米；规范完善环境准入清单，从源头

严控污染排放；建立清淤清漂和常态督查机制，确

保水质稳得住……持续综合整治，淮远河彻底改变

了昔日“脏、乱、差”的形象，水质由劣Ⅴ类提升为

Ⅲ类。

近年来，重庆完善制度顶层设计，颁布《重庆市

水污染防治条例》等；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全市流域

面积 500 平方公里以上的 19 条河流全部签订生态补

偿协议；强化源头管控，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实

施“三线一单”分区管控……多管齐下，让生态更优

环境更美。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数据显示：2021 年，重庆市

空气优良天数达到 326 天，森林覆盖率达到 54.5%。

重庆用扎实的举措，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生态为先 碧水绕城
本报记者 常碧罗 王欣悦

打开手机，出示电子社保卡，在借阅机上扫码

……近日，重庆女孩陈丽在家门口的江北区图书馆

归还了在成都图书馆借阅的书籍。

2021 年 6 月 1 日，川渝阅读“一卡通”项目启动，

重庆居民可凭社保卡替代读者证，在重庆主城九区

公共图书馆，以及四川省图书馆和成都图书馆享受

入馆、阅览、通借通还等服务。

重庆市江北区图书馆副馆长陈吟介绍，为了实

现省际、市内通借通还，江北区图书馆对馆内自助借

阅设施进行改造升级，提升市民借阅体验。 2021
年，江北区各图书分馆之间流转图书 18 万册。

如今，江北区还将图书馆搬进大街小巷——以

区图书馆为核心，设置 12 个传统型镇街“一卡通”分

馆，铺设 13 个“城市书房”自助图书馆，全区共 64 个

新型阅读空间，覆盖全区 12 个镇街、学校、大型商圈

和热门景点。同时，搭建线上数字图书馆，延伸图书

馆的服务时间和空间。“‘十四五’期间，我们计划将

‘城市书房’自助图书馆建到 20 个，建起 15 分钟公共

文化阅读圈，让图书借阅更加便利、高效。”陈吟说。

以书香重庆为代表，重庆公共文化服务不断提

档升级。2012 年，重庆公共图书馆“一卡通”服务开

通，打破主城公共图书馆之间的壁垒；2016 年，重

庆各公共图书馆陆续开通智慧阅读服务，让读

者 足 不 出 户 就 能 浏 览 图 书 馆 的 海 量 藏 书

……十年来，重庆市逐渐形成以公共图书

馆为主干、线上数字图书馆为补充、24
小 时 面 向 读 者 开 放 服 务 的 文 化 阵

地，营造了良好的全民阅读氛围，

实 现 了 公 共 阅 读 空 间 高 质 量

发展。

优化服务 共享书香
本报记者 崔 佳 王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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