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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王亚同

沉浸式驻场演出《醉人的川剧》，圈粉
大批游客；川剧《江姐》在北京梅兰芳大剧
院连演两场，观众场场爆满；重庆直辖后的
第二届川剧学员班开设……连日来，重庆
川剧界不断传来好消息。

川剧活起来、亮起来的背后，与今年9
月1日起在川渝两地同步施行的《重庆市
川剧保护传承条例》《四川省川剧保护传承
条例》密切相关。作为川渝协同立法项目，
川剧保护传承立法是全国文化领域开展跨
省协同立法的首次探索。

从成为计划单列市拥有“半个立法
权”，到直辖后“重新起步”初步建成地方
立法体系，再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
立法，积极开展“小快灵”立法，加强重点
领域、新兴领域、区域协同立法，提高立法
质量，“率先”“首部”等高频词凸显了重庆
地方立法中的首创性、标志性，这些立法
成果为重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
保障。

在全国率先出台暂行规定
为行政诉讼提供法治保障

针对电动车换电柜安全问题加强立法
研究；加强开发区条例等的立法调研……
今年5月公开的《重庆市人大常委会2024
年立法计划》显示，2024年重庆将聚焦新
业态新模式加强前瞻性立法研究，聚焦重
点领域、新兴领域、重大改革任务等开展创
制性立法。

按照有关规划，本届人大常委会既坚
持急用先行，又着眼长远谋划，共安排立法
项目116个，包括数字经济发展、人工智能
技术创新、学前教育、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
和新兴领域立法。

重庆立法工作的初始要回溯到1980

年，原四川省重庆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闭
幕，新成立的四川省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召
开第一次常委会会议，各项相关工作随之
在摸索中起步。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
《地方组织法》作了修改，像重庆这样“较大
的市”，可以拟定本市需要的地方性法规草
案，提请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审查批准，即“半个立法权”；1987年，
重庆地方立法工作取得突破性成果，《重庆
市行政诉讼暂行规定》获四川省人大常委
会审查批准，这是重庆在全国率先推出的

“民告官”地方性法规。直到1990年《行政
诉讼法》开始正式实施，《重庆市行政诉讼
暂行规定》才废除。

1997年，重庆设立直辖市，拥有了完
整的地方立法权。面对地方立法“重新起

步”的实情，市人大常委会确立“移植与制
定并重、急需先立”的立法思路，加快地方
立法步伐。从享有不完全的地方立法权到

“重新起步”，用10年时间初步建成地方立
法体系，努力追赶实现与兄弟省市的立法
工作同步。

“小切口”立法、创制性立法
开全国先河显重庆特色

前不久，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
议举行，《重庆市工业设计促进条例（草
案）》提请初次审议。这是全国首部工业设
计领域地方立法，旨在助力重庆建设国家
工业设计示范城市和“设计之都”。

重庆直辖以来，这样的创制性立法还
有很多。1998年，市人大常委会委托西南
政法大学起草《重庆市司法鉴定条例（草
案）》，开创了我国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委
托专业院校起草法规的先河；2001年，委
托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起草《重庆市物业
管理条例（草案）》，开创律师事务所受托起
草法规草案先河；2016年5月，制定《重庆
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成为我国首部家庭
教育地方性法规。

（下转2版）

从“半个立法权”到跨省际协同立法
——地方立法中重庆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改革，是市委六届六次全会上的高
频词，也是解读全会的关键词。从对标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庆的“两大定
位”和部署的“四项任务”，到聚力打造
12方面标志性改革成果，再到全面推进
8项重点工作，“改革”二字贯穿始终，催
人奋进。

改革的目的是发展，而发展有很
多方式、很多路径。实践证明，过去唯
GDP论英雄等粗放式发展模式，如今已
经走不通了。重庆，要以怎样的方式实
现高质量发展？对此，全会传递出清晰
答案：发展走到哪里，改革就要同步跟
进到哪里。全市上下要以全面深化改
革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确
保实现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目标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 ，要坚持辩证思
维。辩证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强调的重要的思维方法。高质量发展
是检验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尺，深化改
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两
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重庆提出2027
年 GDP 达到 4 万亿元、工业总产值迈
上 4 万亿元台阶的“两个 4 万亿”目
标。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接下
来，要牢牢把握稳进增效与深化改革
这对辩证关系，将改革施工图与高质
量发展愿景图紧密结合起来，在目标
选择、工作重点、政策举措、落实要求
上做到同向发力、实现同频共振，以深
化改革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瓶颈。

全面深化改革，要瞄准关键任务。
当前，重庆的重中之重就是盯住“6、8、
5”年度目标，做到“扬优势”和“补短板”
两手抓、两手硬。一方面，要继续巩固
拓展工业发展良好态势，把优势转化
为胜势；另一方面，要加快补齐固定资
产投资、外资外贸、消费等突出短板，
将劣势转变为突破口。与此同时，要巧
用政策“工具箱”，打好改革“组合拳”，加强加密经济运行调
度，奋力交出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起步之年的经济
社会发展高分报表。

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建设现代化新重庆不会一帆
风顺，许多困难要用改革去破局，许多新局要用改革去开拓。
保持“发展走到哪里，改革就跟到哪里”的士气与锐气，以改革
对接发展所需，加速推动改革和发展深度融合、高效联动，现
代化新重庆建设定将长风破浪、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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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心中
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今
日起，由重庆日报编委会、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总策划，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学术支持的“重走重庆
解放之路”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正式推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重庆解放75周
年。本报记者再次踏上重庆解放之路，还原那一段烽
火岁月，记录那一段历史壮举，提炼时代传承的精神
价值，照亮脚下的奋进之路。

“重走重庆解放之路”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分为
军事、统战、接管、建政等板块，全景式立体化展现重
庆解放历史，讲述传承、见证辉煌、探究明天，在“重
走”中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打造的“重走”系列报道始于2014年，迄今
已走过10个春秋。从“巴渝古盐道”到“重庆古诗地

图”，从“湖广填四川移民之路”到“信仰之路”，从“成
渝古驿道”到“成渝铁路”……10年间，记者行程近3
万公里，推出300余期共计140余万字的报道，这是
本报回馈读者的一道丰盛的精神文化大餐。

“重走”系列报道是一次探寻与思考，重走先辈们
走过的路，记录鲜为人知的故事，留下宝贵的启示；是
一次发现与致敬，致敬巴渝儿女敢为人先的勇气与拼
搏；是一次回顾与激励，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就是创造
更加辉煌的历史。“重走”系列报道已成为本报品牌栏
目，曾三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多次获得重庆市新闻奖。

值得一提的是，“重走重庆解放之路”以全媒体
报道、全矩阵推送方式呈现，读者扫描本报相关文
章下方的二维码，即可进入融媒体互动作品《点亮！
重走重庆解放之路》，沉浸式体验精彩内容，一起点亮
行进路线。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本报策划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

“重走重庆解放之路”今起推出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9月12日，江北区2024年第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开工、
投用暨重庆金融会展中心落成活动举行，共涉及72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超352亿元。

近日，2023年度区县营商环境便利度考评结果出炉，江北区
再次蝉联全市第一，成功实现“三连冠”。江北何以连续三年拔得
头筹？又是凭什么吸引了重大项目纷至沓来？

盯着项目干 亚洲顶级地产三度加码

在12日投用的项目中，香港置地·启元（小苑项目）备受关注。
“这是香港置地进入江北观音桥核心区的首个项目，总投资约

50亿元，2020年成功拿地后，引起各方关注。”活动当天，香港置
地重庆公司运营中心负责人唐锐对记者说。 （下转6版）

营商环境考评

江北何以连续三年拔得头筹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9月17日，市文旅
委发布了重庆中秋小长假旅游接待数据：全市3天共接待国内游
客776.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2.69亿元。其中，游客人均花费
678.6元，同比增长1.4%。

数据显示，中秋节假期，全市130家重点监测旅游景区累计接
待游客1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降低9.6%。其中，渝中区解放碑
步行街接待游客257万人次、洪崖洞接待游客17.4万人次，涪陵美
心红酒小镇景区接待游客15万人次，磁器口古镇接待游客14.2万
人次，武隆喀斯特旅游区接待游客12.4万人次。

这个假期，全市各主要剧场和演艺新空间共安排135场演出，
累计接待观众约3.5万人；全市16家公共美术馆推出19个主题展
览，累计接待观众2.85万人；全市43家公共图书馆、41家文化馆
免费开放，吸引到馆人数达58.16万人次；全市开展群文活动386
场，共吸引97.53万群众参与。

节日期间，我市还开展了非遗宣传展示活动90余场次，共
200余项非遗项目参加，吸引群众40余万人参与体验，为市民游
客献上了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中秋假期重庆揽客776.5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52.69亿元

□新华社记者 周玮 王鹏 徐壮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

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
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凝聚亿万人民为新中国发展不懈奋斗。

新中国成立75年来，社会主义文
化发展之路愈走愈宽广，为民族复兴积
蕴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人民至上
2024年 2月，北京人艺经典话剧

《茶馆》再次登上舞台。自1958年首演
以来，这部北京人艺的“看家戏”始终经
久不衰、一票难求。

《茶馆》不仅深刻刻画出旧时代的
黑暗与痛苦，暗示了新世界对当时民众
的迫切性，更以诙谐幽默的京味儿语言
展现不同时代的风土人情和市井生活。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
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下转2版）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文化发展成就综述

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70年风雨兼程、70年
砥砺奋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代同发展、与祖国共奋进，展现出

显著政治优势，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
今日起，本报推出“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专栏，从地方立法、人

大监督、代表工作等方面，回顾历史进程中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瞬间，全面展示巴渝大
地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动实践。敬请关注。

【开栏语】

□通讯员 喻建国

弯月悬空，繁星点点。9月11日凌晨3
点，邓永辉摁亮头灯，弯腰抱起抽水泵，双
脚交换探水前行，将抽水泵移到水位更深
的位置。

72岁的邓永辉是开州区临江镇福德村
人，也是一名老党员。这一晚，是他参与村
里抗旱、连续守在水泵旁的第19个夜晚。

福德村是开州“柑橘第一村”，种植沃
柑3700亩、15万株，均已进入盛产期。村
里成立了柑橘专业合作社，村民以土地入
股，2023年分红总计达160多万元。

今年入秋以来，连续高温天气，种植在
福德村猫耳坝梁、谢家湾梁的1000余株柑
橘树最早“垂头丧气”。

这两处土地瘠薄，水源奇缺，村里的水
车正好派上用场。党员邓燕兵是水车司
机，40岁的他是村里的“少壮派”，每晚要花
6个小时运送20车、60吨水浇灌柑橘树。

“浇水只能在深夜进行，否则柑橘树会
死。”福德村党支部书记熊炳科打着手电，
用手摸了摸柑橘树下的泥土，“泥土烫的时
候浇水会烧根，水汽还会蒸发形成‘蒸笼’
效应，对柑橘树的伤害很大。”因此，深夜浇
水保树保果成了唯一选择。

“青壮年大多已外出，留守村里的多
为60岁以上老人，黑灯瞎火的这些老人
摔伤了怎么办？”村民代表大会商议抗旱
工作时，村党支部副书记张本学提出了
担忧。

“摔伤了我自己负责，不会找村里的麻

烦。”邓永辉站起身，当着大家拍了拍胸脯。
“老年人干轻松的活儿，年轻力壮的干

重活儿。”邓燕兵接过话茬。
“人多力量大，干啥都不怕……”村民

们纷纷附和，决心一起守护“致富果”。
经过摸排筛选，全村党员干部群众共

86人分成两个抗旱班，凌晨1—4点和凌晨
4—8点“两班倒”，每个班细分为找水组、抽
水组、浇灌组、管道维修组，每个组由1—2
名党员担任组长。

8月24日晚，福德村投入水车1辆、抽
水机10台，打响了抗旱保树保果的“第一

枪”。可随着旱情加剧，用水量逐日增加，
水源日渐枯竭，水源地也从塘库转移到了
更远的河沟、更小的水池、更细的山泉，人
们找水、抽水、运水更加艰难。

黑夜里，一条蛇从村干部扈月宁的脚
边溜过，一根木刺扎进了郑持华的脚心，一
块玻璃划破了邓永辉的脚踝，一根树枝挂
烂了邓燕兵的背心……

“有时候，站着就打瞌睡。”连日持续抗
旱，大家又困又乏、腰酸背痛，却没有一个
人退出。

晚上抗旱的优势就是稍微凉快些，可
管道维修多在白天进行，党员张益术因抢
修管道被阳光灼伤，肩颈脱了一层又一层
皮。

“月亮不睡我不睡，我给果树浇浇
水，捱过这段艰难日子，想起来也不过如
此……”月光如银，邓燕兵唱着自己改编的
歌曲，歌声与浇水声合奏出一曲齐心抗旱
的乐章。

连续高温，水源奇缺，开州福德村党员
带领群众深夜抗旱保果树——

“月亮不睡，我不睡”

奋 进 强 国 路
阔 步 新 征 程

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 70 周年

他扎根乡村三次创业一路进阶——

村集体家底厚了，村民腰包鼓了

5版刊登

陪伴重庆人5年的钟书阁昨日正式停止营业

“颜值”为啥撑不起实体书店

沿着历史足迹 看见信仰之光 运筹帷幄 向西挥戈横扫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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