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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4月
2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20年生
态环境监测工作会上获悉，今年开
年以来我市空气质量持续向好，截
至4月22日，全市空气优良天数累
计达到109天，同比增加11天。

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有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一季度，我市空气
质量总体改善明显，优良天数、优
天数为历史同期最多，6项主要污
染物浓度同比全部下降，PM2.5浓
度创历史同期最低。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4月
22日，全市已累计收获空气优良
天数109天，同比增加11天，其中
为优的有33天，同比增加10天，
PM2.5 平均浓度为 43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17.3%。

据介绍，近年来，我市全力推
进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建立健
全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深

入开展空气、水、土壤、生态状况、
辐射、噪声等要素环境质量综合分
析，实时公开空气自动监测数据，
推进监测数据联网与综合信息平
台建设，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水平明
显提高。

为支撑精准治污，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我市将紧紧围绕支撑打
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生态
环境监测“支撑、引领、服务”的三
大定位，加快建立科学、独立、权
威、高效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实
现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与能力现代
化的战略目标。

下一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将聚焦PM2.5和臭氧，依托大气超
级站初步建成“天地空”综合立体
观测网，通过定点监测、走航观测、
实验室分析以及模式模拟等综合
研究手段逐步实现对不同污染过
程的动态溯源分析。

截至22日今年重庆空气优良109天
同比增11天，PM2.5浓度创历史同期最低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把
时间抢回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
度。4月23日9∶30，重庆铁路枢
纽东环线（简称铁路东环线）控制
性工程-环山隧道出口与横洞大
里程掌子面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隧
道全隧贯通，这为后续铺轨和东环
线全线开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环山隧道也是铁路东环线全
线首座贯通长度超过5公里的隧
道。负责承建的中铁二十四局重
庆东环项目部称，该隧道为机场支
线单洞双线隧道，全长5190米，分
进口、出口及横洞三个工区同时施
工。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机场支

线，起于渝怀铁路重庆北站（区
间），向北经江北机场，沿渝邻高
速东侧前行至渝北区郭家镇，以
线路所的形式和东环线统景方向
联通，设江北机场站、郭家站。正
线全长 28.47 公里，桥隧比为
84.47%。

“铁路东环线及机场支线旨
在打造集航空、城市轨道、城际
铁路三位一体的立体客运换乘
交通体系。”重庆铁路枢纽东环
建设指挥部表示，机场支线建成
后，将通过机场支线客运专线连
通重庆北站，通行120公里/小时
动车组列车，实现与铁路枢纽的
互联互通。

铁路东环线控制性工程环山隧道贯通
未来市民可坐机场支线直达重庆北站

□本报记者 张国勇 王亚同

4月21日，飘着细雨，乍暖还寒。在
铜梁区太平镇坪漆村电商服务点仍是春
意融融，这里人来人往。下午3时许，服
务点负责人谢华飞开始整理当天收到的
订单物品，10余平方米的场地，摆满了从
村民那儿收购的大米、鸡蛋等农特产品。
这个小小的房间，逐渐承担起村里农产品
销售的重任。

“这是我们畅通电商物流‘毛细血管’
的一个缩影。”铜梁区商务委员会负责人
刘紫耀告诉记者，铜梁在大力发展电商的
同时，通过完善区、镇、村三级物流体系
等，将电商物流服务延伸至镇村，有力地
推动了农产品出村、进城和远销。

去年，当地电商交易额超过30亿元。
今年一季度，全区仅电商“上行”产品逾
1.5亿元，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家里的土鸡、大米不愁销了

“小谢，只剩最后两只鸡了。”“不怕卖
不脱，今年要多准备。”

当天，坪漆村“爱在龙乡”电商服务点
又接到一批订单，谢华飞正给村民“供应
商”打电话，却在贫困户赵吉海家遇到了
新情况——去年养的30多只鸡，最近快
要卖光了。

不仅是土鸡，八社水稻种植大户李洪
中通过村里电商服务点，上一季销售的大
米达1.5万斤。“不用自己背到镇上，一斤
还能卖到2.2元，怎么都划算。”李洪中表
示，今年将继续种水稻，优先提供给服务
点。

“电商平台网点设在村里，以往销售
不便的土鸡、鸡蛋、大米、脆桃等，集中收
运、统一销售出去。”坪漆村第一书记赖宇
介绍，“爱在龙乡”是铜梁本地电商平台，
2018年起在村里开设网点，每年帮助村
民销售农产品价值20多万元。年初至
今，村民们的大米、鸡蛋、土鸡等农产品销
售超过11万元，2.2元一枚的鸡蛋就销售
了数千个。

电商进村，物流配送也随之跟进。坪
漆村与邮政物流合作获得了大客户优惠，
单均成本降低近四成。“电商服务点以略
高于本地市价收购，包装后外销，当天订
单当天交给物流企业配送点。统一收集、
前端运输，打破了以往配送成本高的瓶
颈。”太平镇镇长孔令全说，目前，当地与

多家快递物流企业达成长期合作协议，搭
建起多元化的配送渠道。

完善“区镇村”三级物流体系

农产品外销“远嫁”，关键在将分散的
产品高效率、低成本运出去。为此，铜梁区
将电商物流服务从城区的“大动脉”，延伸
至镇村“毛细血管”，形成了聚合发展效应。

在位于铜梁汽车总站内的铜梁区城
乡物流共同配送中心，随着疫情形势好
转，多家入驻于此的快递物流企业仓库里
堆满了包裹，来自各镇街的运输车不时驶
入，现场一片繁忙。

铜梁区城乡物流共同配送中心是铜
梁打造的全区综合性快递物流市场，主要
提供快递、第三方物流、仓储、普通货物运
输、物流信息交易等服务。自2018年投
入运营以来，该中心已陆续入驻相关企业
27家，其中，快递分拣中心7家，快运企
业5家，物流企业15家。目前，该中心快
递包裹进出量已占铜梁全区的60%，货

运物流量已占全区七成。
在平滩、侣俸、小林等10余个镇街，

集约化的镇级配送中心也步入正常运
转。同时，邮政、顺丰、德邦和“四通一达”
等快递物流企业向镇村延伸辐射，加上传
统企业的自建物流和委托物流，商超商贸
企业的配送系统等，目前，铜梁全区电商
物流网络实现镇村全覆盖。

“坚持快递为主、物流为辅、电商配套
的原则，推动电商物流服务延伸至‘毛细
血管’。”刘紫耀说，今年，当地又依托乡镇
汽车站等设施，加快了镇级配送中心建
设，力争实现镇级配送中心全覆盖，并将
电商物流网络延伸至村社一级。

“后备厢”弥补生鲜外运短板

坪漆村是市级贫困村之一，已实现整
村脱贫。在脱贫攻坚中，当地帮助村民发
展起700亩脆桃产业。去年，村里产出
13万斤脆桃，作为保存、运输都不便的特
色生鲜，坪漆脆桃却有三分之一卖到了铜

梁城区和外地市场。
“电商平台获取订单，经村社干部的

汽车后备厢，销往外地的拉到快递物流配
送点，卖往本地的直接进城区。”赖宇介
绍，依托村社干部、帮扶干部的汽车后备
厢，坪漆村的脆桃可以当天采摘当天外
运。作为快递的一种补充，“后备厢”也跻
身为铜梁农产品外销的渠道之一。

在小林镇，镇村干部们发起“捎客”行
动，已从上下班的临时性行为，发展为稳
定的电商平台——“晓霖捎客”。以前，不
为人知的小林土鸡，经“晓霖捎客”等平台
的推广，在疫情期间销售近万只，在当地
餐饮行业打出了品牌。如今，“晓霖捎客”
已在全区推广。

“城乡‘捎客’、客运班车等是现实中的
补充选择。”铜梁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农产品外销和“远嫁”成为新趋势，而
能否最后胜出的关键就在高效的物流，在

“毛细血管”延伸的深度和广度。今年，当
地将继续推动补短板、破瓶颈的探索。

铜梁畅通电商物流“毛细血管”
线上线下助销农产品 快递物流向镇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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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滨路，蓝天白云下一对母女正在吹着泡泡嬉戏，享受春光。（本报
资料图片） 记者 齐岚森 摄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4月
20日，市财政局公布了前3月我
市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1月
至3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57.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23.2%；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97.5亿元，下降7.1%。

据了解，受新冠肺炎疫情等
因素影响，1月至3月，全市税收
收 入 完 成 293.6 亿 元 ，下 降
27.7%。分税种看，增值税受
2019年减税政策翘尾等因素影
响，1月至 3月下降 27.9%；土地
增值税、契税受房地产市场活跃
度下降等因素影响，收入分别下

降37.6%、28.3%。
受疫情影响，1月至3月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下降7.1%。分
科目看，重点领域的支出得到了有
力保障。一季度，全市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229.6亿元，高于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增幅（以下简称“平均
增幅”）7.1个百分点；卫生健康支
出108.1亿元，高于平均增幅10.9
个百分点；农林水支出52.7亿元，
高于平均增幅14.3个百分点；住
房保障支出30.9亿元，高于平均
增幅22个百分点；灾害防治及应
急管理支出5.2亿元，高于平均增
幅23.8个百分点。

一季度重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97亿
卫生健康支出超过1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4月
22日，来自轨道集团、中铁二十三
局消息称，轨道交通九号线二期从
岩寺站至中央公园东站TBM（单
护盾全断面隧道掘进机）区间双线
日掘进里程达57米，打破了重庆
市单护盾TBM施工双线日掘进
最高51米的纪录，有力推动了九
号线二期项目复工复产，从岩寺站
至中央公园东站区间隧道有望按

计划贯通。
九号线二期起于九号线一期

的回兴站，全长约8公里，共设5
座车站。

九号线二期开通后，将有效衔
接春华大道片区、重庆中央公园以
及空港佳园公租房等大型商住综
合体区域，进一步加密空港新城核
心区的交通，带动沿线经济发展，
为周边市民出行提供便利。

轨道交通九号线二期工程提速

相关新闻>>>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实习生 廖
雨寒）4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扶贫
办获悉，我市将通过4月至7月上旬期间
开展的脱贫攻坚“百日大会战”，继续动态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重点聚焦

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饮水安全保障、
危旧房改造等方面。

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尽管
去年全市5155个“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点
全部销号，但“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是动态
发生的，也需要动态识别、动态解决，“尤
其是市委五届八次全会对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也需要我们
在‘百日大会战’中进行攻坚。”

据悉，在脱贫攻坚“百日大会战”期
间，我市将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并逐户逐项进行销号。其中在产业发
展方面，市农业农村委将组织区县优化
完善扶贫产业发展规划，选准并重点培
育1个以上扶贫主导产业，同时深入开
展“一村一品”创建，完成在贫困区县累
计创建“一村一品”示范村300个以上的
规划任务。

在易地扶贫搬迁方面，我市将加大搬
迁力度，确保上半年完成易地扶贫搬迁配
套设施建设并投用、搬迁户全部搬迁入住，
同时以产业和就业为重点抓好后续扶持。

在住房安全保障方面，2020年全市
动态新增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农
村危房改造计划为8014户，我市将严格
执行建筑标准，引导贫困群众建设最基本
的安全住房，确保6月底前全面完成农村
危房改造年度任务。

而在饮水安全有保障方面，除继续推
进贫困人口饮水安全保障、巩固提升工程
建设等重点工作外，还将建立贫困人口饮
水安全动态清零工作机制，通过月排查、
滚动整改实现动态清零。

重庆启动脱贫攻坚“百日大会战”
继续动态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本报记者 颜安 通讯员 陈蕗颖

4月14日，南川区东城街道卫生院
医生李命淑又来到了黄淦村贫困户胡正
友家里，为他检查身体。前年，胡正友打
工时摔断了腿，一时间丧失劳动能力，被
纳入建卡贫困户。一年多来，在家庭签约
医生的帮助下，胡正友的伤势逐渐恢复，
已能在附近做些零工。

健康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
战役。南川从签约医生、完善医疗条件、
落实医保报销政策等方面下功夫，确保贫
困人口“少生病、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
得好病”。

“少生病”
家庭医生定期上门

在南川，每一名贫困群众都像胡正友
一样享受家庭签约医生的服务，即医生定
期上门检查身体并提供医疗建议。

“罗大爷，我们又来给你检查身体
了。”“快来，快进来。”同一天，南川区山王
坪镇，见到家庭医生熟悉的身影，71岁的
村民罗贤柱十分热情。罗贤柱患高血压
已有20多年，而他的妻子更是身患高血
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自从签
约家庭医生服务后，在医生的嘱咐和建议
下，夫妻二人的病情得到较好控制。

近年来，南川先后成立了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团队220个，采取集中、诊间、
上门等签约方法，优先为贫困人口提供
医疗服务，实现建卡贫困户家庭医生签
约全覆盖。

为了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做实做细，

该区还依托智慧医疗健康平台，通过启动
人脸识别系统、GPS定位系统，对辖区居
民进行信息录入和人脸采集，统一服务标
准和服务内容，完善老年人、高血压、糖尿
病等健康档案，实现了辖区居民就诊信息
自动推送到健康档案，提高了健康档案的
完整性、准确性。

“家庭医生获得授权后，可以调阅居
民电子健康档案和所有就诊病历，能更加
精准了解居民健康情况和过往诊疗记录，
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其随访和指导用
药情况也一并录入健康档案，能够为居民
后续诊疗提供准确有用信息。”南川区卫
健委信息中心主任何江说。

“看得上病”
医疗软硬件逐渐完善

4月11日，记者在南川区中医院二
期住院楼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建设工程目
前孔桩开挖完毕，地梁基础工作量完成
30%。

这是南川全面改善医疗机构基础设
施方面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南川区通过
改扩建一批、联合设置一批、整体搬迁一
批的方式，改扩建区人民医院儿科楼、乡
镇卫生院7所，整体搬迁区妇幼保健院、
完成244个行政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为
所有乡镇卫生院配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B超等设备，DR、CR覆盖所有中心卫生
院。

在硬件上，该区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三
甲、区中医院成功创建二甲，33个基层医
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全面改善；而在
软件上，南川区统一区级医疗机构、乡镇
卫生院、民营医院医疗健康数据标准，实
现了医疗机构信息、医护人员信息、疾病
目录、诊疗目录、手术目录、药品目录等数
据标准统一，建立了区域医疗卫生信息数
据库。

“目前，我们已集成40家公立医疗机
构、12家民营医院和100家个体诊所有
效医疗健康数据1500万余条。接下来，
我们还将把全区279家村卫生室医疗健
康数据纳入平台，真正实现区域卫生健康
信息‘一张网’。”何江说。

南川还将贫困患者按“大病、重病、慢
病”分类建立工作台账，制定个性化治疗
方案，按照分级诊疗、逐级转诊原则实施
分类救治，对不同的患者采取相应的治疗
和康复措施，并落实一名管理人员，参与
疾病的跟踪随访及管理，确保农村贫困患
者得到及时有效治疗。

“看得起病”
七道医疗保障“一站式”结算

“多亏了政策好，我才能把病治好。”

近日，在南川区人民医院出院结算窗口，
患者彭大姐说。

57岁的彭大姐是南川水江镇石茂村
村民，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入院，手术和住
院治疗花费 36477.42 元，最后自付
3647.74元，看病负担大大减轻。彭大姐
所说的“政策”，是南川在市级有关部门的
部署下，为贫困人口建立的七道医疗保障
线，通过这些保障，确保贫困人口住院自
付比不超过总费用的10%，重特大疾病、
慢性病门诊自付比不超过总费用的
20%。

为了对贫困人口看病实行全面兜
底保障，该区还在公立医疗机构实施

“先诊疗后付费”政策，率先开发“政府兜
底平台”，实现七道医疗保障“一站式”
结算。

南川区卫健委积极配合医保、民政、
残联等部门，落实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
保缴费资助政策，加强督查各乡镇（街
道）统筹资金资助参保情况，该区农村建
卡贫困户已实现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全
覆盖。

2019年，南川区贫困人口累计就医
15078人次，健康扶贫医疗基金救助350
万元，政府兜底725万元。贫困患者住院
自付比9.86%，重特大疾病、慢性病门诊
自付比18.10%，看病负担大大减轻。

南川打“组合拳”：家庭签约医生、完善医疗条件、“一站式”结算

健康扶贫 不让“病根”变“穷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