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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实习生 王玉英）8月6日，市
卫生健康委出台《关于优化全市三级医院建设的指导意见》，
计划到2025年，全市将建成70所三级医院，构建布局合理、
学科完备、特色鲜明、优质高效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目前，
我市38个区县已实现二甲医院全覆盖。

据介绍，近年来我市区县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我市38个区县已实现二甲医院全覆盖，区县级医院床位数增
长30.28%，卫生技术人员数增长26.84%。

在优质医疗资源布局上，我市现有36所三甲医院，覆盖
范围扩大至21个区县；继城口县人民医院今年6月成功创建
为二甲医院后，我市二甲医院增加至60所，也标志着我市提
前完成“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要求的每个区县有1所二级医
院的要求。

县医院平均业务用房面积从此前的57604平方米增加
到 2019 年的 86767 平方米，增长 86.77%；全市建立了

“12320号源池系统”，二级以上医院60%以上号源都纳入系
统，集中开放实名制就医，有效解决群众“挂号难”问题。

此外，我市还建立了54个“市-区县-基层”远程医疗协
作网，今年上半年为群众提供远程医疗服务200.5万人次。

据介绍，我市将推进“美丽医院”建设，力争今年每个区
县都有1所群众认可的“美丽医院”。同时，建立全市120智
慧调度、视频120自救互救和院前院内信息交互等区域性信
息化智能急救平台，实现陆、水、空三位一体院前转运救治，
让急危重症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重庆38个区县
已实现二甲医院全覆盖
到2025年将建成70所三级医院

□本报记者 陈维灯 栗园园
通讯员 彭璐

立秋时节，秀山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隘口镇平所村已
是秋色初染。

早晚的天气日益清冷，
村民杨秀明却依旧忙得热火朝天。

“一早清扫村里的路，还有栈道，然后到太空莲基地采莲
子，一个月加起来有3000多块钱的收入呢。”几年前，杨秀明
生病，一家五口失去了主要劳动力，成为村里的建卡贫困户。
杨秀明病情好转后，他不仅在村里太空莲基地找到了工作，还
被村里聘请为保洁员，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

作为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地处“三沟两叉一坝
子”的隘口镇，自然条件恶劣，境内海拔从300米到1800多米
不等，是典型的山区乡镇，传统农业发展条件先天不足。

近年来，隘口镇以“精准扶贫到户，发展产业脱贫”为扶贫
思路，依托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大力发展以“茶叶、中药材、
核桃”为主的特色产业，同时借助电商对农特产品的销售带动
作用，利用地域和互联网优势，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
以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紧扣特色 做强扶贫产业
今年6月，平所村太空莲基地的荷花相继绽放，平所村也

迅速成为秀山新晋的网红景点。每逢周末，许多人都会前来
休闲旅游。荷花盛开时节，这里平均每天吸引游客超过500
人次。太空莲基地不仅带动了乡村旅游，还助力农户增收。

“太空莲浑身是宝，不仅好看，也好卖。”隘口镇党委书记
刘红明介绍，荷花盛开时游人如织，荷花谢了又能采摘莲子，

“每亩太空莲能产莲子600斤、铁莲子200斤、两斤莲心茶，亩
产值超过4000元。”

去年3月，平所村从江西广昌引进太空莲36号，由大户
流转村民土地统一种植、加工和销售，政府财政资金给予种
苗、肥料和加工厂房建设补助，产业基地覆盖农户124户，其
中含贫困户16户64人。 （下转3版）

产业电商“双引擎”
脱贫增收动力足
——秀山隘口镇的脱贫之路

本报讯 （记者 韩毅 黄琪奥）双城
交往千秋事，古道尽处是吾乡。8月8日，

“重走成渝古驿道 感受双城新变化”全
媒体采访活动暨川渝携手打造巴蜀历史
文化旅游线路研讨会在重庆九龙坡区巴
国城召开。来自北京、四川、重庆等地的
2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进一步活化利
用好成渝古驿道资源，打造具有浓郁巴蜀
特色的国家文化地标，包装巴蜀古遗址文
化探秘线路等，聚智聚力，共绘成渝发展
新篇。

成渝古驿道是古时串联成渝两地政治经
济文化的大通道。沿途留下了繁多历史遗
迹、史实和动人故事，有着巴蜀文化、革命文

化、抗战文化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沿线城
市也是当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主要
连接点、桥头堡、先行区。

今年7月，重庆日报和四川日报分别组
成特别报道组，沿成渝古驿道线路，历时月
余，行程千里，探寻古驿道蕴含的巴蜀人文密

码，讲述川渝交往的精彩故事，展现古驿道沿
线城市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新气
象新作为新故事，共刊发21个整版报道，推
出海报、短视频、H5等融媒体产品近60件，
引发热烈反响。

“两地党报强强联合，重新发掘成渝古驿

道的当代价值，把一段冷历史变成了热新闻，
引发保护利用的社会关注，诠释了党报的责
任担当。”会上，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博
士生导师周勇说。

（下转2版）
（相关报道详见5版）

问道千年古驿 共绘成渝新篇
“重走成渝古驿道 感受双城新变化”全媒体采访活动

暨川渝携手打造巴蜀历史文化旅游线路研讨会在渝召开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唐苓玲）8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高新区
获悉，西部（重庆）科学城运用“互联网+”，实现

“不见面审批”“7×24小时不打烊政府”“不见面
送达”等服务，用“数据跑”代替“人跑腿”，为企业

和群众提供更高效、便捷、智能的政务服务。
“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这个周

末，家住西永的刘淼来到重庆高新区政务服
务中心，在一台智能政务服务设备上，办理公
司营业执照的登记注册。“我想申请营业执
照，但因平时工作忙而无法抽身。高新区政
务服务中心推出24小时自助服务区，在智能
政务服务设备上就能办理企业设立核名、企
业登记等10多项业务，真的非常方便。”

“不见面审批”是西部（重庆）科学城运用
“互联网+”推出的一项新服务，即审批环节
全程网办、审批服务自助办理等。在审批服

务自助办理中，政务服务中心设有24小时自
助服务专区，配置营业执照一体机、自助签注
机、智能文件柜等9类智能设备。这些设备
可提供指南查询、网上申报、在线咨询等12
类自助服务，成为“7×24小时不打烊政府”。

事实上，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工
作效率，西部（重庆）科学城正以“互联网+”
为引领，大力推行全方位、全时空、全领域的

“三全”服务模式。在线下，政务服务中心大
厅整合缩减182个服务窗口，设置对外受理
业务窗口 118 个，确保“一窗通办”率达
100%；设置24小时自助服务区，群众可自助

办理400余项事项；在线上，开发了“一窗综
办”“一件事套餐”等10大主系统和“微信办
事助手”等20余个子系统，816项申请类政
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政务数据100%上云。

不仅如此，审批结果还可以“不见面”送
达。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通过统一身份认
证、电子材料数据采集后，通过电子签章并与
邮政开展合作，免费为群众快递送达。数据
显示，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自今年6月启用
以来，邮寄送达各类审批服务结果133件，通
过“渝快办”受理网上业务7218条，网上受理
业务达89.4%、居全市第一。

西部（重庆）科学城打造政务“云”服务
816项事项网上可办

□本报记者 陈钧 杨骏

7月23日，解放碑步行街拿下了“全国
示范步行街”金字招牌。

据悉，全国有各种各样的步行街2100多
条，只有南京夫子庙步行街、杭州湖滨步行
街、重庆解放碑步行街、成都宽窄巷子步行街
和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这5条步行街获此
殊荣。

1997年建成的解放碑步行街，为什么能
脱颖而出？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一语道破：

“转型升级力度大、进度快、效果好。”
有数据为证：2019年，解放碑步行街引

入首店首牌品牌25个，首发首秀30多场，街
区人流量超过1.6亿人次，带动区域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突破800亿元。在全国步行街
中名列前茅。也就是说，重庆首条步行街，通
过转型升级，仍然青春依旧，活力不减。

而这背后，是渝中区对解放碑步行街转
型升级施以妙手。该区运用新发展理念，在
全域范围内书写一篇转型升级的大文章，让
重庆“母城”焕发新生。

新生是升级
铸现代服务业之匙实现“寸土寸金”

无论从哪个角度眺望渝中半岛，都能一

眼看见高高矗立的重庆环球金融中心。
8月4日上午8：45，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重庆环球金融中心内等电梯的白领在大厅排
起了两行整齐的“长龙”。

这座339米高的摩天大楼，刚在有世界
商业地产“奥斯卡”之称的2019年全球商业
地产中国大会上，拿下了“中国商务写字楼地
标”的称号。这幢楼内，入驻有意大利、菲律

宾、柬埔寨驻重庆的总领事馆；有中石化、工
商银行、松下等8家世界500强企业；还有奥
的斯、德勤、仲量联行等16家上市公司的区
域总部，2019年贡献税收约2亿元。

在渝中区，这样税收过亿元的楼宇，还有
39栋。

一家总部就是一个龙头，一栋楼宇就是
一个集群，一个聚集区就是一个园区！

渝中区水陆域面积23.24平方公里、其
中陆地面积20.08平方公里，大部分经济活
动都在楼宇内开展。今年上半年，在新冠肺
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下，这块土地仍贡献了
654.3亿元的GDP，同比增长1.1%，论单位产
出，每平方公里产生GDP32.7亿元，可谓“寸
土寸金”！

这一切，是渝中区坚定不移走转型升级
之路，主攻现代服务业的成果。

“宁要渝中一张床，不要郊区一间房。”这
句上世纪90年代流行一时的顺口溜，道出了

“母城”渝中区曾经的辉煌。但后来，随着城
市的不断扩张，观音桥、杨家坪等步行街商圈
的崛起，渝中区迎来了发展的阵痛。

渝中区发展的新动力在哪里？
“各城市要结合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明

确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以新发展理念引
领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渝中区发
展指明了方向。按照市委、市政府“用新发展
理念开拓重庆发展新境界”的要求，他们重新
审视自己、认真分析情况——

从地缘经济看，渝中区是主城核心，国际
交往活跃、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优质，市
场化、法治化和内陆开放程度位居西部前列。

（下转3版）

转型升级 “母城”新生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做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国家级表彰评选推荐工作的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市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级表彰推荐评选工作，体现公

开、公平、公正原则，充分发扬民主，接受社会监督，现

将我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级表彰先进个人、先进

集体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

对象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从2020年8月10日至8月

14日。
（公示全文详见2版）

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级表彰
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对象公示

渝中区洪崖洞夜景吸引了众多游客（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仙女山机场位于武隆区仙女山街道仙女村，距武隆城
区约45公里。目前，该机场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已全面进
入装修及设备安装调试阶段。本周有望展开校飞工作（检
验跑道、助航灯光的性能、空管设施设备信号的稳定性以及
检验飞行程序的适用性）。

小图：8月9日，候机大厅装饰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大图：8月9日，晚霞里建设中的仙女山机场。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仙女山机场仙女山机场
校飞工作即将进行校飞工作即将进行

秀山隘口镇平所村太空莲基地，村民正在采摘莲子（摄于
7月6日）。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