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020年 11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 王濛昀 美编 何洪

文旅副刊部：63907236 理论评论部：63907228（传真） 视觉影像部：63907227 要闻编辑部、本地新闻编辑部：63907179（传真）/63907186 融媒体编辑部：63907117 全媒体营销中心：63907707 63907714

□本报记者 周松

“现在处理交通违法比以前
方便多了，手机上动动手指，就
能轻松搞定。”11月26日，市民
陈斌通过“交管 12123”手机
App，处理了一起前不久在四川
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

国庆期间，陈斌和家人自
驾去四川玩，因超速被四川交
管部门处以记3分罚款150元
的处罚。回到重庆后，他使用

“交管 12123”手机App，仅用
几分钟就完成了该项违法处
理。

原来，就在前不久重庆市政
府办公厅、四川省政府办公厅联
合公布第一批95项川渝通办事
项清单中，电子监控违法处理、
交通违法缴纳罚款被纳入其中。

“按照原规定，机动车驾驶
人只能在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地
或者机动车登记地处理非现场

交通违法行为。”市公安局交巡
警总队法制支队民警张源告诉
记者，新规定实施后，机动车驾
驶人对交通违法行为事实无异
议的，既可以选择在违法行为发
生地处理，也可以选择在发生地
以外的公安交管部门接受处理，
行政处罚按照发生地的处罚标
准执行。

新规中的“行政处罚按照发
生地的处罚标准执行”，其实影
响很大。以陈斌的经历为例，按
照以前的处理办法，这起违法行
为会按照我市的规定处理，他会
被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
罚。而现在他既可以在网上处
理，又可以按当地处罚标准接受
处罚了。

张源还介绍说，此次川渝
通办后，除了全国通用的“交管
12123”手机 App，我市的“渝
快办”和四川的“天府通办”
App 都可以处理交通违法行
为。

此外，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对交通违法
行为有异议、交通违法行为被处
以行政拘留、驾驶人在本记分周
期内满分学习3次（含）以上等
情况，不能在线处理交通违法行
为。

动动手指即可线上完成
交通违法处理

□本报记者 杨铌紫 通讯员 陈松涛

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
道关口，对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对此，运用司法手段系统性保护长江
生态环境迫在眉睫。两年前，长江生态检
察官办公室在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揭牌成
立，今年1月，市检察院决定在二分院及万
州区检察院进一步深化“长江生态检察官
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刑事+公益诉讼”协
同发力。

两年来，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运行良
好，办案成效明显，先后挽回生态公益林
37.51亩、耕地43.44亩，督促治理恢复被
污染水源地面积330亩，清理污染和非法
占用的河道34.85公里、被污染水域面积
275.66亩，督促清除处理违法堆放的各类
生活垃圾7481.5吨、回收和清理生产类固
体废物8272.5吨，督促关停和整治违法排
放废气和其他空气污染物的企业9家。

用足刑事手段
依法严惩破坏长江流域环

境资源犯罪

位于渝东北的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辖
万州、梁平、开州、云阳、忠县、城口、奉节、
巫山、巫溪9个区县检察院，长江干流横贯
辖区境内308公里。

去年1月，二分院出台《长江生态检察

工作办法（试行）》，要求用“最严格的制
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城口县某公司所属的电解金属锰废
渣处置场地下膜破裂，导致地下水体被锰
污染。该公司职工袁某甲、袁某乙、何某
处理不当，导致污水长时间外排。经监
测，污水含锰浓度严重超出国家标准。

案发后，由城口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万州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袁某波等3
人因污染环境罪分别被判处11个月至1
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一手抓刑事惩治，一手抓生态修
复。近年来，在二分院的指导下，各区县
检察院环保创新做法如雨后春笋般冒了
出来——万州区检察院先后兴建348亩、
1003亩的生态修复司法保护教育基地；巫
溪县检察院联合林业局在西南地区成立
首个林业生态检察室；开州区检察院聘请
40名环保所长为生态保护联络员；忠县检
察院与县河长办出台《河库生态环保保护
协助办法》……

在开展长江大保护中，二分院还出台
了《长江流域（渝东段）生态环境保护协作
办法》等规定，联合多部门共同协作、相向
发力，加强对长江水体、水底、水岸等长江
流域环境资源的保护，辖区9个区县党委
或人大均出台支持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的文件，最大限度支持长江生态检察工
作。

此外，二分院与四川省达州市检察

院，梁平、城口、奉节、巫溪等检察院分别
与四川省开江、邻水、宣汉、大竹、万源县、
湖北省竹溪县、陕西省紫阳县等7个周边
省县的检察机关签署跨区域生态环境保
护协议，不断汇聚生态保护合力。

据介绍，二分院印发《开展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领域“刑事公益一案两查”公
益诉讼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规范辖区刑
检部门和公益诉讼部门线索移送程序。
据统计，今年1至10月，两级院从刑事案
件中发现公益诉讼线索98件，立案办理
61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件，
同比分别上升14%、30%和100%；从公益
诉讼案件中发现刑事犯罪线索并立案监
督4件，均移送起诉。

用好检察建议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2019年8月，一纸检察建议被云阳县
检察院代理检察长陈璋剑送达该县盘龙
街道办事处。建议的主要内容很醒目：督
促解决长江边盘石中学外侧生活污水直
接排入长江的问题。

每到夏季，三峡库区长江水位线由
175米下降到150米以下，长江消落带环
境受损情况最容易被发现。

2019年6月26日，二分院检察长刘晴
带队巡江，发现该污水直排线索后，当天
交云阳县检察院办理。办案检察官调查
发现，云阳县盘龙街道盘石中学外侧等3

处存在生活污水直排长江现象。经检测，
污水氨氮浓度、总磷浓度均严重超标。“我
们收到检察建议后迅速采取措施，确保污
水不再直排长江。”盘龙街道工作人员说。

目前，盘石中学外侧已铺设管网将全
部污水接入污水处理厂，已经消除了污水
直排现象。同时，投入上千万元完善盘龙
街道区域内的二三级管网，确保从根本上
解决污水直排入江的问题。

从去年至今，二分院辖区认真贯彻落
实重庆市“第1号总河长令”“保护长江母
亲河”专项行动，部署开展“长江流域（渝
东段）入河排污整治”专项行动，深入查找
污水偷排、直排、乱排问题源头，加强水资
源、岸线资源、长江防护林、公益林等森
林、草场和湿地保护。

去年8月，巫山县检察院办理某水泥
厂严重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由于企业环
境污染突出，群众反映强烈，该院还向县
生态环境局发出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建议
其履行报批手续，关停落后淘汰企业并实
施生态修复。

为此，当地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
专门制定工作方案，在去年底已完成淘汰
落后产能关停退出和生态修复竣工验收。

截至目前，依托“刑事+公益一案双
查”制度，该分院辖区院累计从刑事案件
中排查出公益诉讼线索351件，立案139
件，发出行政诉前检察建议59件，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49件。

重庆检察机关完善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

“刑事+公益诉讼”同发力 共护长江生态环境

记 者 体 验 川 渝 通 办

11月25日，工程师正在智能微模块机
房进行日常维护。当日，位于长寿区的重庆
同城双活数据中心通电投产。

据了解，该中心是目前西南地区单体量
最大的IDC（互联网数据中心）机房，总产能
为4548架机柜，其中2274架已全部投产，同
时也是西南地区唯一采用大平层方式建设
的 IDC 机房，是重庆首个同城双活数据中
心。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重庆首个
同城双活数据中心投产

（上接1版）而且，生产曲轴齿轮将用到
他们在数字化改造中引进的两类新设
备：六轴全数控滚齿机和干式切削式滚
齿机。

刘昌明说，实施数字化车间改造，
只是公司迈向智能制造的第一步。接
下来，公司还将进行信息化、智能化改
造，实现数据信息上云、上平台，进一步
提升工厂的智能化制造水平。

在綦江，智能化改造让包括赛之源
齿轮在内的不少企业尝到甜头。

今年5月8日，曾创造新中国汽车
工业“五个第一”的綦江齿轮传动有限
公司(原綦江齿轮厂，以下简称“綦江传
动”)又发布了新产品：第一台“重庆造”
12挡大扭矩轻量化重型商用车用变速
器（S变速器）。

“这款产品通过桁架机器人连线生
产，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进一步
提升了产品加工的精度，使用寿命是同
类产品的10倍以上，根据用户试用的
情况，百公里大概可以节油1-2升。”綦
江传动技术总监赖玉坤说。

綦江传动造出S变速器，其近年来
实施的智能化提升行动立下汗马功劳：

2018年，綦江传动智能智造基地正

式投产。
2019年，綦江传动“复杂修形齿轮

精密数控加工关键技术与装备”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綦江中重型车用变
速器壳体柔性加工生产线示范应用项
目”先后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验收。

“以上案例说明，老工业基地的传
统产业注入新技术后，可有效提质增
效，从而带来良好发展前景和较大生存
空间。”袁勤华说，近3年来，綦江着力以
大数据智能化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
升，出台《綦江区发展智能制造实施方
案》，支持綦江传动、荆江半轴等79家
传统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截至目前，
已建成市级数字化车间12家、智能工
厂1家，引导“綦江制造”向“綦江智造”
转型，打造主城都市区智造强区。

良方二：
引进战新产业振兴区域经济

“同志们，‘胖五’带着‘嫦五’上天
了，我们也要加油干，争取早日把我们
制造的芯片送上天！”

11月24日，在綦江工业园的华芯
智造微电子（重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芯智造”），总经理刘春荣身着

蓝色工作服走进超净化车间，鼓励员工
加紧生产，把被疫情耽搁的时间抢回
来。

华芯智造是一家从事芯片生产、研
发、设计、封装、软件技术、控制系统、集
成电路板及电子产品等系统技术开发、
产品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此前，其深圳
母公司研发的一款主要用于低轨微小
卫星的电源控制模块，已成功应用到卫
星上，并随卫星上天。

刘春荣告诉记者，以前，华芯智造
的电源控制模块有70％销往德国、美
国、韩国、印度等国，但受疫情影响，现
在出口量只有20％。

“国外市场不景气，我们立即转变
思路，从国外销售为主转为国内销售为
主。”刘春荣介绍说，华芯智造在各地增
设了办事处，迅速打开国内市场。同
时，华芯智造还新增产品种类，满足国
内照明、家电、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市场
需求。自9月市场转向以来，华芯智造
已实现产值1亿元，其中最高一个月销
售6000万元。

“接下来，我们还将紧盯国内外市
场变化，在做大国内市场的同时继续向
国外开拓。”刘春荣表示。

“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发展是一个
‘慢变量’，从世界著名老工业基地的改
造经验看，没有单纯依靠对传统产业进
行改造恢复生机的，往往在改造的同
时，还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替代产
业，通过经济转型实现区域经济重振。”
綦江区区长姜天波说。

綦江区通过一手抓传统产业智能
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来振
兴区域经济。如华芯智造在首届智博
会上落户綦江，不仅帮助綦江在高端智
能制造上取得了突破，还陆续吸引了生
产储存芯片的博远科技、桂芯半导体以
及低空商业卫星动力系统制造商开拓
卫星、生产纳米新材料的多次元科技等
产业链上的企业落户。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9月，綦江
区战新企业、数字经济企业总产值分别
增长4.6%、99.02%。

良方三：
优化大数据智能化发展生态

11月23日，国家杰出青年杨义先，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辛阳，贵州大学教授
陈玉玲等一批专家学者来到綦江，参加
该区公共大数据安全技术重点实验室

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共同为
綦江建设西部信息安全谷支招。

在今年9月中旬举行的古剑论坛·
CISDR—2020信息安全与数据灾备技
术产业高峰论坛上，綦江区明确提出，
推进西部信息安全谷建设，未来将其打
造成为西部（重庆）科学城的重要组团、
国家级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和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袁勤华介绍，綦江区正谋划瞄准西
部信息安全谷这个目标，重点通过4个
方面来优化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发展生
态。

一是做实两个“实验室”，即公共大
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分部和灾备
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西部中心。2019
年8月这两块“金字招牌”落地后，綦江
区柔性引进杨义先、王立新、辛阳等行
业领军人物以及博士20人，请他们定
期来綦“把脉”支招。同时还围绕“数据
安全与区块链创新应用”，打造集数据
存储、交易、计算、应用为一体的“煤电
云网算”数据灾备产业，确保实验室有
牌子、有专家、有课题、有服务、有保障。

二是兴办一个“学院”，即重庆信息
安全学院。今年智博会上，綦江签约引

进北京新高教集团，投资50亿元，在东
部新城建设占地1300亩、规模1.5万人
的普通高等应用型本科大学，重点培养
人工智能安全、互联网安全、区块链安
全等领域人才，着力打造西部信息安全
教育高地。

三是建好一个“靶场”，即重庆新基
建网络攻防靶场。綦江已携手北京安
码科技公司，完成1500平方米场地装
修和软件建设，建设靶场大脑中心、核
心资源库、工业互联网靶场平台、网络
安全演训平台、攻防演练及靶场仿真平
台、人才测评服务平台等。

四是落地一个“总部”，即安恒信息
西南区域总部。今年智博会期间，綦江
签约引进了杭州安恒信息技术公司，投
资10亿元，在工业园区科创中心建设
智慧城市安全运营中心、重庆市区块链
安全检测实验室、綦江城市大脑、网络
安全态势感知通报预警中心、工业互联
网一站式云安全服务基地等，打造辐射
西南区域的信息安全产业基地，形成产
业生态圈，进一步激发綦江经济发展

“新活力”，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中展现新
作为。

本报讯 （记者 陈钧）11
月 21 日，重庆海关发布消息
称，今年1-10月，重庆外贸进
出口总值5227.6亿元，较去年
同期（下同）增长 11.4%，已达
去年全年外贸总值的九成。其
中 ，出 口 3326.1 亿 元 ，增 长
10.7%；进口1901.5亿元，增长
12.5%。

10月当月，重庆外贸进出
口613.7亿元，增长11%，连续7
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其
中，出口416亿元，增长13.6%；
进口197.7亿元，增长5.9%。

重庆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前10个月重庆外贸呈现五
大特点：

特点一：电子信息产品为主
要进出口商品且保持较快增
长。从出口来看，主要商品为笔
记本电脑、集成电路、手机，出口
值分别为1402.5亿元、189.4亿
元 、124.7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14.3%、29.4%和2.4倍。从进口
来看，主要进口商品为集成电
路、存储部件、音视频设备及其
零件，分别进口 854.5 亿元、
164.7亿元、44.1亿元，分别增长
22.1%、5%、1.2倍。

特点二：加工贸易、一般贸
易、保税物流进出口均保持增
长。前10个月，加工贸易进出

口2569.7亿元，增长6.4%，占同
期外贸总值的49.2%。一般贸
易进出口 1535.2 亿元，增长
6%，占29.4%。保税物流进出
口1094.8亿元，增长35.3%，占
20.9%。

特点三：对前三大贸易伙伴
进出口保持增长，对台湾地区、
香港地区进出口增势良好。前
10 个月，重庆对东盟进出口
931.9亿元，增长6%，占同期重
庆外贸总值的17.8%；对欧盟、
美国分别进出口 867 亿元、
836.3 亿元，分别增长 10.5%、
3.7%。同期，对台湾地区、香港
地区分别进出口 416.8 亿元、
304.1亿元，分别增长41%、1.2
倍。此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合计进出口1464.6亿元，增
长13.1%。

特点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对进出口增长贡献突出。前10
个月，重庆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
3678.5亿元，占同期重庆外贸总
值的70.4%，增长17.3%。

特点五：民营企业进出口
活力提升，增长近三成。前10
个月，重庆民营企业进出口
1948.5亿元，增长29.8%，增速
较前9个月提升2.6个百分点，
占 同 期 重 庆 外 贸 总 值 的
37.3%。

1-10月重庆外贸总值
已达去年全年九成

进出口连续七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重庆日报
记者11月26日从市商务委获悉，我市将
开展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三年行动，加快
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智能化发展，为市
民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圈”。到
2022年，全市品牌连锁便利店总量要达到

7000家以上，其中，连锁便利店24小时营
业门店的比例不低于30%（含无人零售
店、智能柜）。

根据市商务委等18个部门近日联合
印发的《关于开展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三
年行动的通知》，我市将从加强全域化布

局、推动品牌化发展、提升智能化运营、提
高便利化发展、促进融合化发展和优化营
商环境等六个方面，推动便利店品牌化、
连锁化、智能化发展。

其中，在加强全域化布局方面，将把
品牌连锁便利店纳入城市公共服务基础

设施体系建设，围绕打造“一刻钟便民生
活服务圈”目标，完善便利店网点配置。
同时，推动商圈、商业街、社区、高校、体育
场馆、医院、景区、公园和商业楼宇等公共
服务场所，向品牌连锁便利店开放门店资
源。

重庆开展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三年行动
到2022年品牌连锁便利店总量将达7000家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