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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记
者 高敬）历经三次审议，长江保护法
来了！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长江保
护法。这部法律将从2021年3月1日
起施行。

长江保护法包括总则、规划与管
控、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修
复、绿色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和
附则9章，共96条。

为了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
修复，促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保障生态
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长江保护法的出台施行将形成
保护母亲河的硬约束机制。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写入法
律。法律规定，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
展，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江保护应当坚
持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创新驱动、系统
治理。

长江保护涉及上下游、左右岸，如
何形成保护合力？法律规定国家建立
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统一指导、统筹协
调长江保护工作，审议长江保护重大政
策、重大规划，协调跨地区跨部门重大

事项，督促检查长江保护重要工作的落
实情况。

为保护长江水环境，法律加大对长
江流域的水污染防治、监管力度，规定
了有效控制总磷排放总量、提高城乡污
水收集处理能力等。 （下转2版）

通过！我国出台长江保护法守护母亲河

本报讯 （记者 陈钧）重庆海关日前发布消息称，今年
前11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589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
同）增长12.1%。其中，出口3794.5亿元，增长12.2%；进口
2099.5亿元，增长12%。

11月当月，重庆进出口666.4亿元，创年内新高；同比增
长18.7%。其中，出口468.4亿元，增长24.2%；进口198亿
元，增长7.3%。

前11个月，重庆对东盟进出口1024.9亿元，增长5.4%。
对欧盟、美国分别进出口975.1亿元、969.4亿元，分别增长
11.3%、7.2%。

按类别看，电子信息产品依然是重庆主要进出口商品。
笔记本电脑、集成电路、手机出口值分别增长 14.8%、
24%、2.9倍，合计1938.2亿元。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
备及其零部件、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进口值分别增长19.4%、
4.3%、1.1倍，合计1229.9亿元。

重庆前11个月外贸进出口增长12.1%

11月进出口规模创年内新高

□本报记者 龙丹梅

12月23日清晨8点，罗玖明来到
嘉陵江北碚码头的渔政执法船上，为当
天的护渔工作做准备。

罗玖明今年34岁，却有着20年的
捕鱼经历。为保护长江生态，今年1月
1日起，重庆对全市水生生物保护区实
行全面禁捕，一批以捕鱼为生的渔民上
岸转型。北碚区共有261名退捕渔民，
罗玖明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年轻渔民，他

“上岸”后干什么，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罗家三代都是渔民，罗玖明小学毕

业便跟着父母上船捕鱼。
捕鱼讲究两头“摸黑”，一早一晚出

船才能捕到鱼。罗玖明从13岁开始便
跟着父母上船，每天凌晨4点起床，4点
半上船放渔网，9点左右收网卖鱼，回家
草草吃饭后再上船、捕鱼……一年365
天，罗玖明基本都生活在船上，就连禁
渔期他也埋头在船上织网，一个禁渔期
下来，他能织五六副渔网。

从小捕鱼的经历，让年轻的罗玖明
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浑水在哪
里撒网，清水如何布网捞鱼，他都一清二楚。他成了北碚数一
数二的捕鱼能手。但最近十年来，河里能捕到的鱼虾越来越少，
过去每天至少五六十斤鱼、二三十斤虾，近几年每天能捕到一二
十斤鱼虾都算是好运气，往日肥美的江河鱼已难觅踪影。

去年11月，他遇到了新问题：长江“十年禁渔”。渔民退
捕上岸，罗玖明和父母同时“失业”。北碚区人社局工作人员
上门，引导退捕渔民转产安置并开展社会保障工作。罗玖明
的父母已近六旬，参保后不久就能领取养老金，倒是不用担
心。但罗玖明年纪轻轻，又没有文凭，除了一身捕鱼的本领啥
也不会，上岸后怎样生活成了大问题。

罗玖明虽从人社局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退捕渔民中不
少人都通过政府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找到了新工作，还有人
选择了创业，上岸渔民创业还能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但他从
小在江面上长大，不愿改行。

针对罗玖明年纪轻轻，却有一身捕鱼技能的特点，北碚区
为他量身定做了“上岸”方案——北碚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邀请他看护执法巡逻艇，并协助打击非法捕鱼行为。去年
11月，罗玖明正式“上岗”，成为一名护渔人。

在护渔工作中，他的一身本事发挥了大作用：哪片水域适
合撒网，哪块岩石经常被用来绑定渔网，他都一清二楚。非法
捕鱼者偷偷设置在草丛、岩石中的渔网，都逃不过他的“火眼
金睛”。

和刚“改行”时的忙碌相比，如今的罗玖明工作轻松了许
多，因为北碚嘉陵江水域的非法捕鱼行为越来越少了，现在出
船巡逻一趟，能收缴到的渔具也不多了。但他仍然每天早早
上船，把船打扫得干干净净。

不变的是工作地点，变化的是罗玖明的人生。
和罗玖明一样，目前北碚区261名退捕渔民中，有就业意

愿的渔民已全部实现转产安置，转产安置率达100%。261名
退捕渔民全部参加了社会保险，社保参保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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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26 日
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决定，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将于2021年 3月 5日在京
召开。

决定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
议程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草案；审查2020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1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1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审查2020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21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草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修正草案）》的议案；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
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在京召开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日前召开的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主席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建议全

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于明年3月4日在北
京召开。会议还决定，明年3月1日至2日

召开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为召开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作准备。

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建议明年3月4日召开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本报记者 黄光红

上班时，手机App提醒有朋友来访，公
寓主人通过手机和公寓门铃视频确认来访者
身份后，用手机远程为朋友打开房门。

下班回家，公寓主人轻呼“你好天猫，我
到家啦！”随即，窗帘和空调按照主人设定的
模式开启，舒缓的音乐响起，新闻资讯自动
播报。

晚上11点，公寓主人轻语一声“你好天
猫，我困了。”窗帘和灯随即关闭，加湿器和空
气净化器自动打开。

……
这些并不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而是两

江新区互联网产业园内一间“智慧公寓”真实
呈现的场景，也是重庆“5G 双千兆”网络
（5G+千兆宽带）、智能家居、物联网等新兴信
息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

重庆，已发展成为国家物联网产业发展
重点区域之一，物联网应用及平台建设已走
在全国前列。

物联网，让“智慧”无处不在
12月20日，市民刘涵在观音桥商圈购

物后来到车库，记不起车停哪儿了。但她并
未着急地在车库里转来转去四处找车，“找
车，只需用手机就行了。”她淡定地说。

只见她打开一款手机App，通过视频回
放，很快就找到了车辆停放的具体位置。

让这一切实现的，是重庆卡佐科技有限
公司（下称卡佐科技）。其开发的这一平台，
利用车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及车载物
联网终端设备，不仅可以对车辆进行精准定
位，还能实时掌控、分析车辆行驶轨迹、里程
油耗和司机的驾驶行为等情况。

卡佐科技的车联网平台，仅仅是物联网
技术助力重庆社会生产生活、城市治理迈向
智慧时代的一个缩影——

以电力行业为例，过去，由于靠人工检查
很难发现用电设施设备潜在的故障隐患，往
往在突然停电后，电力公司和用电单位才能

发现相关故障。这种情况下，居民和企业很
可能因突然停电造成损失。

如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开发的重
庆智慧能源物联管理平台，改变了这种现
状。其通过安装在用电设施设备上的温度、
湿度及气体压力等多种传感器，以及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可实时监测设施
设备运行状态并自动分析监测数据，提前发
现设施设备故障隐患，并有效减少人工巡
检成本。

目前，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安装在全市
居民用电设施设备上的海量传感器，已全部
接入该平台。同时，还有100多家企业与该
平台展开了合作。

在环保领域，重庆广睿达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广睿达）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
打造了生态环境智能感知与AI分析识别系
统。该系统可全方位、全天候、全角度地对站
点周围1-3公里的大气污染源进行不间断
监控，对前端设备实时采集的海量图片进行
智能分析识别，及时发现扬尘、汽车尾气、工
业废气等多种大气污染源是否超标，并自动
向监管部门人员进行告警推送。环保执法人

员据此可借助App导航定位功能快速前往
现场处置干预。

在市政管理领域，江北区运用物联网等
智能化技术，实现了对化粪池等危险源的实
时监测、预警和远程监控。相关人员只需坐
在办公室，就能够通过监控系统及时掌握化
粪池沼气及其他危险气体的浓度、液位、温度
等信息，提前发现安全隐患并预警。过去人
工巡查耗时费力、很难提前发现安全隐患的
难题迎刃而解。

在智慧社区方面，智慧小区近年来在重
庆不断涌现。其中，类似于前述“智慧公寓”
的智慧小区，中国移动重庆公司就已打造了
50个。

“多点开花”，应用推广见成效
物联网即物物相连的互联网，其作为新

一代信息网络技术的高度集成和综合运用，
带来了全球第三次信息化浪潮。

重庆相继出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
加快推进物联网发展的意见》《重庆市加快物
联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下转2版）

物联网应用“多点开花”助重庆迈向智慧时代

12 月 24 日，360 工业互联
网安全大脑正在进行实时监
控。位于合川区的 360 重庆安
全大脑项目最近通过项目竣
工验收，项目包括产业应用、
技术研发、教育培训、交流合
作四大板块，是 360 分布式国
家安全大脑的西部节点，可提
高重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中的网络安全防护
和对抗能力。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360重庆安全大脑通过验收

护航网络安全

罗玖明（左）协助执法人员清理渔
网。特约摄影 秦廷富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王翔

“聂书记，你政策熟，只要按照你说的这
个政策办，我们都支持。”12月15日上午，在
巴南区惠民街道龙凤村，经过“惠来计划”近
一年的培养，12月份刚刚出任龙凤村党委书
记的聂青，召开了上任后的第一次村民大会，
为村民们讲解即将进行的重点项目建设征地
拆迁政策。

35岁的聂青虽然是大会现场最年轻的
一位，却很得群众支持。“我们接触也有段时
间了，知道他是一个懂政策、干实事的人，所
以大伙儿都相信他。”村民周成栋说道。

应运而生，聚集起一批想
干事的年轻人

惠民街道位于巴南区北部，紧邻南岸长
生桥和迎龙，外环高速穿境而过，地理位置优
越，是巴南大力打造的中国西部地区智慧总
部新城所在地。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推进，基
层对既懂群众工作又熟悉政策理论的人才需
求激增。”惠民街道党工委书记左川介绍，和
很多地方一样，惠民街道基层干部人才结构
不合理现象十分突出。

为了配齐、配好基层干部，惠民街道想了
很多办法。除了回引本土大学生到村挂职外，
街道也面向社会进行选拔，直接到村任职。但
由于是即时选拔，没有经过系统培养，往往效
果差强人意：不是吃不了苦半途离职，就是不
懂政策干不了事，或者害怕与群众打交道。

今年3月，惠民街道创新探索实施了“惠
来计划”，通过预判村居干部缺口，提前进行
基层干部的招募培养，解决了传统干部培养

模式下，干部通过选任到岗后才进入培养期，
无法立即进入工作状态的问题。

为了确保培养计划的顺利实施，惠民街
道还自筹60万元专项资金，为接受培训者发
放每月4000元的基本待遇，招募聚集了一批
想在农村干事的年轻人。

实操培养，让年轻人能干事
会干事

重新建房，需要找哪些部门、办哪些手
续？哪些人可以享受哪些优惠政策？12月
15日下午，聂青在龙凤村走访过程中，遇到
村民询问。他几分钟就讲清楚了大家关心的
问题。

聂青告诉记者，“惠来计划”是一套成体系
的实操培养计划，加入计划中的每一位成员，街
道党工委都会指定一名领导班子成员作为“导
师”进行培养，学员要协助其工作，亲身参与党
的建设、“三大攻坚战”、重大项目推进等重点
工作的处理，以及各类信访矛盾纠纷的解决。
同时，实行3个月一次的轮岗锻炼，到农服中
心、规建办等各个科室实岗锻炼，培养解决各
类问题的能力，确保到了基层后真正能干事。

聂青今年4月成为“惠来计划”的成员，
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培养，就帮助街道完成
了1000余亩土地的征地拆迁，以及农房改扩
建、土地流转等重大事项，得到了群众的一致
好评。 （下转2版）

巴南区惠民街道创新探索“惠来计划”

建起培养优秀基层干部“蓄水池”

《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长 江 保
护法》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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