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夏元

“开炉，点火！”
2月2日，位于长寿区的重庆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重庆钢铁”）三号高炉点火
复产，重庆钢铁高炉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全面
完成，厂区内“三大一小”四座高炉同时投入
满负荷生产。

“三号高炉升级改造，是推动重庆钢铁
建成年产千万吨级钢企的重要项目之一。”
重庆钢铁炼铁厂副厂长谭海波介绍，三号高
炉于去年12月6日停炉实施升级改造，完
成了炉缸治理等多个技改项目。目前，高炉
已具备日产铁水7000吨以上的产能。

去年初，重庆钢铁对炼铁生产线实施提
质增效项目建设——3月30日，一号高炉率
先进行升级改造，于5月18日投产；5月28
日，四号高炉实施升级改造，于9月27日投
产；9月29日，二号高炉实施升级改造，11

月30日投产。
谭海波介绍，一号、四号、二号高炉分别

完成升级改造后，均在短时间内实现达产达
效，其中一号、二号高炉均刷新了国内2500
立方米级高炉开炉达产的产能纪录，高炉平
均利用效率得到明显提升。

在上述技改项目助推下，重庆钢铁高炉
利用系数在国内同类型高炉中位居前列，高
炉燃料比、干焦比、煤比等多个生产指标也
实现了优化。今年1月，重庆钢铁炼铁厂实

现“开门红”——当月三座高炉的铁水产量
累计实现65.6万吨，其中一号高炉日均产量
超7750吨，四号高炉日均产量5670吨，二号
高炉日均产量7700吨，创下企业最好纪录。

“能够在9个多月时间内，先后完成四
座高炉升级改造，这在国内钢铁行业中非常
少见，并且高炉改造后均能够迅速达产达
效，更是创下了国内钢企全新纪录！”重庆钢
铁炼铁厂相关负责人称。

今年1月，重庆钢铁不仅铁水产量取得突

破，钢材生产同样实现“开门红”。当月，炼钢
厂实现钢材生产合格量74.81万吨，交库合
格量77.31万吨，两项指标均刷新企业纪录。

“这两项产能指标还是在炼钢厂一号转
炉年修停产13天的情况下取得的，殊为不
易！”炼钢厂设备室区域工程师冉波介绍，炼
钢厂各班组充分协调精炼工序，通过实施多
种生产组织方案，如采取中间包复开、快速
更换中间包等新工艺，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
提高了钢产量。

点火！重钢三号高炉开炉复产
该厂四座高炉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全面完成并迅速

达产达效，创下国内钢企全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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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尤

“两年了，钱终于到手。这下可以过个好
年了，晚上回去就加菜！”2月3日，在綦江区
横山镇大坪村村委会前的空坝上，73岁的村
民苟世华领到了被拖欠两年的土地流转金。

她一边开心地数着手里的钱，一边连声对
身旁的綦江区委第一巡察组组长刘子杨道谢：

“多亏了你们，两周就解决了问题，感谢啊。”
当天，和苟世华一样领到钱的还有大坪

村另外30多位村民，焦方全是其中之一。
被叫到名字后，焦方全笑着小跑上前，按

照流程在表格里写上自己的名字，按上红手
印，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4180.4元的流转金。

领到钱，焦方全仔仔细细清点了两遍，确
定数目正确后，他小心翼翼地将钱放进了夹
克的里层荷包。“今天是真高兴，悬了两年的
心，终于落地了。谢谢巡察组为我们解决了
实际问题。”

土地流转金为何拖欠两年没有兑付？巡
察组因何介入？事情得从今年初的一次入户
走访说起。

今年初，綦江区委第一巡察组对横山镇
党委开展常规巡察，在大坪村入户走访时，偶
然听到几个村民聚在一起“摆龙门阵”，抱怨
久久没发土地流转金。巡察组队员上前表明
身份，询问具体情况。

“2019年，我们按照合同流转了土地给
企业发展民宿和特色农业，因为企业原因，流
转金一拖再拖。”

“多少人流转了土地？涉及多少钱？”
“全村有58户村民流转了土地，流转金

近15万元，可不是小数目。”

“企业那边什么态度？”
“我们多次询问企业，但他们始终定不了

什么时候发钱。”
……
在村民你一言我一语中，巡察组很快将

事情的来龙去脉摸清楚了。
“发现问题后，我们立即研判并及时与镇

党委及村两委沟通。”刘子杨告诉记者：“经过
核实，发现企业在工作交接、资产整合以及合
同履行中存在一些问题，拖欠村民土地流转
金也是事实。”

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问题大于天。巡
察组随即会同镇、村两级核查被拖欠土地流
转金的具体金额。

“这些数据镇上早有备案，为了确保万无
一失，我们根据村民反馈的情况又进行了再
次核实。”刘子杨说，通过巡察组、镇党委和村
两委多方协调，企业及时理顺了合同关系，将
拖欠两年的近15万元土地流转金发放到村
民手中。

资金发放现场，村民们不仅领到了钱，还
收到了一张特殊的小卡片——印有举报电话
的“巡察联系卡”。

刘子杨告诉村民，有任何问题线索都可
拨打电话向巡察组反映，巡察组将继续“瞪大
眼睛看、竖起耳朵听、盯着问题查”，聚焦群众
关心的忧心事、烦心事，推动问题解决，保护
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綦江58户村民领到被拖欠两年的土地流转金——

“拿到钱，好过年！”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程
茵芷）企业拿到土地的同时，就可领到土地
的不动产权证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即为

“交地即领证”。这是重庆高新区最新推出
的一项改革举措。2月4日，重庆日报记者
了解到，西部（重庆）科学城科学谷项目成为
全市首个“交地即领证”项目。

“才隔一天就拿到了双证，简直没想
到！”2月3日下午，在科学谷项目建设现场，
重庆高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刘小
燕接过《不动产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和《交地备忘录》（即“两证一书”）时，惊
喜之情溢于言表。

她回忆道，2月1日，自己前往重庆高新
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窗口咨询办证事宜、领取填写资料表，
并带回公司盖章。2日，向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综合窗口提交了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和
出让金缴款凭据3项材料。3日，就在建设
场地领到了“两证一书”。

仅用了3天就走完办证的所有流程，对
于办理过20多个项目手续的刘小燕来说，
有些不敢相信。

“太快了！以前要层层审批，跑好几个
部门，快的话两个月，慢的话要半年。”刘小
燕介绍，如今“交地即领证”帮助企业节约了

时间和成本，也有利于项目加快推进。
重庆高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交地即领证”改革实施后，
成效主要体现为“五减”。具体包括：“减
时间”，办结时间从30个工作日缩减为最
长5个工作日；“减流程”，办理流程从6个
环节压缩为1个环节；“减材料”，提交材料
从25项压减为3项；“减跑路”，从4次多窗
口申请变为1次单窗口申请，跑路次数从
原来的11次变为2次；“减成本”，企业无须
开展不动产测绘，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
负担。

刘小燕少跑路，但背后其实是数据在

“跑路”。据介绍，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收件窗口将所需材料一次性收取后，工作人
员会把资料扫描上传到重庆高新区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业务审批平台上，同时推送给该
局法规确权科、建筑管理科和不动产登记中
心审核。市场主体只需向一个窗口提出一
次申请，就可办理“两证一书”。

“此次改革是重庆高新区发挥‘小政府、
大服务’体制机制优势，深化‘放管服’改革
的一次集中体现，走在全国前列。改革后将
大幅度整合相关流程，打通系统间壁垒，促
进数据深度共享，推动营商环境再上新台
阶。”该负责人表示。

交地即领证 为企业“五减”
重庆高新区推出改革新举措，深化“放管服”走在全国前列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2月3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委了解到，市
住房城乡建委、市财政局日前联合出台《传
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和市级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试行）》，两部门明确将建立传统村落
保护发展项目库，按照（抢救）保护类、（整
治）提升类、（融合）发展类三种定位，对纳
入保护发展项目库的传统村落给予相应
支持。

据介绍，我市共有110个村落入选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通过
竞争性申报、评审和综合评估方式确定。（抢
救）保护型一次补助原则上不得超过总投资
额的90%；（整治）提升型一次补助原则上不
得超过总投资额的85%；（融合）发展型一次
补助原则上不得超过总投资额的80%；列入
补助对象的传统村落一次补助原则上不得超
过1500万元。

重庆将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库
入库的传统村落最高可获1500万元资金支持

新华社北京 2 月 4 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
大使：

一、任命蔡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以色列国特命全权
大使。

二、免去王世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纳共和国特命全
权大使职务；

任命卢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纳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张向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

表、特命全权大使，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
组织副代表职务；

任命李成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兼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
组织副代表。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保护类保护类
主要指对地理位置偏

僻、人去村空、比较破败的
传统村落，通过测绘等建立
数字影像档案，对有代表性
的传统建筑采取修缮或搬
迁等方式进行保护

（（抢救抢救）） 发展类发展类
对有区位优势、有地

域 特 点 、有 发 展 前 景 的
传统村落，在实现宜居的
基础上，盘活优势资源，传
承文明，推动农文旅融合
发展

（（融合融合））提升类提升类
指对建筑风貌、村落格

局保存较好、居住率较高的
传统村落，重点修缮传统建
筑、传承建筑风貌、保护村落
格局，保护历史遗存，改善人
居环境，建设宜居村落

（（整治整治））

2月3日，綦江区横山镇大坪村，村民拿到拖欠了两年的土地流转金。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黄乔）为更好服务疫情防控、经济
社会发展和技能人才培养工作，日前，市人力社保局下发《关
于做好“迎新春稳岗留工送培训”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将于2月上旬至3月下旬在全市范围开展“迎新春稳岗
留工送培训”专项工作，面向广大留岗劳动者提供职业技能培
训服务，并按规定发放培训补贴。

《通知》鼓励我市各类企业组织留岗和调休不歇班职工
（含在企业工作的劳务派遣人员）开展灵活多样的在岗培训和
技能提升培训，努力实现“留岗一人、培训一人”。对就地过
年、在企休假的职工，可根据职工意愿，灵活提供以工匠精神、
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质量意识、安全环保等为主要内容的通
用职业素质培训和安全技能培训。符合条件的企业留岗人员
培训可按规定享受培训补贴。需要注意的是，通用职业素质
培训、安全技能培训补贴标准不超过每人100元/天，补贴时
长不超过5天。

同时，鼓励企业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开展以工代训，按
照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专账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给予培训补贴。

活动期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遴选推荐的54家线上培
训平台机构，和市人力社保局遴选发布的蓝金领“技能兴业”
等16家第三方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将提供“不断线”服务，
确保注册和学习正常运行，鼓励线上平台免费向留岗职工开
放培训服务。

据悉，我市各区县人力社保局还将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
源，联动推出稳岗留工送培训和公共就业活动。

市人力社保局：

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留岗劳动者可领补贴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实习生 刘颖）过去一年，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重庆在推动全市服务业恢复发展方面
取得明显成效。重庆日报记者2月4日从市商务委获悉，
2020年，全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3207.25亿元，同比增长
2.9%，占全市GDP的比重达到52.8%，其中，餐饮收入增速高
于全国16.4个百分点。

2020年，重庆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服务业恢复
发展。市商务委及时出台应对办法，如：组织餐饮企业在全国
率先开展无接触式火锅外卖服务，举办“宅家火锅节”；组织专
班推动十大新兴服务业复工复产；组织住餐、洗染、家政等行
业企业与金融机构深度合作，与批零、外资等重点行业共享员
工，破解生活服务业企业融资难、重点企业用工荒等困难。

重庆还通过举办促消费活动聚人气、通过帮扶促进企业
转型谋发展。以餐饮业为例，去年，重庆先后举办了“春暖山
城·爱购重庆”绿色饭店消费促进季、“千品万店美食荟”和第
12届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化节等多场促销活动。其中，市
商务委联动金融机构开展的“爱尚重庆·惠享渝味”活动，共计
拉动银联系统餐住商户实现交易额183.49亿元。

重庆还致力于创建品牌强质量。美食方面，重庆火锅之
都、小面之都等10个美食地标、17条“中华美食街”通过复查
认定，11家企业入选中国餐饮百强、23个火锅品牌入选

“2020中国火锅影响力品牌TOP100”，渝中区八一路、观音
桥美食街入围全国50条“必吃街”；住宿方面，7家酒家入选
首批百家“绿色饭店、放心消费”示范企业名单，全市新评定星
级农家乐111家；社区商业方面，全市新建商业便民网点
2219处。

重庆推动服务业恢复发展见成效

2020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
占GDP比重达52.8%

关于涉疆问题的谎言与事实真相

□张燕

近日，重庆发布2021年15项重点民生实事，包括“发
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实施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工程”

“中心城区人行道完善提升”等。时值新春佳节，这些“民
生礼包”沉甸有力，如暖风扑面。

实施重点民生实事是开展民生工作的重要抓手和有效
途径。这样的目标背后，惠及面广、秉要执本，彰显的是“闻
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的民生情怀，体现的是党
和政府坚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决心和行动力。

民生实事做得好不好，最终群众说了算。群众来评价
起码要确保两条：得知道在忙什么，才能有针对性地评；得
知道忙的结果，才能评得中肯。因此，除了细致地定目标、
详细地列清单，完成情况至关重要。每一年，重庆都会向市
民公布过去一年民生实事的进展。拿2020年来说，15件重
点民生实事全部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其中，四好农村路等7
件完成总目标任务，其余8件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有了结
果，获得感才有依托，老百姓才能继续满怀信心。

时间是公平的，奋斗的每一步都会被记录、被看见。
新的一年，我们要盯牢“15项重点”，于无声处听心声、于
细微处见真章、于寻常处见功力，直击民生“靶心”，写好民
生“答卷”，守住稳稳的幸福。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新的民生礼包，是我们对群众
的承诺。重担在肩的责任，必将促使我们把信任化作前行
的动力，以等不得、慢不得、拖不得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跑
出民生改善“加速度”，为群众幸福持续“加码”。

“民生礼包”为幸福持续“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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