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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沱站唐家沱站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6月18
日中午12:00，轨道交通4号线二期唐
家沱站(不含)—黄岭站开通运营。随
着这条线路开通，重庆轨道交通运营里
程达到450公里。

交通开投集团人士透露，4号线二
期线路全长32.8公里，初期运营时间
为06:30至22:30，即开班时间6:30，
收班时间22:30，发车间隔约为10分
钟，单程运行时间约66分钟，共16列
车(含2列直快)上线运营，票价标准按
照已运营轨道交通线路票价标准执行。

单程坐地铁比坐公交节约一
半以上时间

对于沿线居民而言，4号线二期开
通将大大提升其出行效率和品质。以
4号线二期黄岭站到唐家沱站为例，目
前自驾车需要1个小时，乘坐公交车需
近2个小时，这条轨道线路开通后，可
节约一半以上时间。

复盛片区的居民雷祖兰说：“以前
去唐家沱没有直达公交，要去鱼嘴、寸
滩等地方转车，非常麻烦。4号线二期
通车后，到唐家沱只需10多分钟，非常
方便。”

唐家沱居民王川生透露，以前他
开车去观音桥商圈，常常拥堵，很不
方便。4号线一期和二期贯通后，他
可以算好时间再出门。去观音桥只
需坐4号线在火车北站北广场站，再
换乘 3号线就可到达。“想什么时候
走就什么时候走，再也不用担心堵车
了！”

提速东部槽谷产业发展和城
市开发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4号线二期途经江北区、两江新区，
串联起两江新区鱼复和龙兴两大片区，
衔接唐家沱工业园、鱼复工业园和龙兴
工业园，促进唐家沱、鱼复、龙兴、悦来
等外围组团与中心城区其他区域的联

动发展。提速东部槽谷产业发展和城
市开发。

“4号线二期通车，将为两江新区
及龙兴新城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
区、高品质生活示范区注入新活力。”
在龙兴公司总经理许彬看来，4号线
二期开通，是龙兴新城开发建设过程
中的一件大事，不仅进一步加强了龙
兴新城与中心城区其他区域的互联互
通，还为龙盛片区居民出行带来极大
便利。

为周边区域集聚产业和人气

4号线二期建设历时三年，这个轨道
交通项目建设不仅助推产业集群提质上
量，也为周边区域集聚了商业和人气。

借助4号线二期建设东风，理想汽
车、亚欧极星等新兴产业落地开建；武
汉协和重庆医院正式落地，获批国家级
区域医疗中心；龙兴专业足球场、航天
职大、龙兴龙湖天街等重点项目建设全
面加速。不仅如此，4号线二期沿线还

形成以长安、理想汽车为代表的汽车产
业集群，以三一重工、中车长客为代表
的装备产业集群，以奥特斯、瑞声为代
表的电子产业集群。

此外，这个项目开工后，两江新区
龙兴、鱼复新城等地日益繁荣，两地新
增小区84个，建筑面积增加512万平
方米，居住人口扩容5万余人；沿线两
江影视城、际华园、龙兴古镇等文旅项
目发展不俗，明月湖畔、三板溪公园等
地成为热门“打卡”点。

轨道交通4号线二期开通运营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郑渝高
铁6月20日将全线开通运营。6月18
日，重庆日报记者国铁集团获悉，郑渝
高铁全线贯通运营后，铁路部门将按
照日常线、周末线、高峰线安排列车开
行，襄万段单日最高开行动车组列车
106列，北京、天津、太原、郑州、武汉等
多地至重庆将开行直达动车，北京、郑
州、武汉至重庆最快分别6小时46分、
4小时23分、4小时57分可达。

除重庆北至万州北段常态化按时
速250公里高标运营外，其余路段都将
常态化按时速310公里达标运营。

郑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我国西南
地区外出的又一快速客运通道，串联
起嵩山少林寺、襄阳古隆中、神农架原
始森林、奉节白帝城、巫山大小三峡等
众多著名旅游景点。从售票情况来

看，郑渝高铁客运火爆，重要旅游目的
地余票紧张。

6 月 18 日，重庆日报记者登录
12306官网查询了20日当天重庆至河
南、湖北以及云阳、奉节、巫山等地列
车售票情况（数据均截至记者发稿
时）。

6月20日，重庆至郑州开行复兴
号动车组，最早一班G52次列车早上7
时32分从重庆北出发，12时04分到达
郑州东，该趟列车二等座余票充足，一
等座和商务座分别剩余2张和1张；
G1836次、G2680次列车二等座都已
售空，其余班次二等座仍有余票。

12306官网显示，20日，重庆至云
阳最早一班C6418次列车早上8时20
分从重庆西出发，该趟车二等座已售
空，一等座剩余2张，商务座剩余15
张，其他如C6408次、G372次、G3406

次、G3468次列车二等座均已售空，还
剩少量一等座和商务座；重庆至奉节
的 C6404 次、G352 次、G3422 次、
G322次、G2680次、G3406次列车二
等座全部售空，一等座、商务座和特等
座有少量余票，其余车次还有二等座；
重庆至巫山最早一班C6404次列车早
上6时49分从重庆北出发，9时01分
到达巫山，该趟车二等座有余票，一等
座剩余4张，G3422次、G372次列车
二等座全部售空，还有少量一等座和
商务座，其余车次二等座余票较为充
足。

此外，记者还梳理了从重庆至湖
北、河南境内重要旅游目的地的余票
情况。具体来看，湖北方向重庆至襄
阳的G3422次、G2680次、G3456次列
车二等座和一等座均已售完，还剩少
量商务座，其余车次二等座余票充足；

重庆至神农架的G3422次、G2680次、
G372次、G3456次列车二等座全部售
空，余少量一等座和商务座，其他车次
还有二等座；重庆至兴山（属宜昌市）
的G3404次、G3422次、G3406次列车
二等座和一等座全部售罄，其余车次
还有少量二等座；重庆至巴东（属恩施
土 家 族 苗 族 自 治 州）的 G3404 次、
G3422次、G3456次列车二等座和一
等座全部售空，还剩少量商务座。

河南方向重庆至安阳共有四趟列
车，最快一班G352次早上8时17分从
重庆北出发，14时46分到达安阳，目
前二等座余票充足，一等座和商务座
分别剩余4张票、3张票，其余三趟列车
仍有二等座；重庆至南阳的G3422次、
G2680次列车二等座和一等座已无余
票，剩少量商务座，其余车次二等座余
票充足。

郑渝高铁单日最高开行106列动车组
20日重庆至云阳奉节巫山多趟车次票已售空

□本报记者 崔曜

6月16日，2022年重庆市“最美应
急人”发布仪式在重庆卫视播出。璧山
区应急局综合协调科科长曹春被授予

“最美应急人”称号。与其他获奖应急
管理者相比，他是安全监管的“多面
手”，交通、旅游、工矿、商贸等领域多有
涉足。

“安全监管工作涉及面广，千头万
绪，必须有人去综合协调各部门，这个
角色还找不到被替代的理由。”十年的
安全监管工作中，对于扮演“多面手”角
色，曹春有很深的感悟。

2020年璧山区黛山大道新建路段
交通安全问题突出。“当时货车超限超
载归区交通局管，交通违章归交巡警
管，涉及农机车辆违法区农业农村委员
会也有职责……”曹春回忆。在道路交
通安全整治工作中，他叫上了所有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直奔黛山大道。“大家

捋清了各自的职责，形成了联合执法的
常态机制。”

同年，枫香湖儿童公园引进了皮划
艇项目，项目本身存在一定的安全风
险，但谁来监管当时尚无定论。

区级层面没有标准，曹春就在市
级、全国的类似项目去比对。两个多
月里，曹春查阅了《安全生产法》《重
庆市公园管理条例》《重庆市水上交
通安全管理条例》等 7部相关法规，
多次组织业主单位到现场了解项目，
梳理出了 11条可参照处理意见，最
终确定区文旅委为项目安全监管责
任主体。

近年来，曹春牵头组织开展了全区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专项行
动等工作，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璧
山区出台了安全生产负面清单制度，实
现了公路防护栏应装尽装等工作，全区
安全生产工作近十年均排名全市各区
县前列。

璧山区应急局综合协调科科长曹春：

涉足多个领域 成为安监“多面手”

□本报记者 周松

“最近电信诈骗多，叔叔孃孃们都
看一看，了解一下骗子的‘套路’哟！”近
日，“雷锋银行”赶场日志愿服务活动在
万州区牌楼街道石峰社区摩登时代小
区举行。

活动当天，来自牌楼派出所、牌楼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万州爱尔眼科
医院、万州区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
队和辖区商家志愿者们各展所长，为居
民提供义诊、按摩、反诈宣传等。

据了解，“雷锋银行”赶场日志愿服
务活动是万州区牌楼街道石峰社区推
出的常态化志愿服务活动之一，在前不
久中央文明办公布了2021年度全国学
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名
单，该社区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
区”称号。

“志愿者们大多是辖区内的居民，其
中有不少是党员。”石峰社区党委书记王
明介绍说，近年来，石峰社区坚持把党建
与社区治理相结合，以“党员领动、社区
发动、干部带动、群众联动”联动服务模
式，把热心公益服务的党员和社区居民
整合集中起来，引导其充分发挥专业优

势、资源优势，开展各类公益活动。
社区根据不同情况，推出了四点半

课堂、“雷锋银行”赶场日志愿服务活
动、“红色故事童声讲，红色精神润童
心”学党史儿童志愿活动等一大批活
动，深受群众喜爱。

同时，石峰社区还依托党群服务
中心、青少年之家、万州区图书馆分馆
等阵地，积极探索社区党建引领、社工
支撑和社区志愿者共同参与的“三社
联动”志愿服务机制，通过网格管理、
楼栋管理双管齐下整合热心公益的党
员及居民，吸引8家致力于青少年服
务的共建单位，设立了暖心党员志愿、
巾帼志愿等6支志愿服务队伍，志愿
者人数合计3465名，2021年共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150余场次，受益群众
超过2万人。

此外，石峰社区还积极探索社区管
理新模式，例如安排专人为有意愿、能
胜任的居民登记注册，设立“志愿咨询
室”配备专业社工对志愿者进行知识技
能培训，建立服务积分储蓄登记和回馈
激励的工作机制，兑现志愿服务的嘉许
奖励等，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制
度化、规范化。

万州区牌楼街道石峰社区：

一年开展志愿服务15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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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市 “ 最 美 应 急 人 ”

本报讯 （记者 韩毅）6 月 18
日，首届自贡国际恐龙文化旅游节在自
贡方特恐龙王国开幕。文化旅游节推
出“恐龙探秘季、恐龙彩灯季、恐龙研学
季”三大主题共17个子活动，将持续至
今年暑假结束，为游客奉上一道崭新、
神秘、惊奇的文旅盛宴。

首届自贡国际恐龙文化旅游节亮
点多多，既有恐龙主题的狂欢盛典，又
有国风古韵的传统文化，还有现代都市
新潮流新玩法。

如，恐龙探秘季，推出自贡方特恐
龙王国和时空·龙门镇两个“恐龙”主题
项目。这两个项目互为补充，并引入
AR、VR等前沿科技，演绎恐龙故事，
科普恐龙知识，营造出沉浸式互动体验
的新场景。

恐龙彩灯季则开启“彩灯璀璨消夏
夜”。彩灯季以“彩灯+冰雪+国潮+啤

酒”为主题，将在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
景区举办国潮迎宾秀、主题沉浸式巡游
秀、大型音舞诗画表演、解压雪仗大赛
等活动。

恐龙研学季以“恐龙探秘馆”——
自贡恐龙博物馆2号馆为载体。该馆
以恐龙的起源、发展、繁盛、衰亡为时间
轴线，运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科学猜
想，向游客解密“侏罗纪世界”恐龙的种
种谜题。同时，该馆还将举办恐龙科普
绘本新书发布、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
发现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盐龙
灯”百校联盟暑期研学等多个研学科普
类活动，致力掀起新的恐龙研学热潮。

除了三大主题活动，此次文化旅游
节还推出了“红色芳华之旅、盐系生活
体验之旅、光临奇妙夜之旅、盐龙灯亲
子研学之旅”四大主题17条精品旅游
线路。

首届自贡国际恐龙文化旅游节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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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6月18
日，“重庆市民影像计划2022”活动在
渝中区化龙桥企业天地启动。

“重庆市民影像计划2022”活动由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市文化旅
游委、市政府外办、团市委、市文联、渝
中区委、渝中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作
为一项旨在讲好重庆故事，树立城市新
形象，展示市民新风貌的公益活动，该
活动旨在通过面向全市征集摄影和短
视频作品的方式，多维度、多角度呈现
重庆的城市风貌、多彩生活和人文精
神。

该活动分为启动仪式、作品征集、
作品推广、作品展览四个部分。其中，
作品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8月，内容为
短视频或摄影作品。征集方向分为重
庆 Skyscraper（摩 天 大 楼）、重 庆
Bridge（桥）、重庆Home（家）、重庆
Young(年轻）四个方向，分别以重庆的
摩天大楼、桥、市民、活力创新为主要元
素，生动呈现重庆向上生长的城市面貌
和独有的精神气质，以及独特的山水地
貌、立体形态、城市审美和多元趣味的
生活气息。市民可通过登录网址

（https://www.mepai.me/activity/1095），
或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

作品推广阶段，重庆发布、重庆国
际传播中心将开设活动专题，对优秀
作品进行展播。“专题中还将开设互动
专区，市民只需留言、评论，就有机会
获得城市形象文创产品。”组委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9月至12月为作品展览
阶段，届时主办方将从参选作品中选
出优秀作品，在主城各大景区、商圈、
机场、高校等地举办优秀作品线下展
览，并在城市地标和商业综合体LED
屏幕展示短视频优秀作品，扩大活动
影响力。

在当晚的启动仪式上，还公布了首
批重庆城市影像师名单，秦文、王正坤、
李元胜、张坤琨、司琪、陈云元、张焱、李
砚以及加拿大籍摄影师亚历克斯等9
人当选。

“重庆市民影像计划2022”活动启动

（上接1版）村集体引进企业制作酸渣
肉、油团子粑粑、腊肉等当地特色美食，
通过小店销售后，谭登周、企业和村集
体按5∶4∶1的比例分红，老谭一家又多
了一笔收入。

老党员马培清家闲置的阁楼被改
造成了“初心书屋”。马培清的儿媳妇
谭明兰是书屋管理员，还在非遗扶贫就
业工坊做手工。小儿子陈朋学了木工
手艺活，现在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元，同
时还管护了5亩返包的黄精。吃穿不
愁的马婆婆当起了义务讲解员，把总书
记对乡亲们的关心讲给游客听。

中益乡的黄精产业已发展了1200
亩，一条从育苗、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全
产业链条正在形成。作为全乡主打产
业之一的中蜂，也已发展了8000多群，
延伸成集蜜蜂养殖、蜂产品深加工、蜜
蜂文化和蜜蜂科普研学于一体的产业
链条。农业产业和研学旅游的深度融
合，让中益乡形成了集干部培训、考察
团建、党性教育和思政研学于一体的旅
游新业态。

去年，中益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17075元，同比增长8.9%，集体经
济收入180余万元。

巴渝大地迈进全面小康

跳出中益，视野放得再开些，巴渝
大地已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昔日“千
面坡、万道梁，满山都是土坯房”的贫困
地区，如今“条条新路盘山梁、通组到户
宽又畅，产业基地务工忙、户户住上安
稳房”。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
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座谈会之后，我市把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
础性战役、底线性任务和标志性指标，
高位推动。

当年5月，市委召开五届六次全
会，出台155条工作措施，把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工作思路、具体抓手

和脱贫成果。
同年7月，重庆在石柱召开所有市

领导参加的脱贫攻坚现场会议，重点研
究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其
中，“两不愁”重点是发展长效扶贫产
业，完善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
制，加强就业转移，开展消费扶贫，稳定
增加收入；而“三保障”及饮水安全问
题，则是重点聚焦薄弱环节，拿出过硬
举措和办法。

住房保障方面，“十三五”时期25.2
万贫困群众实现搬迁，农村危房改造惠
及群众上百万人，贫困群众圆了安居
梦。

医疗保障方面，重庆建立起“三保
险”“两救助”“两基金”的多重医疗保障
体系，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教育保障方面，先后出台一系列教
育扶贫政策，对城乡低保和特困学生免
收高中教材费，为非寄宿贫困生免费提
供午餐，健全困难学生资助兜底保障机
制等。

……
青砖白墙，两层小楼，彭水县岩东

乡卫生院屵山分院是村民张国凤心中
“自家的医院”。如今，8名医生、4名护
士常驻，让“屵山屵山，看病翻山”成了
历史。

一家人住在河沟旁的小平房，水电
不愁；屋外是齐整的菜地，山坡上扑腾
着成群的鸡鸭鹅——在好政策的帮助
下，万州区龙驹镇梧桐村脱贫户张定美
一家的日子红火了起来。

下足“绣花”功夫，把增进民生福祉
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市

“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有效解决，农村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回
望这份沉甸甸的脱贫“成绩单”，每道题
都揭示了“重庆答案”。

用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2021年2月25日，全
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发出了乘势而上、再接再厉、接续
奋斗的总动员令。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要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
的历史性转移。然而，脱贫地区尤其是
原来的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基础相对薄
弱，抗风险能力不强，更需用千钧之力，
扎实稳住脱贫基础。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两不
愁三保障”仍是重中之重。重庆提前
谋划，从2020年 4月至今，先后发布
《建立防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实施
意见》等多个政策文件，对精准画像、
补齐短板、消除风险等做出周全安
排。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各级干部行
动起来，“扶上马、送一程”，脱贫群众的
后顾之忧没了，干劲更足了。

城口县周溪乡凉风村脱贫户倪代
清，家里两个小孩要上高中，开销增
大。村干部发现后立即牵线搭桥，让老
倪拜师学会了泥水匠技术，一年能挣十
几万元，供娃读书绰绰有余。

南川区木凉镇汉场坝村二社脱贫
户罗仕勇，去年突发脑溢血，让原本就
缺少劳力的这个家陷入困境。关键时
刻政府伸出援手，把他享受的政策进行
了升级，每月领到的兜底保障费用从
400多元增加到千元出头。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更广
泛的层面，如何以乡村振兴巩固来之不
易的脱贫成果，继续拓展脱贫攻坚成
效？

重庆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政策
上，严格按照中央要求落实“四个不
摘”，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对脱
贫区县、脱贫人口“扶上马、送一程”。
机构上，市乡村振兴局成立后，37个涉
农区县及万盛经开区均设立乡村振兴
工作机构，领导体制、工作体系、政策举
措、帮扶机制等平稳衔接；投入上，落实

市级以上衔接补助资金54.2亿元，较
上年增长7.2%，14个脱贫区县整合财
政涉农资金82亿元；机制上，建立起

“市领导+市级帮扶集团+协同区县+
驻乡工作队+产业指导组”的帮扶矩
阵，聚焦17个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乡镇、原18个市级深度贫困乡镇等开
展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硬核”措施推
行后，重庆乡村振兴绘出新景。

基本盘更稳——2021年，全市粮
食总产量达218.56亿斤，超额完成国
家下达的目标任务，创13年来粮食产
量新高；生猪产能提前半年恢复到
2017年正常年份水平，蔬菜、水产等重
要农产品量足价稳。

产业链更长——将产业振兴重点
转向提质增效，生产向绿，品种向优，品
质向好，生态旅游、养生养老、乡土文化
等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科技感更足——不断优化农业科
技供给，大力实施种业振兴工程，高标
准建设长江上游种质创制科学设施，加
快建设西南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库、区域
性畜禽基因库。

乡愁味更浓——全面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农村人居环
境全面推开，实现整体提升转变。同时
深入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全力巩固维
护“四清四无”禁捕成果。

动力源更活——扩面深化农村“三
变”改革，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达
2234个，盘活集体经营性资产13.4亿
元，撬动社会资本27.1亿元，355万名
农民当上股东。

重庆发展的最大潜力在乡村振兴，
最高境界是城乡融合。刚刚闭幕的市
第六次党代会提出，今后五年，深入推
动乡村振兴，精心绘就城乡融合发展新
画卷。

让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重庆已汇聚更强大力量，阔步迈上
新征程。

扫一扫
参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