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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华论

时间的巨笔，总是在沧桑巨变中写就
传奇。

历史的感悟，往往在深情回望时更加
真切。

2022年6月25日，首都北京发出这样
一条讯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
届政府就职典礼。

沉浸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喜庆氛
围中，700多万香港同胞意气风发、心潮激
荡。

25载春秋可鉴，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
旗，在香江之滨猎猎飘扬。25 载岁月洗
礼，中央政府赠送的金紫荆花雕塑沉静祥
和、熠熠生辉。

漂泊的日子实在是太过长久。归来
的游子抖落衣襟上的尘埃，满怀赤诚，紧
紧依偎着母亲的胸膛。25年来，“一国两
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香港在祖国大家庭中同兄弟姐妹一道奋
斗发展，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铺展未来图景，在中国梦的召唤下，新时
代的香江传奇更加壮丽。

（一）

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在香港会展
中心冉冉升起，香港协办北京奥运会、残
奥会马术项目，港珠澳大桥将碧波化作通
途……进入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网上展
厅，一条深蓝色的时光隧道，镌刻着香港
回归祖国 25 年来走过的光辉岁月和 700
多万香港市民的共同记忆。

“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
浪漫依然？”饱含真情的歌词，也唱出了人
心深处的叩问。放眼今日之香港，令人信
服的答案已经写下。

城市发展日出林霏开。背靠祖国、面
向世界，努力打拼的香港同胞创造了新的
发展传奇：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从1997年的
1.37 万亿港元增至 2021 年的 2.86 万亿港
元，增长逾 1 倍；对外商品贸易总额 2021
年约 10.27 万亿港元，较 1997 年增长逾 2
倍；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不
断巩固，多年被众多国际机构评选为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民生福祉光景时时新。回归以来，香
港文化、康乐和体育设施数量不断增加，
男性和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分别增长
6.2岁和5.5岁，成为全球最长寿的地区之
一，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香港市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香江儿女奋发向未来。回归前，香港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没有民主可言。回归
后，香港同胞当家作主，香港居民享有比
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民主权利和
自由，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家国情怀更加
炽热。“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
从狮子山下到长城之上，艺人刘德华曾感
叹：可以用香港人的身份，跟大家说自己
是中国人。挺直腰杆做堂堂正正的中国
人，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700多万香
港同胞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自信、步履坚
定。

对外交往好风凭借力。25年来，外国

在港领事机构从88家增加到119家，香港
特区护照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国家和地
区由40个增至168个，以“中国香港”名义
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达97个，香港成为
20多家国际法律组织的“落户”之地，越来
越多香港英才在中央政府支持下赴国际
组织任职，中国遍布全球的270多个驻外
使领馆为香港同胞提供“全天候”的领事
保护与服务，“无论走到哪里，祖国在你身
后”的庄严承诺让香港同胞更加安心。

紫荆盛放时，香港正青春。
20 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创造

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一
国两制”作为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为国
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
案。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
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
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是行得
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回望方知行渐远，登高更觉天地阔。
从历史中走来，向着未来前进，充满生机
活力的“一国两制”事业，必将挥写更加精
彩的新篇章。

（二）

“香港发展一直牵动着我的心。”5年
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机场对中外记者
的一席话，道出党和国家对香港的深情牵
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从战略和全局出发，对“一国两制”、
香港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
策部署，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取得新经
验、实现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一国’是
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
枝荣”；要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
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香港特别
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
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
起来；中央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的决心从没有动摇，更不会改变。一系列
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一国两制”事业发展
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这是心系香港同胞的民生关怀，让香
港的发展更有温度。从强调以人为本、纾
困解难，着力解决市民关注的经济民生方
面的突出问题，到要求重视解决青年群体
面临的困难，关心、支持、帮助青少年健康
成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香港同胞的民
生冷暖放在心上，不遗余力地支持香港发
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惠
及香港市民。

这是着眼长远的制度完善和法治保
障，为香港长治久安筑牢根基。建立健
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修改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
则……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推动香港
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推进依
法治港、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
下坚实基础。

“总有一双臂膀为我们遮风挡雨，总
有一盏明灯为我们指引航向”，回顾香港
走过的不平凡历程，一位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这样感慨。香港正站在“一国两制”实
践的历史新起点上。在新时代推进“一国

两制”的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与时俱进，使“一国
两制”理论和实践更为丰满、更加鲜活、更
具时代性，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复
兴迈出了新步伐，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作出了新贡献。

（三）

“这是祖国送给香港的一份厚礼。”6
月22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开幕典
礼。从青铜器、书画名作，到织绣、陶瓷
等，来自故宫博物院的逾900件藏品，横跨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这场文化盛宴，连
接古今中外，也架起沟通心灵、融通情感
的桥梁。

文脉连着血脉，岁月见证深情。难忘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突袭香港时，中央政
府出手力挺香港,使国际金融炒家铩羽而
归,香港金融市场得以化险为夷；难忘香
港经济遭受重创而陷入低迷时，中央推出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
安排》等一系列政策，加强互利合作，重燃
香港社会信心与希望；难忘非典疫情、新
冠肺炎疫情肆虐时，中央及时伸出援手助
港抗疫，奏响一曲曲血脉相连、大爱无疆
的感人旋律……

温暖如一，情满香江。一路走来，尽
管有风雨和坎坷，但祖国始终是香港抵御
风浪、战胜挑战的坚强后盾，是香港保持
繁荣稳定的最大底气。

2021年，由嫦娥五号返回器带回的部
分月壤在香港会展中心展出，许多市民惊
喜地发现，在中国人“可上九天揽月”的圆
梦故事里，也有香港的一份贡献——香港
理工大学研发的表取采样装置，助力嫦娥
五号成功完成月表采样返回任务。民族
复兴的壮丽史诗里，有不朽的香江名句；
风雷激荡的时代风云中，有不变的赤子之
心。

在这片海风吹拂的热土上，总有一种
情怀在流淌，那是无法割舍的骨肉亲情，
是刻骨铭心的家国记忆。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
看。”今天，香港市民的一杯清茶、一碗靓
汤，早已离不开内地输送的潺潺东江水。
血浓于水，命运与共。无论过去、现在还
是将来，一个朴实的道理颠扑不破：香港
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会更好！

（四）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6月
24日，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
主席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发展，
才能实现人民对生活安康、社会安宁的梦
想。

今日之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
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是香港
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
匙。从不断提升竞争力，到破解住房难、
贫富差距大、年轻人向上流动难等社会问
题；从强化政府治理能力，到同建关爱共
融社会，都需要在发展中求解。正如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言：
香港的新篇就是希望在5年里创造一个有
充分发展机会而且平稳、安全的香港，通
过发展解决很多方面的问题。

以发展的眼光看香港，依然任重道

远；以广阔的视野看未来，前景一片光明。
紫荆花开正烂漫，乘借东风上青云。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不仅能够分享内地
的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而且能够在国家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占得先机。
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在国
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扮演更积极角
色，香港定能培育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实
现新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市
民。

在世界夜景卫星图上，从广州到深圳
再延伸至香港、澳门，是灯光最璀璨的区
域之一。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出
坚实步伐。港珠澳大桥横卧伶仃洋，广深
港高铁香港段开通，香港与内地的路网、
口岸等“硬联通”已打通各个节点，规则衔
接、机制对接的“软联通”不断深化，大湾
区“一小时生活圈”基本形成，《全面深化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
案》《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
面合作总体方案》等不断促进合作，互通
共融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以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为牵引，香港正加速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

“跨过深圳河，天地更广阔。”2021年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市民普遍认同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能带来益处，大部分受访
者认同大湾区能帮助香港建立增长新引
擎。在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心目中，“粤
港澳大湾区就是一个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的地方”；在经济学家看来，“香港迎来了
一个最好的时代”；在外商眼里，“香港是
拥有超过8000万人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一
部分，这是世界上拥有更多好机会的地
方”……

对香港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
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大
机遇。“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
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新时代中
国勇毅前行、朝气蓬勃，也给香港繁荣发
展注入更加澎湃的新动力。

“寻梦者启程起跑线，在这狮子山下
冲线，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建。”香港特区
政府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组织创
作的主题曲《前》，唱出了香港市民创造未
来的信心和力量。“心合意同，谋无不成。”
拧成一股绳，铆足一股劲，开拓向前不停
步，新时代的香港充满希望和活力！

天高海阔，气象一新。不久前，庆祝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帆船赛在维多利亚
港举行。帆手们乘风破浪、奋勇争先，展
现了香港同胞同舟共济、扬帆万里的精气
神。

潮涌香江千帆竞，勠力同心再启程。
回望过去，沐世纪风雨，经百年沧桑，“东
方之珠”在南海之滨绽放异彩。展望未
来，700多万香港市民抖擞精神，续写狮子
山下发展新故事、繁荣新传奇。“一国两
制”在香港的实践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感召和团结广大中华儿女为实现祖国完
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
斗。

香江水澎湃不息，紫荆花永远盛开。
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祝福香港，祝福祖
国！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紫荆花永远盛开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对
2021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
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
激励的通报》，渝北区因高度重视
重大决策部署督查落实工作，在
创新优化督查落实方式方法、推
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成效
明显，获得督查激励。

地处重庆主城北大门的渝
北区，是两江新区开发建设主战
场之一。作为重庆自贸试验区、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
范项目的重要承载地之一，渝北
区内汇集川渝高竹新区、两路果
园港综合保税区、悦来国际会展
城、龙兴工业园、仙桃国际大数
据谷、创新经济走廊等众多开发
开放平台。

近年来，渝北区紧紧围绕把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
在重庆大地上这条主线，牢牢把
握“服务发展、服务决策、服务落
实”的工作要求，充分发挥督查工
作的“利剑”作用，不断增强督查
工作的政治性、规范性和实效性，
全力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在渝
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我们坚持把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作为督查工作的基本导
向，紧跟大局大势，有的放矢、精
准督查，做到决策部署到哪里，
督查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渝北
区有关负责人介绍，督查工作主
要聚焦三个方面：一是围绕中心

任务督“大事”；二是围绕指示批
示督“要事”；三是围绕民生关切
督“难事”。比如，把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
作安排在渝北落地落实作为督
查主要任务，重点对习近平总书
记对重庆所作重要讲话和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巡视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全市“三大攻
坚战”和八项行动计划等内容进
行梳理归纳，分类制定针对性督
查方案，既督任务、督进度、督成
效，又查认识、查责任、查作风，
确保决策部署落实、政治方向不
偏。

在优化方式方法抓督查方
面，渝北区摒弃“听汇报”“看台
账”等传统单一方式，以问题为导
向，深入一线查实情、摸实底，开
展“靶向式”“点穴式”督查，多看

“里面”和“角落”，少看“窗口”和
“门面”，带着问题看、顺着问题
查、盯着问题督，确保在不增加基
层负担的基础上看到实情、查出
实效。

同时，为了杜绝督查“一查了
之”，问题“一交了之”。渝北区强
化对决策落实全过程的督查督
办，对照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
任清单，压紧各方责任，跟踪各个
环节，精准掌握办理进度，及时解
决困难问题。坚持督过程与督结
果并重，定期对未办结事项开展

“回头看”，通过调研督导、发函督
办、现场督查等方式，实施反馈问
题整改“对账销号”。

发挥督查“利剑”作用 以真督实查推动工作落地落实

渝北区重大决策部署
督查落实工作成效明显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
6月25日是第32个全国土地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
获悉，我市已累计开展酸化土壤
治理推广面积213.9万亩，有力
地促进了粮食生产，保障了耕地
健康。

市农业农村委耕地质量处处
长杨守正介绍，目前我市共有耕
地面积2805.25万亩，但由于农
民高强度种植，加上化肥的大量
使用，导致耕地退化明显，尤其是
部分土壤酸化程度较重。

土壤酸化导致了土壤板结严
重、肥料流失加速、作物营养不良
等问题。南川区金山镇金狮村水
稻种植大户娄必强就因此吃了不
少亏——2020年，娄必强返乡流
转了200亩土地种植水稻、高粱
等粮油作物，由于土壤酸化严重，
作物抗病性差，作物减产严重。
去年，当地农技推广中心对娄必
强种植的土壤增施土壤改良剂
后，才使其种植的粮油作物得以
丰收。

要治理酸化土壤，就要通过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针对不同酸
化类型的土壤，采用不同的土壤
改良剂给土壤“治病”。从2014
年起，我市开始探索酸化土壤治
理，并总结了不同类型土壤改良
剂在不同作物不同土壤PH条件
下的使用方法。

如今，全市已推广运用6大
类20余个土壤改良剂，初步形成
了《酸化土壤改良技术规范》地方
标准，累积开展酸化土壤治理推
广面积213.9万亩，其中种植粮
油作物酸化土壤治理推广面积
24.3万亩。通过治理，全市水稻
增产8%以上，蔬菜增产10%以
上，为保障粮食安全奠定基础。

今年，为加快提升耕地质
量，我市又全面启动了酸化土壤
治理攻关，投入1800万元治理
示范酸化土壤 19 万亩。“接下
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酸化土壤
的治理范围，同时加大耕地质量
综合提升示范区建设，为土壤健
康建立档案，为全面推广酸化土
壤治理提供经验和参考。”杨守
正说。

为土壤“看病”
让耕地恢复活力

重庆酸化土壤治理推广面积达213.9万亩

重庆十个事项获国办督查激励 ⑩

关 注 全 国 土 地 日

本报讯 （通讯员 费玉琼）
助企政策落地、贷款贴息、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近日，围绕援企
稳岗、助企纾困、促进就业等，黔
江区推出一揽子措施，打好服务

“组合拳”，全力助企纾困。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稳住经济大
盘的决策部署，连日来黔江相继
出台《促进消费十条政策措施》
《进一步助力企业纾困政策措施》
等多项措施，通过各种平台大力
宣传惠企政策，通过多种方式开
展政策解答，树立企业发展信心。

同时，该区相关部门建立符
合政策条件市场主体清单，全面
收集、梳理、汇总各项惠企政策，

明确政策适用对象、申报条件、办
理流程等事项，为企业享受政策
红利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南，帮助
企业用足用活各项政策。

在解决企业融资难题方面，
截至6月23日，该区区级转贷平
台累计为区内企业办理12笔转
贷业务，合计使用转贷资金5975
万元。在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政策上，黔江区财政共兑现稳岗
返还资金 77.7 万元，惠及企业
178户；在落实创业担保贷款贴
息政策上，贷款发放381户，涉及
金额6380.5万元，财政贴息476
万元；在降低用电用网成本上，今
年1-5月享受优惠用户8962户，
优惠金额309.91万元。

黔江打好服务“组合拳”
全力助企纾困

（上接1版）
九龙坡区、巴南区、长寿区、綦江区、

荣昌区、两江新区在推进市级重大基础设
施和民生项目建设中，严格落实征地拆迁
和建设环境维护主体责任，全力保障项目
建设供地和良好施工外部环境，为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作出积极贡献。

渝北区、巴南区、永川区、璧山区、开
州区、秀山县在狠抓精准招商、专业招商，
特别是制造业招商质量好，招商项目转化
落地率高，工业项目投资占比大。

巴南区、长寿区、璧山区、两江新区、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在扎实推进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聚焦主导
产业发展，统筹抓好产业发展规模、发展
质量和发展环境等工作成效明显。

渝北区、巴南区、大足区、璧山区、西
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在认真贯彻落实重
庆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积
极推进“抓项目稳投资”专项行动，持续推
动传统产业转型，加快推动制造业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深入推进产业
集群化、特色化发展，聚焦问题帮扶存量
企业，推进智能化改造示范取得明显成
效。

江北区、渝北区、巴南区、开州区、两
江新区在积极推动企业上市，提升经济证
券化水平，在推动企业境内外上市、IPO
申报、上市辅导备案、新三板挂牌、重庆
OTC改制挂牌和上市公司再融资等方面
取得明显成效。

万州区、潼南区、南川区大观镇、铜梁
区土桥镇、开州区临江镇在持续深化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品种、品质、品牌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壮大现代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做深做实农产品精深
加工，壮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农产品
电商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

九龙坡区、渝北区、巴南区、璧山区、
开州区以“云联数算用”为着力点，推进实
施“云长制”、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政务数

据资源管理、“渝快办”政务服务体系建设
等工作成效显著。

江北区、九龙坡区、北碚区、梁平区、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落实知识价值信用贷款、研发经
费加计扣除、研发准备金制度、重大新产
品研发成本补助等政策措施，加强产学研
合作以及引进培育新型研发机构取得明
显成效。

万州区、巴南区、长寿区、潼南区、两
江新区在改革科技评价机制、加快推进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营造创新创业环境等方
面成效显著，科技创新投入、技术合同交
易额、科技创新人才等方面增长明显。

涪陵区、渝中区、江北区、永川区、綦
江区、大足区、武隆区、云阳县在开办企
业、办理建筑许可、登记财产、获得电力、
获得信贷、纳税、执行合同、办理破产等方
面积极探索创新，落实《重庆市社会信用
条例》措施成效显著，营商环境良好。

江北区、北碚区、渝北区、璧山区、荣
昌区积极支持民营市场主体“个转企”“微
升小”“小升规”，促进中小微企业、民营经
济发展成效显著。

南岸区、江津区、永川区、垫江县、两
江新区、重庆经开区建立健全政府质量品
牌激励制度、积极推动质量基础设施“一
站式”服务平台建设、大胆探索质量督察
机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沙坪坝区、渝北区、南川区、綦江区、
梁平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扩面
深化农村“三变”改革、发展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等农业农村改革工作创新措施实、效
果好。

沙坪坝区、渝北区、大足区、梁平区、
奉节县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
村镇创建等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工作措施

有力、效果明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
验。

北碚区、潼南区、九龙坡区铜罐驿镇、
江津区西湖镇、綦江区赶水镇在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村容村
貌提升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措施
有力、效果明显。

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
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永川
区、南川区、垫江县、云阳县、石柱县、万盛
经开区大力推进岸线治理、清水绿岸治
理、山城步道建设等“两江四岸”治理提升
工作，城市更新试点示范、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和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铜梁区、荣昌区、黔江区濯水镇、渝北
区统景镇、丰都县三合街道“河长制”工作
推进力度大，在河流管理保护、市级总河
长令落实、“一河一策”实施、水土保持等
方面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涪陵区、江津区、大足区、铜梁区、潼
南区大力推进城市管理智慧化建设、强化
市政设施安全管理、实施城市园林绿化补
缺提质、推进建筑渣土运输车辆治理、落
实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深化“马路办公”等
工作措施实、效果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经验。

沙坪坝区、江北区、綦江区、潼南区、
开州区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合理有效使用
就业资金、推动改革创新举措，促进高校
毕业生、失业人员、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
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成效明显。

沙坪坝区、南川区、江北区石马河街
道、南岸区龙门浩街道、渝北区双龙湖街
道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养老事业和产
业协同发展，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
制度，推动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

成效明显。
沙坪坝区、璧山区、南川区、荣昌区、

两江新区大力推进“三通”医共体改革工
作。对积极完善医共体运行机制，区域就
诊率、基层医疗占比、医保基金有效使用
率、牵头医院群众满意率和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知晓率高。

沙坪坝区、九龙坡区、永川区、江津
区、潼南区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率高、
县域义务教育发展优质均衡、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成效明显、科学履行教育职责评价
改革。

渝中区、沙坪坝区、南川区、武隆区、
巫山县大力实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高效推进旅游市场秩序整治，提升旅游城
市影响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涪陵区、大足区、綦江区、开州区、秀
山县在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中，有效化解交通、危险化学品、建设、防
汛抗旱等行业和领域突出问题，持续开展
高层建筑、老旧小区消防安全和危险化学
品安全专项整治，推动风险监测预警、应
急救援力量、应急物资保障等应急能力提
升，积极创建安全示范城市，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经验。

万州区、黔江区、涪陵区、大渡口区、
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合川区、永川区、南
川区、潼南区、荣昌区、开州区、梁平区、武
隆区、城口县、丰都县、云阳县、巫溪县、石
柱县、秀山县、酉阳县、彭水县2021年有
关工作获得党中央（含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含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彰，获得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肯定性批示。

通报显示，对上述通报表扬的地方，
市政府将相应给予政策、资金、项目、改革
先行先试等27个方面奖励支持措施。目
前，市政府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组织兑现落
实各项激励措施，指导受激励区县（开发
区）用足用好政策红利，确保发挥激励措
施的示范效应，营造比学赶超、奋勇争先
的良好氛围。

市政府办公厅通报2021年督查激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