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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论坛

□张燕

大美重庆，美在眼里，更美在心中。不久
前，本报推出了“大美重庆·就在家门口”大型
系列报道。一座近悦远来的城市，通过一篇篇
深度报道，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山城步
道、城市公园、背街小巷……开门见绿，推窗是
景，美丽重庆焕新出彩，魅力更加彰显。

谈起重庆，人们会想起很多美好的诗句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曾
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渝州江上
忽相逢,说隐西山最高峰”……一江碧水、两

岸青山、三峡红叶，皆是山水之城的最靓本
底、最大本钱，值得巴渝儿女用心呵护、精心
保护。

什么是获得感？对老百姓而言，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样样都是。绿色，既是美好生
活的标配，也是产业发展的底色。广阳岛入选

“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江“十年禁渔”退
捕任务顺利完成；森林覆盖率达到54.5%；2021
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26天……如今，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日益成为重庆大地的主旋
律，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正徐
徐展开！

山水有情，人更有情。重庆这方山水是对
得起我们的，我们也一定要对得起这方山水。
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奋力书写建设内陆开
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新篇章”，要求“深
入推动绿色发展，进一步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

态屏障”，走出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走出新路子，理念是先导。“绿色”二字，
背后是资源观和发展观。护好本底、用好本
钱，关键是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深入人心。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
后一道关口，保护好长江母亲河和三峡库区，
事关重庆长远发展，事关国家发展全局。既
然地处上游，坐拥山水环绕、江峡相拥的自然
禀赋，就应该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强化“上游意
识”，担起“上游责任”，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
态屏障，把重庆建成天蓝水碧、鸟鸣鱼跃的优
美之城。

走出新路子，路径是关键。绿色，既是贯
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鲜明底色。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

走实“两化路”，才能在提升绿水青山颜值中
做大金山银山价值。一方面，要积极稳妥做
好“双碳”工作，大力推进产业绿色发展，坚决
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全面增强经济发
展绿色动能。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发展气
候经济、山上经济、水中经济、林下经济，建立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城乡自然
资本加快增值。建立又美又富的产业体系，
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实现生
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建设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是重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优势所在和责任所在。坚持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加快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
变革，就一定能让绿色成为巴渝大地最亮丽
的色彩，让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焕发新的时代
风采。

让绿色成为巴渝大地最亮丽的色彩

□周荣光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 101 周年的纪
念日，也是《重庆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定》施
行的日子。在“七一”这个特殊日子，加强红色
资源地方立法，有利于发挥法规的引导推动作
用，对于激励一代又一代巴渝儿女秉承红岩精
神，赓续红色血脉，意义重大。

红岩精神产生在风雨如磐的革命斗争岁
月，蕴涵着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方面的
丰富经验，是重庆最显著、最独特的红色资源。
值此党的生日之际，重庆计划联合川黔推出红
色旅游精品线路，重点打造“川陕苏区行——红
色旅游”精品线路，旨在进一步完善红色旅游线
路体系，在新时代弘扬红岩精神、赓续红色基
因，鼓舞大家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
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弘扬红岩精神，要用崇高信仰铸就时代忠
诚。要像红岩先辈那样，人在歌乐山、心向宝
塔山，电台嘀嗒向延安，不管处境多么困难、局
势多么复杂，都始终斗志昂扬、立场坚定；要像
红岩先辈那样，无限忠诚、无畏担当、无私奉

献，面对重大挑战旗帜鲜明、清醒自信，面对重
大风险豁得出去、顶得上去，面对重大困难无
私无畏、破冰突围，面对重大矛盾迎难而上、破
难而进。

弘扬红岩精神，要用不懈奋斗镌刻时代担
当。当年，红岩革命先辈深入龙潭虎穴，在逆境
险境中挺立，在危局困局中开拓，在封闭封锁中
突围，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排除万难、艰苦奋
斗，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重要历史使命。我
们身处新时代，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面临着新
的风险、新的挑战、新的困难，必须自觉担当时
代使命，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撸起袖
子加油干，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敢于啃最硬的骨
头，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切实创造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纪念
“七一”、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从重庆这块
英雄土地出发，红岩精神将带给与我们无比强
大的动力。把红岩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
力，踔厉奋发，笃行不怠，认认真真做、扎扎实实
干，定能让巴渝大地涌现生气勃勃的新局面、新
气象！

把红岩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

□臧博

今天，是成渝铁路开通70周年的日子。在
交通地图册中，实线代表已通车线路，虚线代表
规划中的路线。1952年，一条505公里的铁路，
由虚线变为了实线，并创下了新中国诸多“第
一”，这就是成渝铁路。

成渝铁路，不只是一条铁路，更是一种精神
的象征。“敢为人先、众志成城、艰苦奋斗、无私
奉献”，这是成渝铁路留给我们的筑路精神。在
施工条件极端艰苦、缺少机械设备、路料运力极
为匮乏的条件下，十余万军民肩挑背扛，硬生生
从崇山峻岭中“抢”出一条成渝铁路。这条铁
路，不仅是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第一条血管，还成
为了巴蜀人民实实在在的精神支撑，载着川渝
人们奔向幸福的未来。

成渝铁路，是川渝的发展记忆。从无到
有，从规划到落地，成渝铁路改变了川渝地
区的发展格局。贯穿四川盆地的成渝铁路，
改变了过去交通仅靠内河航运和驿道的历
史，一路将成都、重庆及沿线 10 多个城市紧
密联系到一起，带动百业俱兴。从此，成渝运
输成本大幅下降，物流更加畅通，钢铁、技术、
人才，顺着铁路，走出去、走进来。荣昌的煤，
内江的糖，攀枝花的钢铁，德阳的装备，得以
走向全国。随着与宝成、成昆、襄渝等铁路相
继衔接，成渝铁路成为了连接西南与西北、华
中与中南地区的重要铁路干线，也将西南地
区与全国各地紧密联系到一起，服务全国发
展大局。

成渝铁路，是迈向未来的起点。从区域
到全国，从国内到国际，成渝铁路的辐射范
围越来越广。过去，成渝铁路是激活大西南
国民经济的大动脉，给西南地区带来诸多机
遇；如今，成渝铁路已经与“一带一路”倡议无
缝连接，在服务“国际国内双循环”大格局中
发挥更重要作用。随着中欧班列(成渝)、陆海
新通道班列、沿江班列等陆续开行，更高质高
效的成渝铁路，开始发力国际业务，面向更加
广阔的天地，融入更大的发展格局。越织越
密的成渝线路，将持续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也将更有力地服务长江经济带发
展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时光匆匆，车轮滚滚。过去，我们能靠着
筑路精神，两年修通成渝铁路；今天，我们也能
带着筑路精神，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力量。在成渝铁路 70 岁生日这一天，让
我们携手成渝铁路飞驰向前，吹响接续奋斗的
号角，汇入中国梦的新征程，奔赴更加灿烂美
好的未来。

穿越70年的幸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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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半月谈》刊发《干过了、不担责：“唯过程”虚风渐长》一文，引发基层干部热议。半月谈记
者追踪采访发现，“唯过程”“唯结果”两种不良工作作风在基层都不同程度存在，本质上是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顽疾作祟。基层干部和专家学者认为，遏制“唯过程”“唯结果”虚风，关键要在基层工作中
坚持问题导向，用好实事求是这个“传家宝”。

抓实理论武装
推动各项工作开创新局面

党建做强了就是竞争力。通过党
委带头学、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联学、
党支部“三会一课”认真学等多种形式，
重庆联通确保学习全覆盖。同时，采取
专家讲座、专题培训、结对共学、现场见
学等相结合的方式，促进理论武装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在重庆
联通“贯彻新战略 奋进新征程”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101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中，公司党委书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
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全面贯彻落
实新战略”讲授专题党课，将重庆联通
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的成果
转化为具体任务清单。重庆联通与战
略合作单位中国星网网络应用有限公
司党委结对开展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联学会议，通过加强学习交流和深化战
略合作，共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党建做细了就是凝聚力。重庆联通
党委班子以“全面贯彻落实集团新战略

‘宣讲到基层倾听到一线’”为载体，运用
党的创新理论为基层一线答疑解惑，推
动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聚人气，实现覆
盖干部、党员全覆盖。策划专题研讨、专
题演讲，厚植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改革
发展和党的建设工作的精神动力和实践
基础。加强宣传报道，开设“青春心向党”

“贯彻新战略”等专栏，发布25期，为主题
活动打牢思想基础、营造良好氛围、汇聚
全员合力。

坚持创新驱动
服务重庆数字经济建设

当前，重庆市数字经济正处于高
质量发展新起点，以建设国家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为契机，接续推进以大
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行动计划，倾力打造“智造重镇”、建
设“智慧名城”。

重庆联通正在积极融入推动数字
化转型“主赛道”，参与全市数字经济发
展的重头戏之中——

新基建按下“快进键”。重庆联通
积极落实“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升级

“2+X+N”新型数据中心布局，推进中
国联通西部（重庆）科学城数字产业基
地建设，打造“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第一
算力引擎”。与此同时，重庆联通深入
落实成渝“一体化”，做好成渝“1小时
交通圈”沿线网络广度覆盖；打造5G
和千兆宽带精品网，到年底累计建设
5G基站3万座，人口覆盖率达99%。

5G融合创新跑出“加速度”。重庆
联通做实市政府与联通集团共同组建
的中国联通（重庆）5G融合创新中心，
立足重庆，带动全国，助推千行百业数
字化转型，5年内打造150个以上5G
融合示范项目。加强政校企联合创新，
深化和重庆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
理工大学等高校以及汽研院、信通院等
特色科研机构的合作，实现产学研深度
融合。

产业转型探索“新路径”。重庆联
通扎实推进中国联通汽车制造军团在
渝组建，以服务重庆汽车产业数字化转
型和高质量发展为支点，赋能全国汽车
产业，打造汽车全产业链资源协同服务

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3年内打造30
款以上智能化解决方案和重点专精特
新产品。

坚持党建引领
在稳增长上锚定新目标

长期以来，以“人民邮电为人民”
这一通信行业的共同初心使命为根基，
重庆联通深入推进党建文化和企业发
展相融合。

重庆联通融合推进五大主责主
业，注重因地制宜，坚持创新驱动。以
汽车制造军团落户重庆为契机，突出产
学研用、融合创新的重庆特色，增强“硬
核”实力。全面融入重庆“智造重镇”

“智慧名城”建设主战场，以“12345”政
务热线、智慧河长平台等标杆项目为牵
引，带动5G+融合创新应用加快复制。
坚持深入推进提质增效，发挥“稳增长、
优网络、抓改革、提效能、防风险”的支
撑保障作用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
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落地见效。

另外，重庆联通还坚持以文化融
入推动经营发展。大力营造“网格化+

大数据+铁脚板”工作新模式，将企业
基层治理、数据赋能、奋斗精神相融
合。以“网格化”划分责任田，做到“千
斤重担人人挑，人人肩上有目标”；以

“大数据”贯通全生产链条和生产要素，
实现精准赋能、高效作战；弘扬“铁脚

板”精神，将“红岩精神”融入其中，用
“铁脚板”的力度、温度、深度，走遍基
层、走近用户、走向创新。坚持以文化
擦亮服务品牌。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五个一”行动，解决网络体验、适老助
残、业务办理等18个方面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这一幕幕收获都是在党建引领下
的生动实践——

在全市统一助老助残服务标准并
推出专享资费，累计让利超200万元；
万州70多岁宋光全老人来信，专门为
重庆联通对老年人的服务点赞；持续扩
大跨域服务范围，为跨省用户提供27
项异地业务便利服务；持续加大对偏远
地区的网络覆盖力度，投入资金2000
万元，实现了43个贫困偏远村落的4G
网络覆盖……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重庆
联通人正奋楫笃行、履践致远，时刻
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以更高的政治
站位、更大的理想抱负、更广的视野
格局，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建设，全力
开创重庆联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张婷
图片由重庆联通提供

高站位谋划 高标准统筹 高质量落实

重庆联通“三管齐下”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中国联通重庆市分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联通”）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
真学习贯彻重庆市第六次
党代会精神，彰显“数字信
息基础设施运营服务国家
队，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
社会建设主力军，数字技术
融合创新排头兵”新定位，
落实“强基固本、守正创新、
融合开放”新战略，聚焦“大
联接、大计算、大数据、大应
用、大安全”五大主责主业，
以高目标牵引高质量发展，
努力在数字经济主航道上
奋辑扬帆，全力开创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重庆联通、四川联通出征2022年川渝联合应急通信保障演练

重庆联通圆满完成疫情防控
应急演练和核酸检测点通信保障 6月10日，重庆联通石柱分公司开展助老公益宣传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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