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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7月26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
宾馆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中印尼
关系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
全面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
共识。

习近平指出，你是北京冬奥会后中
方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充分体现了双
方对发展中印尼关系的高度重视。近年
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印尼关系蓬勃
发展，彰显强劲韧性和活力。双方战略
互信日益巩固，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合
作“四轮驱动”合作格局不断深化，在维
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世界团结合作方
面展现担当，积极有为，树立了发展中大
国联合自强、互利共赢的典范。事实证
明，发展好中印尼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共
同长远利益，也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产生
积极深远影响。当前，中国人民正向着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印尼人民也正为实
现2045年建国百年目标积极打拼。我
愿同你一道，继续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
度引领中印尼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
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印尼发展阶段
相似，共同利益相连，理念道路相通，前
途命运攸关。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是
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普遍期待。很高
兴双方确立了共建命运共同体这一大方
向。中方愿同印尼以此为统领，巩固战
略互信，坚定支持彼此维护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坚定支持彼此探索符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发展经
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双方要推动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走向深
入，结出更多硕果。力争如期高质量建
成雅万高铁，实施好“区域综合经济走
廊”和“两国双园”等重大合作项目。中
方将继续全力支持印尼建设区域疫苗生

产中心，密切公共卫生合作，愿继续扩大
进口印尼大宗商品和优质农副产品。中
方愿积极参与建设印尼新首都和北加里
曼丹工业园，扩大发展融资合作，在数字
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正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印尼要同舟共济，
展现发展中大国责任担当，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为推进
全球治理提供东方智慧，贡献亚洲力
量。中方全力支持印尼主持召开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愿同印尼加强
协调配合，确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中
方也将全力支持印尼当好明年东盟轮值
主席国，愿同东盟加强团结协作，聚焦

“五大家园”建设，不断释放中国东盟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动能。中方欢迎印尼
继续积极参与“金砖+”合作，赞赏印尼
支持和重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
议，愿同印尼就此加强沟通合作。

（下转2版）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会谈

本报讯 （记者 黄乔）7月26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经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从2022年1月1
日起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

调整范围为2021年12月31日前
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
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不含2021年12月31
日及以前已死亡的人员）。国家要求各
地以本省市2021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
本养老金的4%为高限确定调整比例和
水平。我市调整办法严格按照国家要求
制定，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适当倾
斜”相结合的调整办法。具体为：

一、定额调整。符合调整范围的企
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每人每月
统一增加40元。

二、挂钩调整。在定额调整基础上，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均与本人
缴费年限挂钩，缴费年限每满1年，每人
每月增加2元，不足1年的按1年计算，
本人缴费年限低于15年的，统一按15
年进行调整；与养老金水平挂钩，退休人
员以本人2021年12月基本养老金为基
数，每人每月增加0.45%。计算结果按
照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三、适当倾斜。在定额调整和挂钩
调整基础上，对高龄退休人员、参加工

作时间较早的企业退休人员和艰苦边
远地区退休人员适当倾斜。继续确保
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基本养老金不低于
我市企业退休人员平均水平。继续完
善退休人员高龄养老金增发机制，符合
条件的退休人员仍按原规定享受高龄
人员养老金。

目前，我市各级人力社保部门和财
政部门正抓紧组织实施兑现工作，确保
在7月底前将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兑
现到位。

退休人员如有疑问，可拨打12333
电话咨询服务热线，或向当地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进行咨询。

重庆2022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办法公布
“定额调整、挂钩调整、适当倾斜”相结合，7月底前兑现到位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 实习
生 徐梓洁）近日，《重庆市乡村振兴促
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市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将
于9月1日起施行。

《条例》以乡村振兴为主线，在产业
发展、人才支撑、文化繁荣、生态保护、组
织建设、区域协调、城乡融合、扶持措施、
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条例》设专章为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提供法治保障，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培养、
引进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农村二三产业发
展人才、乡村公共服务人才、乡村治理人

才、农业农村科技人才、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和管护人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条例》还鼓励有条件的区县对到乡
村就业创业的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毕业
生，根据就业创业服务地区、年限等给予
返还学费、保障住房、补贴创业资金等支
持政策。

此外，还鼓励有条件的区县与职业
学校开展订单式涉农专业人才培养。对
乡村发展急需紧缺人才，可以设置特设
岗位，不受常设岗位总量、职称最高等级
和结构比例限制。

《重庆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9月1日起施行
鼓励有条件的区县对到乡村就业创业的高校

毕业生，给予返还学费、补贴创业资金等支持政策

□本报记者 戴娟

“公路修通后，希望在道路两旁
栽满鲜花，让驾车的人停下来，拍照
打卡。”

“在村里的水库旁边，开设与钓
鱼结合的民宿和农家乐，这样乡村旅
游会更有吸引力。”

“希望更多人知道我们‘愚人村’
变‘育人村’的故事。”

……
7月21日下午5点过，在城口县

龙田乡仓房村便民服务中心，十几个
年轻人围坐一堂各抒己见，向村委会
建言仓房村的发展。

这是村委会结合大学生暑假返
乡，以“喜迎二十大 我为家乡建言”
为主题举办的基层协商会。

这群年轻人，正是从仓房村走出

的在校大学生。年过七旬的老支书杨
正荣端坐一旁，不时插话、点评，脸上
露出欣慰的笑容——要知道，曾经被
称作“愚人村”的仓房村，如今出了78名
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育人村”。

建言家乡从过去“愚人村”的话
题开始。年轻人从小就对这个“村
名”十分抗拒，当了30多年支书的杨
正荣打开了话匣子。

1989年，一位记者翻越大巴山余
脉来到偏远的仓房村，目睹了这里贫
困的窘境——一家六口甚至更多人
挤在四处透风的窝棚里居住；村里大
多数人没有上过学；由于村户之间相
隔甚远、交通不便，不少人因长时间
无人交流而丧失语言表达能力。

随后记者采写了《愚人村的悲
哀》，给仓房村的历史记上了沉重的
一笔。

“‘愚人村’成为村民们最不愿意
听到的三个字。”老支书说，几十年
来，仓房人期盼着有朝一日扔掉这顶

“破帽子”，家家户户都把培养孩子当
成最重要的事情。

1997年以前，村里仅有3名高中
生、19名初中生，没有大学生；如今，
村里毕业和在读大学生有78名，其
中村委会就有3名返乡大学生。

“从小父母在外打工，每次回家
都跟我们说，再苦再难都要把书念
完。”四川农业大学大二学生文言超
是家中老三，也是家中第三个大学
生。文言超从小跟着两个姐姐长大，
如今大姐在城口当老师，二姐文晓雪
三年前从重庆邮电大学本科毕业时，
正是脱贫攻坚最关键的时候，于是她
回到村里当了一名综治专干。

（下转2版）

城口县仓房村的在读大学生，暑假返乡开了一场协商会——

“毕业后，我也要回来建设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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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7月 2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人民银行重庆营业
管理部获悉，今年4月起重庆开展的数
字人民币试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截至7月17日，全市接受数字人民币支
付的商户和单位达5.4万家，市民在吃
喝、游玩、出行、就医、购物等诸多方面，
均可体验数字人民币支付。

据悉，重庆结合本地特色，主要聚焦
数字政务、民生服务、交通出行、零售商
超等10大类通用应用场景，以及建设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助力乡村振兴、金融服
务等6大类特色应用场景，稳步推进数

字人民币试点应用。其中，在零售商超
领域，各区县众多商圈、超市落地数字人
民币应用，重百、新世纪、永辉3家超市
市内所有门店均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
在民生服务领域，公众可使用数字人民
币支付燃气费、水费、电费、物业费、停车
费等；在数字政务领域，可使用数字人民
币缴纳税费、社保费和税务办理的部分
非税收费等。

截至7月17日，全市累计开立数字
人民币个人钱包308.1万个、对公钱包
13.4万个；数字人民币累计交易笔数达
561万笔，交易金额达6.2亿元。

重庆5.4万家商户和单位参与数字人民币试点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

盛夏时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
县善感乡农纲村莲藕轮作基地，500
多亩荷花竞相绽放。青山绿水，村落
点点，构成一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
卷。

难以想象的是，这里不久前还是
一片十年九涝的“水淹地”，现在村民
穿梭其间管护荷田，犹如置身画中。

“水淹地”十年九涝

“水淹地”地处农纲村石槽坝河
畔，是村里难得的一块平坝子。

“只要下雨，雨水就会汇聚到石
槽坝河，河水短时间内暴涨，经常淹
没周边农田。”村民田贵德介绍，这片
田地十年九涝，几乎年年颗粒无收，

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闲置地。
去年底，上任善感乡党委书记不

久的曾宪军和村支“两委”商量后，决
定采用“公司+村集体经济+农户”的
模式，引入企业在此建设莲藕轮作基
地，发展莲藕、小麦、油菜产业，并配套
建设加工厂，开发藕粉、荷叶茶、莲子
等产品，形成以莲藕种植为核心，多元
化发展的农文旅融合全产业链条示范
基地。企业通过投资和技术入股，占
比30%，村集体经济占股70%。

谁知听闻此事后，几乎所有村民
都不看好，“年年都遭淹，还想搞产业
基地，哪有那么容易？”

“苗寨龙门阵”打消村民疑虑

其实，曾宪军对解决“水淹地”早
有打算，通过起河堤解决水淹问题，

再对土地进行改造，实施连片耕作。
可是，如何才能让村民同意将“水淹
地”流转出来呢？

曾宪军想到了“苗寨龙门阵”。
“苗寨龙门阵”，是彭水县委结合

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让党的政策
理论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飞入苗寨百
姓家”而打造的理论微宣讲品牌。

“镇村干部讲政策，村民议事论
事。”曾宪军介绍，借助场镇赶集、农
民工返乡、传统节日等时间节点，在
村民聚集点、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等场所都能讲“苗寨龙门阵”。

去年底，在农纲村的一场“苗寨
龙门阵”上，曾宪军向村民讲述了莲
藕轮作基地的建设方案和发展规划。

“好多年了哦，那个河堤都没修
得起来，你们得行？”

（下转2版）

16次“苗寨龙门阵”后，彭水县农纲村建起莲藕轮作基地——

“水淹地”变成村民丰收田

7月26日，渝中
区黄沙溪，市民在长
江边的篮球场打球。

黄沙溪片区是
“两江四岸”治理提
升的重要项目之一，
将通过重塑滨江生
态多样性，挖掘文
化内涵，提升长江黄
沙溪段滨水品质，打
造市民休闲、文化展
示、旅游观光为一
体的休闲滨江带。

特 约 摄 影 何
超/视觉重庆

江畔
球场

7版刊登

异国“漂泊”65年，
这本留言册终于回家了

5版刊登

从阳光沙滩
到山城美景观赏地

明年起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

4版刊登“文物（旧址）背后的统战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