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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廖雪梅

7月28日至30日，2022川渝住房城乡
建设博览会（以下简称“川渝住博会”）将在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本次川渝住
博会展出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展会将给
观众带来哪些精彩内容，呈现怎样的视觉盛
宴？记者7月26日采访了组委会人士。

据介绍，本届川渝住博会共设六大展
区，分别是：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展区、高质量
发展与城市提升展区、城市更新实践成果展
区、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展区、大数据智
能化与科技创新展区、乡村振兴与美丽村居
展区。各展区可谓亮点纷呈。

在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展区，观众可了解

重庆各区（县）和四川省各地市（州）在城市
更新、生态修复治理方面的“智慧”，感受未
来产城景融合发展、城镇住房建设的脉动。

在高质量发展与城市提升展区，对轨道
交通、城市慢行系统等感兴趣的市民，可体
验绿色出行方式，探索绿色建筑、建筑节能、
海绵城市、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潮科技”如何
推动城市低碳生活。

在城市更新实践成果展区，城镇老旧小
区、老旧厂房、老旧商圈更新升级等城市“微更
新”项目，可让观众切身感受城市的变化，以
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内涝治理等智慧城
市技术如何让居民工作生活更加安全、舒心。

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展区，智能设
计、智能生产、智能设施（工业机器人、建筑
机器人等）、3D打印等可让观众体验智慧建

造的神奇魅力，装配式建筑技术和示范项
目，将让更多人了解现代化建筑带来的绿色
与便捷。

在大数据智能化与科技创新展区，观众
可观看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等高新科技与建筑行业“碰撞”
产生的奇妙火花；一观新技术、新产品、新工
艺、新设备如何引领城乡建设的新潮流。

在乡村振兴与美丽村居展区，喜欢民
居、民宿、古村落的观众可在此体验更多巴
渝乡愁；新材料、新设备及智能技术的应用，
将让乡村和城市一样拥有“科技范”，为更多
市民开启乡村宜居生活的新场景。

据悉，为了让展会更加精彩，我市参展
区县、企业纷纷使出“十八般武艺”，制造强
烈的视觉冲击力。

比如，荣昌馆以荣昌代表性景点万灵古
镇和昌州故里作为门头元素，古朴中不失新
意，还采用了荣昌区独有的古佛山做顶部雕
塑，展示夏布、陶器、折扇等独有的传统文化
特产。

沙坪坝馆的整体设计以“重庆1949大
剧院”为造型元素，以象征红岩文化的红色
为主色，凸显沙坪坝区厚重的历史文化底
蕴。馆内中央核心展示区则以“全国首个高
铁TOD”为创作元素，展现“五轨合一”（即1
条高铁+4 条地铁）的公共交通创新城市发
展模式。

重庆设计集团展馆以简洁的红白撞色
为主，馆内融入了触点科技屏、子弹时间、数
智化演示等时尚元素，还加入互动小游戏，
丰富参观者的游览体验。

2022川渝住博会明日开幕
■展出总面积4.5万平方米 ■六大展区全面展示城乡建设成果

本报讯 （记者 苏畅）7月26日，市乡村振兴局、市教
委、市人力社保局共同启动“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促进
脱贫家庭子女高质量就业。

“雨露计划”曾经是一项针对贫困家庭的职业技能提升
计划。脱贫攻坚时期，“雨露计划”为帮助贫困劳动力就业
增收，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次启动
实施的“雨露计划+”，将帮助对象由贫困家庭拓展到脱贫家
庭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上，将支持范围由职业教育环节延
伸到了就业帮扶环节，实现从教育培训到促进就业的一体
式帮扶。

据悉，“雨露计划+”将建好脱贫家庭子女入读职业院校
意愿、在读学生情况、毕业生就业情况3个清单，鼓励企业联
合职业院校举办定制班、定向班等职业规划定制服务。市乡
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雨露计划+”还将用好东西部协
作、定点帮扶、“万企兴万村”行动等机制，持续提升“雨露计
划+”学生技能水平和发展空间。

“‘雨露计划+’将提升脱贫家庭子女技术技能水平，实现
高质量就业。”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壮大
乡村职业教育力量，培育一批服务乡村振兴的优质职业院校，
鼓励引导职业院校对接乡村产业发展需求科学设置专业，为
脱贫家庭子女就读职业院校奠定基础。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建立“雨露计
划+”毕业生实名台账，通过走访摸排、数据比对，摸清其就业
失业状态、专业结构、求职意向、服务需求等信息，对于有特殊
困难的未就业毕业生，制定“一人一策”帮扶计划。

“雨露计划+”助脱贫户子女高质量就业

本报讯 （记者 李志峰）7月22日，记者从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获悉，我市以1∶1配套的方式落实“宏志助
航计划”。2021年至今，我市已累计培训7300人，覆盖全市
50%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

“宏志助航计划”是教育部从2021年开始实施的高校毕
业生就业培训项目。“‘宏志助航计划’在地方得到1∶1配套实
施的，全国仅有重庆。”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要负
责人介绍，2022年度“宏志助航计划”主要面向家庭经济困难
的学生重点群体，开展线上线下就业能力培训，帮助参训学生
增强求职信心、提升就业竞争力。

在教育部主导，财政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
我市由市教委与市人力社保局共同出资，设立重庆大学、西
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文理学院、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等11个培训基地，实现培训基地在高校集中的区域全
覆盖。

为保证项目培训质量，我市按照“三个统一”的模式组
织实施。一是统一师资。从200余名教师组成的就业创业专
家库中统一选派师资，对毕业生进行“授人予渔”式的就业
指导。

二是统一标准。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按照相同的课程体
系和教学要求执行，统一各基地专家费支付标准，工作人员补
贴标准和毕业生生活费补贴标准。三是统一实施。根据学校
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数量统筹分配各高校参训人数，确保毕
业生参训机会公平。

同时，各基地还整合资源，为参训学生组织专场双选
会，企业实习实践以及提供后续指导服务，确保他们充分就
业。

重庆1∶1配套落实“宏志助航计划”
2021年至今，已累计培训7300人，

覆盖全市50%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

□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实习生 梁梦杰

2020年，由于三峡水库季节性调蓄，位
于江北区江北城街道江畔的打鱼湾码头大
片消落区露出水面。其阳光沙滩的景致一
夜爆红，当年便有60万人次前来打卡。

但由于每年出水仅2个月，打鱼湾码头
其余10个月总是无人问津。

江滩消落区的一夜爆红引发政府相关
部门深思。彼时，江北区已结合重庆“两江
四岸”治理提升，启动江北城段消落区综合
治理，设计方案数易其稿。

2022年7月的重庆，骄阳似火，酷暑难
当。经过消落区综合治理后全线开放的江
北嘴江滩公园再度成为“网红”，每天傍晚都
有近万人前来打卡，他们纷纷将打卡照片、
视频配上文字“在这里，与重庆合影”，在社
交平台上发布。

两度“网红”，有何不同？

原生态江岸一夜“出圈”

消落区是指河流、湖泊、水库中由于季
节性水位涨落，而使被水淹没的土地周期性
露出水面，成为陆地的一段特殊岸线区域。

江北嘴江滩公园所在江岸，处于重庆长
江、嘉陵江两江交汇区域，因三峡水库季节
性调蓄形成消落区。

特别是打鱼湾码头，正处于两江交汇
处，因两江江水冲击形成回水湾，每年随着
消落区的季节性露出成为一片天然沙滩。
2020年4月中旬，大片沙滩露出水面，吸引
了很多市民携家带口前来游玩，大家争相
将阳光沙滩的美景发到社交平台上，打鱼
湾码头一夜“出圈”，成为当年重庆的网红
景点。

“短短2个多月，有60万人次前来打
卡。”江北城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原生
态的沙滩、激增的人流为管理部门带来了巨
大的压力，街道将保洁员、综合服务队队员

以及100多名志愿者全部动员起来，一来保
护江岸，二来为游客服务。那段时间，每天
仅清扫的垃圾量就有近5吨。

后来，随着重庆主汛期到来，沙滩回到
水下，“网红”回归日常。

消落区治理覆绿江岸

结合重庆“两江四岸”治理提升，江北区
于2020年5月启动江北城段消落区综合治
理工程。该工程始于嘉陵江北岸长安码头，
止于塔子山麓观音寺，全长6.01公里，打鱼
湾码头也在其中。

这段岸线自有独特之处——贯穿了北
滨路鎏嘉码头、西部金融广场、重庆大剧院、
三洞桥商业街等江北区重要景观门户区域，
对岸则是朝天门、洪崖洞等景点，朝天门大
桥、千厮门大桥跨江而过，重庆江城、山城、
桥都的特色在这里汇集。

打鱼湾码头火遍全网后，身处现代都市
的人们对原生态江岸的强烈渴望引发职能
部门深思——两江奔涌、山水相融是重庆的
独特城市气质，如何让消落区综合治理既能
保持岸线生态功能，又能满足市民亲水休闲
需求？

江北区住建委副主任范从才介绍，围绕
“山清水秀生态带、便捷共享游憩带、人文荟
萃风貌带、立体城市景观带”的目标，江滩公
园前期方案经过多次调整。

为了保证方案的科学性，早在项目实施
前，江北区就在北滨二路塔子山江岸建了个
150米的“浓缩版”江滩公园，在这里栽种耐
水植物，设置座椅、垃圾桶等公共设施等。
这块“试验田”为后来的江滩公园建设提供
了很多参考。

比如，2020年8月，重庆遭遇历史罕见
特大洪水袭击，“试验田”被淹没，栽种的十
多种耐水植物都被埋在了淤泥中。谁知洪
水退去后，狗牙根、甜根子草和卡开芦竟然
坚强地“挺”起了身子，这3种“草坚强”后来
被广泛用于江滩公园的175水位线以下覆
绿中；再如，经过“试验田”的测试，有造型的
座椅、小品在洪水退去后很难清洗，后来的
江滩公园在小品、座椅的选择上都使用了最
简单的流线型。

2021年国庆，江滩公园一期跨长安码
头至千厮门大桥段面向市民开放；今年6
月底，二期跨江北嘴两翼至长江北岸塔子
山段正式开放。通过实施消落带护岸工

程、基础设施配套工程、生态修复工程和历
史文化景点修缮工程，如今的江滩公园已
成为集健身、休憩、观景于一体的滨水生态
公园。

无惧酷暑每天近万人打卡

7月21日晚上8点，记者沿着重庆大剧
院旁的保定门一路往江边下行，入目皆是青
葱。

175米水位线以下全部覆绿，栽种着狗
牙根、甜根子草、卡开芦等“草坚强”；175—
185米水位成片种植粉黛乱子草、狼尾草，
晚樱、蓝花楹等景观植物，市民漫步其中。

公园内还建有三级休闲步道——季节
性步道春夏之季露出水面，游客可亲水游
玩；滨江绿道综合步行道、骑行道功能，供市
民日常休闲；沿着半城漫道一路往前，沿途
修复的保定门、东升门等节点尽显江北城人
文特色与厚重历史……

沿途人群熙熙攘攘，有手持自拍杆、补
光灯、直播支架的年轻男女；有拍摄婚纱照
的夫妻；有沿步道跑步的居民；有背着大大
小小镜头的摄影师……他们置身于江滩半
人高的草丛中，在习习江风的吹拂下，与身
后两江交汇的朝天门、灯火通明的渝中半
岛、从江岸延伸到天际的摩天大楼、越夜越
美丽的“网红”洪崖洞合影。镜头下，极具现
代感的立体都市与原生态的自然野趣奇妙
地交融。

“每天都这么火！”江北城街道综合服务
队队员吴太江告诉记者，江滩公园全线开放
以来，每天都有近万人来打卡，直到晚上11
点以后人群才会逐渐散去。为此，江北城街
道专门组建了三洞桥、桂花街两个河长制工
作站，24小时值守。

吴太江说，过去，只有4—6月打鱼湾码
头沙滩露出水面时，这片江滩才这么火。今
年江滩公园开放时正值重庆高温天气，没想
到依然这么火。

过去的消落区只是消落区，只因网友无
意中拍摄的美照而一夜走红。如今的消落
区已被赋予更多的属性和使命——它是重
庆“两江四岸”的守护者，见证着城与人共处
山水中，见证着人们的美好生活。

从阳光沙滩到山城美景观赏地
——看重庆江滩消落区如何二度变身网红打卡地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近日，市残联与重庆圆通快递
有限公司签约，按照约定，圆通重庆区预计2024年在全市完
成240家“圆梦家园”建设，为240名残疾人提供终端驿站岗
位及云客服岗位。

据介绍，“圆梦行动”是去年圆通速递与中国残联达成战
略合作后共同推进的重大项目。该项目打造互联网经济新业
态下残疾人就业创业、共富新模式。圆通将依托网络优势和
产业优势，通过“圆梦家园”和“云客服”两大平台，面向全国解
决2万名残疾人及其家属的就业创业。

“圆梦家园”是以圆通遍布全国的妈妈驿站为依托，建设
由残疾人经营或服务的终端快递驿站；“云客服”是打造一支
就业便捷、工作灵活、收入稳定的残疾人客服新团队，为残疾
人朋友提供足不出户依然能拥抱社会的就业机会。

重庆圆通速递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圆通重庆区拟通过
与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的“三年合作计划”，规划完成
重庆市及地区“圆梦家园”布局，预计2024年在全市完成240
家“圆梦家园”建设，为240名残疾人提供终端驿站岗位及云
客服岗位。

同时，希望发挥“残疾人之家”、乡镇残联等机构组织的
服务管理经验优势和圆通速递有限公司资源优势，共同建
设圆通终端驿站“圆梦家园”项目点，开展“残疾人服务+快
递+商贸”等终端服务业务，为残疾人及其家属提供就业创
业机会。

重庆将建240家“圆梦家园”助残疾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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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南岸区通江立交工程现场。
通江立交为重庆市重点工程，是茶园、江

北嘴、五里店、广阳岛、绕城快速交通转换的
重要节点。

据悉，该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在
进行人行道铺装工作。主干道与部分匝道预
计8月初通车，届时，慈母山隧道往绕城高速
双向及通江大道往广阳岛双向将实现无红绿
灯快速通行。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通江立交主干道
8月初通车

慈母山隧道往绕城高速双向
及通江大道往广阳岛双向将实现
无红绿灯快速通行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实习生 李
冬琴）7月25日上午，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
浇筑完成，由中铁八局承建的重庆铁路枢纽
东环线最后一座站房——南彭站主体结构
封顶，标志着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8座车站
全部封顶，为东环线全线开通奠定坚实基
础。

南彭车站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建筑高度
约14米，建筑面积约2472平方米。站房整
体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高峰小时
最高人流量为400人。

据中铁八局东环线站房工程项目部支
部书记周和业介绍，为确保如期封顶，项目
部积极开展“战高温、斗酷暑、保进度”劳动
竞赛，成立党员先锋队，将党建工作融入施
工生产、安全、质量和进度中，充分发挥支
部引领作用，克服“点多、线长、面广、工期
紧，各专业交叉施工，物资紧俏运输难”等困

难，全力确保工程建设有序、高效推进，历经
6个月的紧张施工，顺利实现站房主体结构
封顶。同时，站房装饰装修工程，站后四电
附属工程均在全力推进中。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是我市重点工程，
全长158.7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新建客
运车站8座，是未来重庆环形放射状大型铁

路枢纽。建成通车后，东环线将串起沿线沙
坪坝团结村中心站铁路物流基地、重庆江北
机场航空物流基地、南彭贸易物流基地等物
流节点，以及重庆东站、重庆西站、重庆北站
和江北国际机场等综合交通枢纽，对加快重
庆沿线城市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便
市民出行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8座车站全部封顶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见习记者 云钰）7月25日，记
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新选派的292
名医疗卫生专家已抵达重庆市14个对口协作区县开展支医
帮扶。

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选派的山东省支医
医生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临床经验丰富，主治医师占比
98%以上，至少在渝支援6个月。目前，重庆市14个区县均
已按照“人岗相适、人尽其才”的原则，根据工作需要和支医医
生专业特点科学合理安排了支医医生工作科室和岗位。并通
过展板等多种形式对支医专家进行宣传，提高群众知晓度，方
便群众就医，确保支医医生在重点专科建设、人才队伍培养、
填补技术空白、惠民医疗服务等方面切实发挥作用，不断提升
所在地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据统计，近五年来，山东已累计选派1700余名医疗专家
到重庆开展对口帮扶工作。在渝期间，全体支医医生充分发
挥自身专业特长优势，累计收徒1300余人，开展新技术新项
目850余项，举办学术讲座4600余场次，诊疗患者69万余人
次，培养了一批“带不走”的医疗卫生人才，切实提升了对口协
作区县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292名山东专家抵渝支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