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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从8月29日起，重庆各地陆续迎
来降雨。其中，渝东北开州、城口等区
县出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在确保防洪
安全的前提下，抓住降雨有利时机，科
学蓄水保水，做到雨洪资源最大化利
用。在没能形成有效降雨的区县，则
抓住时机对水库、山坪塘进行应急清
淤，全面做好蓄水保水准备。

市水文监测总站
渝东北部分区县
土壤缺墒缓解

市水文监测总站提供的数据显
示，自7月11日以来，我市累计降雨
110.3 毫米，较多年同期偏少近六
成。特别是8月以来，连晴高温天气
持续，我市累计降雨45.5 毫米，较多
年同期偏少达到七成。来水量方面，
今年以来，我市大部分江河来水量较
多年同期偏少五成，中小河流偏少三
至九成。

连晴高温天气导致我市多个区县
部分地区土壤缺墒。其中，璧山、荣
昌、巫溪、巫山、武隆、彭水等22个区县
部分地区土壤重度缺墒。

据了解，此轮降雨后，渝东北部
分区县土壤缺墒的情况得到一定改
善。比如降雨最为集中的城口、开州
土壤湿度已变为适宜，万州、梁平、垫
江则由土壤重度缺墒变为轻度缺
墒。接下来，万州、云阳、巫溪等区县
部分地区土壤缺墒可得到一定改善，
但中西部及东南部土壤缺墒现象仍
将持续。

此轮降雨后，渝东北部分区县中
小河流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河流恢复
正常水位，但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
水位。记者从位于任河的城口水文站了解到，该水文站今年
曾测到任河历年最低水位，此轮降雨后，任河水位上涨，已恢
复至同期历史均值。

此外，受上游降雨影响，我市渠江、嘉陵江来水量增加，
水位明显上涨，但均未达到警戒水位。

根据预测，今年秋季我市降水总体以正常偏少为主，即
使期间有区域性、短时性降水过程，但干旱情势难以根本性
扭转，出现伏旱连秋旱、冬干连春旱概率大，确保饮用水、力
保农用水形势不容乐观。

开州
利用雨洪资源

蓄水6000余万立方米

本轮降雨有利于我市水库、山坪塘蓄水。早在降雨前，
市水利局就要求各区县水利部门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
抓住降雨有利时机，加强雨洪资源利用，优化水资源配置，确
保群众生活用水，全力保障秋粮灌溉。

今年，开州高温干旱持续时间长达33天，全区54条溪沟
断流，18座水库处于死水位，35个乡镇街道150个村28753
人因旱供水受到影响。

在本轮降雨中，开州连续3天出现大暴雨、暴雨天气，强
降雨主要集中在映阳河，三汇水库就坐落在映阳河上游。据
了解，三汇水库是一座中型水库，总库容1520万立方米。在
今年高温干旱期间，三汇水库通过水网、渠系向临江、中和、
义和场镇等跨区调水，基本解决了下游8.3万余人的饮用水
源问题，已累计为下游补水600余万立方米。而在此轮降雨
前，三汇水库蓄水量仅剩300万方左右。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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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9月3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随着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推进，川渝
能源互保能力不断提升。目前已实现电
力水火互济，天然气平峰互保，成品油毗
邻互供。

据介绍，近年来，四川水电每年送重庆
电量约200亿千瓦时，枯水期重庆火电送
四川电量约5亿—8亿千瓦时。川渝基本
实现天然气管道“一张网”，2021年四川净
输入重庆天然气量约30亿立方米，迎峰度
冬期间重庆相国寺储气库上载川渝环网调
峰气量约4亿立方米。川渝毗邻地区成品

油跨省互供每年约30万吨。
近年来，川渝能源产业链发展也提档

升级，在水电开发、页岩气开发、储气库、
天然气管道以及能源终端设施建设等领
域开展了多方合资合作。共同举办了川
渝电力企业电力交易职业技能大赛等行
业交流活动，强化能源装备、节能环保、新
能源产业链等领域的技术互动、市场共
赢、人才共育。

在能源合作机制方面，川渝联合印发
了《川渝电网一体化建设方案》，并共同谋
划川渝能源重大项目20个，总投资达9000
亿元。

另一方面，客观来看，对照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用能需求以及全国统一大
市场发展的要求，川渝能源高质量发展还
存在不少难题。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称，随着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的实施，预计到 2025 年，成
都最大供电缺口预计达到 500 万千瓦，
重庆电力缺口也不少；天然气需求快速
增长，迎峰度冬期间天然气供应仍将紧
平衡。

更需要注意的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是整个川渝的负荷中心，川西至成都城

市群负荷中心以及川渝之间的电网网架结
构相对薄弱。区域内2/3以上的成品油、
煤炭依靠外来输入，但成品油管道有效输
送能力仅消费量1/3，煤炭运输通道的运能
不足、运价偏高。此外，川渝能源产业链还
有待完善。

因此，下一步，川渝两地将推动近日出
台的《推动川渝能源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协同行动方案》尽快落地落实，围绕建设优
质清洁能源基地、推动川渝电网一体化建
设、提高能源安全储备能力等主题，力争到
2025年基本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川
渝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

电力水火互济 合资合作提速

川渝加快构建能源协同发展格局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9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财政局了解到，市民政局、市财政局近日下发通知，
提高我市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四类社会救助
保障标准，调整后的标准从本月起执行。

具体提标幅度如下：
全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717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581元。

全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932元。

儿童福利机构集中供养孤儿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
每人每月1582元；社会散居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
童）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382元。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382元，以后
按照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标准自然增长机
制进行调整。

市救助站乞讨人员生活保障标准参照城市低保标
准执行（各区县参照执行），提高到每人每月717元。

此外，城乡低保分类重点救助标准、特困人员照料
护理市级补贴标准保持不变。

本月起重庆提高四类社会救助保障标准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

不久前，位于重庆国际生物城（简称“生
物城”）的重庆国际免疫研究院（简称“免疫
研究院”）迎来了首批入驻的科学家团队。

免疫研究院作为国内首个免疫学领域
的高端研究院，是一个集新机制、新业态、无
级别、无编制、公益性为一体的研发机构，将
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达到国际认证要
求的创新技术平台。

被纳入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建设工程后，地处巴南区的生物城以生物医
药产业为核心，紧紧围绕创新体系建设，集
中力量招才引智，聚集创新创业人才团队，
进一步培育壮大生物医药产业。

构建“1+3+N”产业体系
建设国内领先的生物药全产业链

“我们在老挝、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

等国家建有临床中心，目前正在为部分中国
新冠疫苗走出国门提供服务。”8月16日，在
位于生物城的重庆美莱德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美莱德”）总部，公司一负责人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作为生物城生物医药全
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莱德致力于化学
药、预防用及治疗用生物制品的临床前安全
性研究、临床研究等服务，“目前我们正在实

施的项目有47个，主要涉及多个技术路线
的新冠疫苗、HPV疫苗、EV71手足口疫苗、
合胞病毒疫苗、GLP-1类似物、胰岛素类似
物等。”

生物城相关负责人介绍，生物城围绕生
物医药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部署创新链，现
阶段基本形成以生物药为核心，化学药、现
代中药、医疗器械为特色的“1+3+N”特色产
业体系，已引进生物医药等企业100多家，
协议达产产值近1000亿元。

其中，智睿生物医药产业园是全市迄今
投资规模最大的生物医药项目，投资额达
130多亿元；博唯生物是国内产能最大的
HPV疫苗生产企业，也是少数掌握国际先
进VLP技术的疫苗企业之一；智翔金泰是国
内抗体药物领域独角兽企业，核心品种研发
进度国内领先，由其主导的全市首个抗体药
物研发中心近期落成；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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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生 谭林
成）“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
已经在全市各区县铺开。”近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今年以来，市人力
社保局深入开展2022年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服务攻坚行动，截至8月26日，全市针
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需求分类开展精
准就业服务4.12万人次，促进2.25万人就
业，其中困难毕业生就业1658人。

据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攻坚
行动对有就业意愿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根据其专业、技能等情况针对性提供至
少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1次技能培

训和就业见习机会；对有创业意向的，提供
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和政策扶持；对暂无就
业意愿的，做好状态记录，及时跟进服务；对
困难毕业生建立帮扶台账，采取“一对一”方
式开展多层次结对帮扶。

前不久，在重庆高新区的精准帮扶下，
家住白市驿镇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周永洁前

往白市驿镇驿都社区见习。“大学毕业后，是
重庆高新区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我，
根据我的就业意向和需求，给我提供岗位信
息、就业见习等服务，还帮助我联系见习单
位。”周永洁说。

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帮

扶行动，重点实施“三个帮扶”。一是就业意
识帮扶，给予即将踏入职场的大学生心理关
怀；二是求职技能帮扶，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等帮助；三是就业政策帮扶，为见习人员提
供见习补贴、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住房租赁补
贴、为创业人员提供全额贴息的创业担保贷
款等。

精准帮扶助高校毕业生就业
今年全市已开展精准就业服务4.12万人次，促进就业2.25万人

9月3日凌晨，渝利铁路石柱
沙子站增设客运设施项目现场，
中铁一局的工人正在更换铁轨和
道岔。当日，该项目完成了在既
有高铁内铺设6组道岔的施工任
务，为沙子站开通客运业务打下
了坚实基础。

渝利铁路沙子站增设客运设
施工程，是全国首例大纵坡高铁
既有线增设客运设施工程，也是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管
段内首例高铁站改工程。该项目
位于石柱县沙子镇境内，原为渝
利线(现为沪蓉线)上的越行站。
项目完成后将极大改善交通条
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记者 杨铌紫 崔力 摄影
报道/视觉重庆

渝利铁路沙子站
增设客运设施项目

加速建设

④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见习记者 王贵江）9月3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现代服务业局了解到，近日，重庆
银行成功为两江新区一家“专精特新”企业获取142万美元的
境外贷款。这也是重庆首笔落地的“专精特新”企业跨境融
资便利化试点业务。

据介绍，此前两江新区推出了全国首个高新技术企业跨
境融资产品——科技跨境贷，旨在有效利用境外低成本资金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大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进一
步完善两江新区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专精特新”企业跨境融
资便利化试点业务，便是科技跨境贷内容之一。

不久前，重庆银行得知两江新区“专精特新”企业——重
庆兰羚天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经营周转融资需求后，主动
上门向企业介绍“专精特新”企业融资便利化试点以及“科技
跨境贷”产品等政策，为企业制定了包含境外同业询价、融资
放款、外债登记、衍生品业务等一揽子金融服务，最终帮助企
业获取142万美元的境外贷款。

重庆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专精特新”企业跨境融资
便利化试点业务的框架下，此笔贷款能够为企业节省成本近
9个百分点。同时，这笔贷款叠加两江新区“科技跨境贷”
50%的贷款贴息政策后，企业跨境融资综合成本，较其境内
贷款要降低至少1.9个百分点。

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两江新区将持续探
索和丰富各类融资产品，推动各项试点政策落地见效，切实
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我市“专精特新”企业跨境
融资便利化试点业务

首 笔 落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