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张凌漪
实习生 王懿瑶）中秋佳节来临，重

庆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中秋节主题活
动，传递温情，品味优秀传统文化。

连日来，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平安
社区的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持续
走访辖区独居、孤寡、空巢老人。志愿
者们把浓浓的关怀和爱包进了香甜的

月饼中，送去老人家里，陪着老人拉家
常，并为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在北碚区“我们的节日·中秋”主
题活动中，最吸引大家目光的，当属现
场非遗文化体验区。在这里，市民们
可以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如香包制
作、中国结编织、剪纸、叶雕等。其
间，玉兔捣药、花好月圆等一幅幅主题

鲜明、寓意美好、图案精细的非遗作品
摆满桌案，向人们传达着浓浓的节日
祝福。

9 日，传统文化课“汉字里的中
秋”在两江新区云锦小学“上演”。老
师们通过童谣、解密汉字、书法等形
式，让孩子们了解中秋节，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在二年级1班的课堂上，

班主任万海玲先带领孩子们诵读童
谣，了解中秋节的来历和“中秋”两个
字的秘密；接着，书法老师吴文静教孩
子们用毛笔，书写“中秋”两个字。最
后，孩子们品尝了老师们为他们准备
的美味月饼，赏析了与月亮有关的古
诗句。

（相关报道见3版）

品传统文化 享节日温情

我市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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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周渝文）轨道交通乘车二维码
便民新举措来了，又一城市与重庆实现轨道交通乘车二维码互联互
通！9月8日，重庆轨道集团发布消息称，从9月9日起，乘客可以使用

“渝畅行”App或“天津地铁”App在重庆或天津的轨道交通刷二维码
乘车。

目前，重庆轨道交通已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实现互联互
通。重庆、天津轨道交通乘车二维码实现互联互通后，往返于两城的市
民不再需要下载额外的App，即可畅行城市轨道交通。

重庆与天津的轨道交通乘车二维码互联互通，涵盖了重庆、天津轨
道交通运营的所有车站，使用时遵循乘车优惠本地化原则，即乘客使用

“渝畅行”App乘坐天津城市轨道交通不享受当地优惠。同样，乘客使
用“天津地铁”App乘坐重庆城市轨道交通也不享受当地优惠。

乘客使用“渝畅行App”时，需升级到最新版本后打开乘车码界
面，点击左上角“重庆轨道交通乘车码”切换城市，在底部列表中选择天
津地铁，按照指引开通乘车码功能即可刷二维码畅行天津地铁。同理，
使用“天津地铁”App，均需升级最新版本后，切换至重庆轨道交通乘
车页进行类似操作。

重庆轨道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重庆轨道交通将继续在《交
通强国建设纲要》的指引下，携手国内城市运用互联网技术，推动城市
轨道交通融合发展及票务共享，与更多城市轨道交通实现互联互通，推
进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实现“一码畅行”，方便更多的乘客出行。

津渝两地轨道交通
乘车二维码实现互联互通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生 谭林成）为加快全市数
字技术人才培养，助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近日，
市人力社保局印发《关于实施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提出，2022年至2030年，我市
将围绕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化管理、智能
制造、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集成电路等数字技术领
域，计划每年培养培训3000人左右，培育壮大数字技术工程
师队伍。

当前，市场对数字技术领域从业人员需求较大，优质人力
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为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行
业主管部门分两批制定颁布了智能制造、大数据、区块链、集

成电路、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工
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化管理师10个国家职业标准，各职业均分
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专业技术等级，为开展数字技术领域
从业人员培训评价提供了基本依据。

“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紧贴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技
术人才的需求，定位是培养有良好科学素养、精于实操应用、
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工程技术人才，目标是培育一批高水平
数字技术工程师。”市人力社保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负责人
介绍，只要符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字技术领域国
家职业标准的人员，均可参加相关职业培训，申报相关职业专
业技术等级考核。

重庆实施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
计划每年培养培训3000人左右

□本报记者 苏畅

走进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田间地头，“红”
“黄”“绿”3种颜色格外浓烈，分别代表着“辣椒”
“黄连”“莼菜”这3种特色产业。

近年来，石柱县围绕“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
化”的要求，持续做大做强“三色”经济，发展以辣
椒为代表的“红色”调味品、以黄连为代表的“黄
色”中药材、以莼菜为代表的“绿色”果蔬等特色优
势产业，走出了一条“山上种黄连、山下种辣椒、水
中种莼菜”的立体式、全链条、品牌化产业发展道
路。

连日来，记者跟随“石柱县特色农产品及优
质文旅资源宣传季”采访团，在石柱蹲点，探访该
县如何用“三色”经济勾勒出乡村振兴美丽新画
卷。

红红
10万亩辣椒让群众日子更红火

8月23日，石柱县大歇镇双坝村辣椒种植基
地，村民们穿梭在辣椒地里，采摘辣椒。“双坝村共
种有1000多亩辣椒，今年村上还建立了60亩出
口欧盟辣椒示范基地，培育符合欧盟标准要求的
辣椒，有望在明年打通出口渠道，获取欧盟订单。”
双坝村党委书记秦小春介绍。

在离双坝村不远的干柏村，种植大户徐本福
正组织工人抢收辣椒。“红艳艳的辣椒不仅为我们
带来了经济收入，更让我们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徐本福说。今年，他种植了28亩辣椒，预计总收
入在10万元左右。

“目前，全县辣椒种植规模达10万亩，年产量
超过8万吨，年综合产值在7亿元左右。”石柱县
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多经科科长聂勤国介绍。

在石柱县谭妹子金彰土家香菜加工有限公司
加工厂内，8台循环式烘干机在徐徐运转，务工村
民有的在流水线上添加鲜椒，有的在分拣烘制出
来的干椒，有的在称重打包。厂内的辣椒原材料
来自马武、六塘、龙沙等7个乡镇的辣椒种植基
地，目前工厂日辣椒烘干量在160吨，除了生产辣
椒面、糊辣块等辣椒初加工品外，还有小面调料、
红辣子油、辣椒香油等辣椒深加工产品。

如今，石柱持续完善集辣椒产业科研、育苗、
种植、加工、销售五位一体的全产业链，培育出32
家本土加工企业，建起48条自动热风循环辣椒干
制生产线，在加工干辣椒的同时，积极发展辣椒深加工，生产火锅底料、
豆瓣等调味品，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黄黄
“苦”黄连长成十亿级产业

入夏以来，在石柱沙子、枫木等乡镇，一株株黄连苗长势正旺，连农
们早出晚归，搭棚、除草、施肥、采收，发展黄连的劲头十足。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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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元）9月9日，市
经信委消息称，经企业申报、评审审核等
流程，包括联合微电子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国家地方共建硅基混合集成创新中心
等304个项目，获本年度市级重点专项
资金支持并公示，单个项目最高可获补
助500万元。这是本年度我市第二批发
放的重点专项资金，累计共有758个企业
项目获益。

此次入选的304个项目，涉及汽车制
造、电子软件、智能终端、生物医药、装备
制造等多个产业领域，基本覆盖全市现有
各个工业产业，具体入选名单可登录市经
信委网址（https://jjxxw.cq.gov.cn）查
询。

市经信委称，在这批入选项目中，涉
及产业链培育提升、品牌宣传推广、企业
数据管理国家标准贯标服务奖励、加氢站

建设运营奖补等领域的，将在市级工业和
信息化专项资金中安排；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培育奖励、市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孵化器奖补、楼宇产业园入驻企
业租金补贴、重庆市微型企业双创平台运
营绩效奖补等领域的，将在中小微企业发
展专项资金中安排。

今年3月和7月，市经信委联合市财
政局分两批启动本年度重点专项资金项

目申报，重点支持新兴产业、智能绿色制
造、技术创新及中小微等重点产业、重点
企业项目。申报企业须满足条件包括：在
重庆注册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健全财务
管理机构制度；申报项目符合国家及我市
产业政策，且投资项目已立项；同一项目
未获其他同类市级财政资金支持；项目为
2020年1月1日后实施，实施工期不超过
30个月等等。

304个渝企项目获市级重点专项资金支持
单个项目最高可获补助500万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9月7
日，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正式揭牌。
该研究院落户西部（重庆）科学城，力争打
造世界一流水平科研院所，有效保障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增强重庆在集成电路领域
的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科技成果产业化
能力。

据介绍，芯片技术研究院是中国电
科，经中央编办批准设立的研发机构。研
究院落户科学城西永微电园，将依托园区
集成电路产业集聚优势，以及中国电科第
24所、26所、44所技术积累和资源优势，
成体系布局集成电路、微声电子、半导体

光电子、传感器等芯片技术，完善芯片产
业链建设，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同时，研究院还将聚焦5G通信、汽车
电子、智能传感、智慧文博等产业，推动芯
片产业化发展，并不断深化改革，打造科
技创新及成果转化、产业培育与产业发

展、资产经营与资本运作等平台，成为科
学城乃至重庆“强芯固基”的主力军。

据了解，目前，科学城已建立从EDA
（电子设计自动化）平台、共享IP库，到芯
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的集成电路全新
产业链，集聚模拟集成电路重点实验室等

市级以上集成电路相关研发机构28家，
年研发投入达19.8亿元，吸引SK海力士、
华润微电子、中国电科、西南集成等一批
知名集成电路企业集聚发展，初步构建起
涵盖人才培养、产业孵化、验证仿真、工艺
服务的产业创新生态。

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落户科学城
成为科学城乃至重庆“强芯固基”的主力军

石柱黄连种质资
源圃。

石柱辣椒加工厂
正在烘干辣椒。

石 柱 水 生 莼 菜
产品。

记者 苏畅 摄/视觉重庆

9 月 10 日，南岸龙门
浩老街观景台,市民正在
此欣赏月光下的重庆夜
景。当天是中秋节,天公
作美,一轮皓月高挂天空,
重庆夜景在皎洁的月光映
照下更加迷人,市民和游
客纷纷前往观景台赏月拍
照留念。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共度中秋
月圆时

49名教师获评
2022年重庆市教书育人楷模

大渡口区举办
首届教师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