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车时刻查询 61681114 民航班机查询 67152337 港口客运查询 63100659 航班火车船期查询 chongqing.online.cq.cn 邮政查询 11185 全国邮政编码、电话区号查询 www.cqpost.con.cn/yb 重庆农业信息网 www.cqagri.gov.cn

重庆新闻 7CHONGQING DAILY

2022年9月 16日 星期五
编辑 何舒静 美编 曹启斌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本报记者 王天翊

“当晚基本没怎么睡，内心一直很兴
奋。”近日，谈起两江新区产业促进局获
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时
的心情，局长胡景兵内心仍然激动。

2018年，两江新区遭遇成立以来
工业经济最严峻的时刻，此前连续7年
高速增长的工业经济增长乏力。当年
底，两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决定单独设
立产业促进局，一个“开局就是决战”的
故事就此展开。

推动支柱产业转型升级
提升产业含金量、含新

量、含绿量

为了找准“症结”，设立之初的两江
新区产业促进局，几乎所有人都投身到
一场持续两个月的“大问诊”中，白天走
访企业，晚上分析研判。“症结”逐渐浮
出水面：一方面是投资下滑，另一方面
则是作为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产业转
型升级步伐滞后。

针对工业投资下滑，该局研究制定
专项政策，加快项目开工建设和投资放
量，并对重点工业项目实施清单化动态
管理，同时发挥国有投资机构作用，投
资一批重大项目。

为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该
局贯彻落实“链长制”，引入中高端整车
企业，并推动本土车企携手跨界伙伴发
力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提升产品价值。

“组合拳”打出，成效随之显现。
2019年，两江新区规上工业产值实现正
增长；2020年，增长16.7%；2021年，增
长21.5%。

与此同时，两江新区工业经济还实
现了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的全面提
升：2021年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
产值分别增长137%、120%；电子产业
产值增长22.3%。截至目前，两江新区
集聚高新技术企业1159家，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家、市级“专精特
新”企业261家；累计创建35家绿色制
造示范单位，建成7家绿色数据中心。

面对疫情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保姆式”服务解决企业

“急难愁盼”

近年来，面对反复的疫情和复杂的

国际形势，两江新区产业促进局大力稳
定、优化产业链供应链，以两江新区建
设“11+1”功能区、实施“链长制”为依
托，对重点企业和产业链开展“一企一
专员”“一链一策”帮扶，一方面提升龙
头企业本地化配套率，另一方面通过协
调市外配套企业复工复产、寻找替代供
应商、开具物流绿色通行证等，帮助企
业打通产业链供应链。

最近一段时间，三一重机采购部部
长严正格外忙碌。根据一份企业清单，
他挨个筛选、调研并洽谈。“这份清单将
帮助我们在两年内，实现七成零部件

‘重庆造’！”严正介绍，清单是由两江新
区产业促进局与市经济信息委工作人
员组成的专班精心梳理的，包含200多
家本地配套企业信息，每一个配件品类
的需求对接，都明确了专门的承办人
员。

据统计，2020年以来，为保障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该局累积走访调研
企业 1200 余家次，协调解决企业堵
点难点问题 3300 余个，推动两江新
区出台“抗疫暖企八条”，为辖区企业
兑现776万元抗疫补贴，争取专项再
贷款超过8亿元、专用再贷款超10亿
元。

年轻队伍如何形成“强战力”
党建引领+业务学习锤

炼信念与能力

无论是促进工业经济逆势上扬，
还是应对疫情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
两江新区产业促进局都展现出强大的
战斗力。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支
队伍的平均年龄只有 33岁，非常年
轻。

“我们坚持党的建设和业务学习并
重，实现思想和行动的双双提升。”该局
党支部书记杨艾说。在党的建设方面，
除了常态化开展“三会一课”和党史学
习教育，两江新区产业促进局还在
2021年成立“工小青”志愿服务队，累
计为300多户企业开展了融资指导等
志愿服务。

两江新区产业促进局下设的国家
级车联网先导区建设工作专班成员蒋
希祚介绍，2021年初成立专班时，成员
们大都没有汽车或物联网等专业背
景。为此，专班邀请外部专家定期答疑
解惑，还买来一堆专业书籍相互传阅。

“我们自己都想不到，不到两年时间就
可以独当一面，这真是一个让人不断成
长进步的集体。”蒋希祚说。

两江新区产业促进局：

临危受命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本报记者 陈国栋

建起咖啡全产业链贸易产业园、跨
境数字贸易产业园、跨境电商品牌孵化
基地……近年来，渝中区商贸领域不断
涌现出新的标志性事件。创新，让重庆
母城的老建筑老街区焕发新活力，为中
心城区发展注入产业新动能。

“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不创
新就难以为继，不创新就无路可走。”作
为渝中商贸的“操盘手”，渝中区商务委
党委书记、主任江南，深谙创新的重要
性。

在她看来，渝中虽然具有良好的商
贸基础，但也面临着载体老旧、产权分
散等制约城市转型的客观问题。同时，
渝中作为中心城区，土地面积仅20平
方公里、发展空间有限，在推动城市更
新、转型发展进程中，通过依托老建筑、
老街区发展新经济、新产业、新消费，培
育建设一批新兴产业园区项目，势在必
行。

她表示，“我们正处在汹涌而来的
创新大潮之中，直播电商、平台电商、社
群电商等互联网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蓬
勃兴起，商业瞬息万变的发展态势都倒
逼我们不断创新。”

这些年，按照区委、区政府的部
署，江南带领渝中商贸系统干部职工
锐意进取、大胆开拓，不断创造出新的
业绩——

在全市率先出台《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核心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和专项政
策；

探索核心商圈“保税+实体零售”
新模式，打造了西部首条离境退税示范
街区，培育了全国首个市场化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运营中心、RCEP贸易促进中
心、全市首个二手名表交易市场等开放
型平台、园区和项目；

率先引育“首店首牌首秀首发”经
济，引进首店首牌占全市三分之一以
上；

率先发展“后街、步道、天台、洞穴”
等新消费场景；

面对大战大考，累计争取抗疫特别
国债、抗洪专项资金等2.4亿元，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

……
一系列的创新，让渝中商贸主要行

业指标近年来一直处于全市领先地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坐“头把交
椅”。其中，解放碑商圈成为全市首个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900亿元的
商圈，相继获评商务部首批“全国示范
步行街”、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级夜间文
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出生于1976年的江南，曾经当过
派出所民警、研究室主任、管委会主
任。经过多岗位历练的她，认为创新既
要走新路，又要防风险。

她清醒地认识到，商贸发展要防范
风险，首先是要选择优秀的“四有”市场
主体，即有理念、有情怀、有经济实力、
有成功案例；其次是要尊重市场主体选
择，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听取企业
意见，减少投资风险；最后是要发挥政
企协作合力，不断在实践探索中调整策
略，实操优化。

例如，2020年，重庆发生特大洪
灾，渝中区中兴塑料市场受灾严重，受
灾面积达1.6万平方米，有616家商户
急需安置。“我们在最短时间内，在原市
场周边搭建转场经营的展销会平台，提
供了新的可以正常经营的场所，平稳妥
善安置600余家商户。”江南说。

江南坦言，创新需要不断地摸索，
甚至试错。近年来，面对世纪疫情、经
济下行等客观情况，渝中千方百计刺
激消费复苏，但也并非直接就找到强
力拉动消费的有效手段，也是在不断
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推出如福袋、
消费券等撬动比高、市场反响好的促
销方法。

获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表
彰后，江南表示，将倍加珍惜荣誉，一如
既往坚持走好创新之路。下一步，她将
带领同事们继续围绕商贸、金融、文旅
等主导行业开展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
的首创性、差异化探索，立足解放碑开
展进口商品展示交易创新；争取网络游
戏属地审核试点在渝中先行先试；探索
打造中新金融科技合作示范区等。

渝中区商务委党委书记、主任江南——

发扬首创精神
助力渝中商贸业绩稳居全市第一

本报河北电 （记者 韩毅）9月
15日晚，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闭幕式
在河北省雄安站广场举行。闭幕式上，
艺术节组委会颁发了备受瞩目的第十
七届文华奖、第十九届群星奖。重庆市
川剧院创排的川剧《江姐》荣获文华大
奖，重庆青年合唱团荣获群星奖中的

“群众合唱团队”奖。其中，川剧《江姐》
是我市文艺界继川剧《金子》之后，阔别
22年重获该项大奖。

本届艺术节以“喜迎二十大 奋
进新征程”为主题，由文化和旅游部、
北京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河
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文化和旅
游部与京津冀三地联合举办的重大文
化活动。

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
是文化和旅游部设立的国家舞台艺术
政府奖，是我国舞台艺术领域的最高政
府奖，每三年评选一次。本届文华大奖
共有来自各省市和中直院团的58部作
品参评。

川剧《江姐》由重庆市委宣传部、市
文化旅游委、市川剧院等单位联合出
品，市川剧院创排，取材于小说《红岩》，

由著名剧作家、词作家阎肃担任编剧，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文联主
席、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领衔主
演。

该剧从唱腔设计、剧情编排、谱曲
配器上进行了独立创作，在唱腔上用最
具川剧特色的高腔作为全剧音乐的主
体，配以小型民族管弦乐队为伴奏，保
持了川剧高腔“帮、打、唱”的特点，对

“红梅赞”进行了戏曲化、川剧化改编和
设计；在剧情上，充分展示了以江姐为
代表的红岩英烈事迹，艺术化、情感化、
合理化地融入了“狱中八条”，赋予作品
新的时代价值，让红岩精神代代相传，
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该剧自2018年上演至今，已演出
上百场，为近200万观众传播共产党人
理想信念，成为开展党员党性教育、传
播戏曲艺术的经典剧目。

时隔22年重庆文艺界再获文华大奖

川剧《江姐》再现红色经典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9月
15日，重庆科技馆与四川科技馆携手，
联合30家科普基地共同开启“科普列
车川渝行”2022年全国科普日线上活
动。

据悉，此次活动由重庆市科学技术
协会和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指导，重庆
科技馆与四川科技馆主办，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成都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成都动物园、四川

省防灾减灾教育馆等28家科普基地共
同协办。

重庆科技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活动以跟随重庆科技馆吉祥物“科娃”

和四川科技馆“科科”搭乘“科普列车”，
“云游”川渝科普基地的形式开展，将实
景漫游、互动体验及有奖知识问答融为
一体，搭建起网络科普互动空间，为公

众带来全新的科普感受和体验。其中，
知识问答内容展示了30家科普场馆的
特色，涵盖人文历史、自然生物、物理数
学、科技创新等知识，让公众在玩游戏
的同时收获科普知识，还有机会获得现
金红包。

据了解，即日起，感兴趣的公众可
在重庆科技馆微信订阅号内回复“科普
列车”，了解活动详情及参与活动，活动
将持续到9月21日。

川渝两地30家科普基地联合联动

“科普列车川渝行”活动上线

□本报记者 韩毅 刘一叶

“川渝，雄起！”9月15日晚，第十
三届中国艺术节在新建的河北省雄安
新区落下帷幕。闭幕式上，当文化和旅
游部领导将代表着下一届举办权的节
旗交到川渝领导手上，台下川渝文艺界
人士激动得热泪盈眶。

“自2009年开始，重庆已先后申办
4次，本次申办成功，对重庆既是信任，
也是责任，必将有力促进重庆文艺事业
繁荣发展，提升重庆城市文化形象，推
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重庆市文
化旅游委党委书记、主任刘旗称。

重庆先后4次提出申办
中国艺术节

中国艺术节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
准，由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地方省级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国家级文化艺术盛会，
是全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
力的艺术盛会，是全国优秀艺术作品集
中展示的平台。

重庆自2009年始先后4次提出申
办中国艺术节。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
经重庆和四川两地政府联合申办、文化
和旅游部实地考察和综合评估推荐、全
国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
作领导小组审批等，由文化和旅游部联
合重庆市、四川省政府将于2025年9
月在川渝两地举办。

“以节会为媒，第十四届中国艺术
节必将进一步提升巴蜀文旅影响力、
知名度，促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和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川渝地
区打造中国西部现当代文化艺术高
地。”刘旗说。

同时，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
官之年，川渝联办第十四届中国艺术
节，将有利于全面展示我市经济社会建
设和文化发展成果，弘扬“行千里·致广
大”的人文精神，进一步提升重庆城市
文化形象。

此外，中国艺术节是新时代全国各
地文艺发展阶段性成果的集中展示和集
中检验，活动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
等艺术门类，演艺、美术等多个艺术领
域，并将组织开展全国专业文艺创作最
高奖文华奖和群众文艺创作最高奖群星
奖的评选。川渝共同举办第十四届中国
艺术节，将有力助推创作一批文艺精品，
发现培养一批艺术人才，进一步促进文
化强市建设。

重庆举办下届艺术节有
底气、有基础、有条件

走进中国美术馆，庄重、朴素、简
洁，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
作品展览正在这里举行。

400余件（组）美术作品，汇聚我国
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精品力作，涵盖中
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等门
类。一件件现实题材作品，聚焦人民，
讴歌时代，勾勒出一幅时代发展的多彩
画卷，展现出新时代的万千气象。

油画类，罗中立的《农忙时节》、庞
茂琨的《黄金时光》、陈树中的《野草
滩·冰雪之旅》、周宗凯的《三江源礼
赞》、赵晓东的《天梯》、漆晓勇的《西行
日记.云上的日子》；雕塑类，焦兴涛和
刁伟的《仰望星空》、孙闯的《格桑花》、
何力平的《梦的空间》、彭汉钦的《石榴
花开》等作品，不仅在画面内容上表现
了新时代的发展面貌和人民的精神风
貌，更呈现出艺术创作形式与内容高
度统一的发展态势，体现了重庆艺术
家多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继承传
统和探索创新上取得的成绩，吸引不
少观众品鉴。

在本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书法

篆刻作品展览上，王成金的《项穆（书法
雅言，常变篇）》、张斌的《孟子句》、戴文
的《岘居戴文篆刻》等作品同样精彩亮
相，充分展现了重庆书法家的笔力。

本届中国艺术节上，川剧《江姐》荣
获文华大奖，这是继川剧《金子》之后，
我市文艺界时隔22年重获该项大奖；
重庆青年合唱团演唱的《忆秦娥·娄山
关》和原创合唱作品《川江畅想》荣获第
十九届群星奖“群众合唱团队”奖。

除了在本届中国艺术节的亮眼表
现外，近年来，重庆文艺创作蓬勃活跃，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臻完善，大型文化
场馆设施完备，随着长江文化艺术湾区
建设推进，一批大型文化设施也将陆续
建成投用。同时，我市成功举办了第十
二届亚洲艺术节、第十二届中国戏剧
节、第六届中国诗歌节、2021年中国原
生民歌节等国际国内文化艺术活动，为
承办中国艺术节积累了大型艺术活动
的组织经验。因此，对举办第十四届中
国艺术节，重庆有底气、有基础、有条
件。

川渝将携手深入挖掘巴
蜀文化独特内涵

“中国艺术节搭建文化平台，高质

量呈现新时代我国文艺事业发展的璀
璨篇章，不仅是对近年来文艺事业的一
次全面巡礼，更是对未来发展的一次深
情凝眸。”刘旗说。

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接下
来，我市将携手四川，深入挖掘巴蜀文
化内涵，深入研究巴蜀文化的价值体
系，系统发掘巴蜀文化独特内涵。我市
将加强艺术创作引导，鼓励创作一批反
映巴蜀地区历史风貌和当代实践的优
秀作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鼓励
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建立合作联
盟，实现公共文化资源共享。此外，我
市还将搭建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互动
交流平台，开展“成渝地·巴蜀情”系列
群众文化活动等。

据介绍，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拟于
2025年9月1日至9月15日举行，以
重庆市、成都市为主会场，将举办第十
八届文华奖评奖、第二十届群星奖评
奖，美术、书法篆刻、摄影展览和演出交
易、巡演、论坛、文化惠民、校园行等一
系列活动。

以节会为媒，重庆将携手四川努
力将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成为具有
世界范、中国味、巴蜀韵的文化旅游走
廊。

中国艺术节：下一站，看川渝
以节会为媒，川渝将携手建设具有世界范、中国味、巴蜀韵的文化旅游走廊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9月
15日，2022年重庆市全国科普日活动
在九龙坡区166舰前广场正式启动，即
日起至21日，我市将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集中开展一系列科普活动，
积极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社
会氛围，促进公众科学素质提升。

据介绍，今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以
“喜迎二十大 科普向未来”为主题，主
题活动贯穿全年，其中主场活动由市科
协、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教委、
市科技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生态
环境局、市城市管理局、市水利局、市农

业农村委、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局、市
市场监管局、市乡村振兴局、市林业局、
市工商联、市作协、九龙坡区委、九龙坡
区政府共同主办。

在现场的主题科普展上，重庆科
技馆带来了“一起‘碳’未来”主题科普
活动，引导公众感受气候变化带来的
危机与挑战；来自重庆动物园的玉米
锦蛇、黑眉锦蛇、苏卡达陆龟、鬃狮蜥

等一群动物亮相现场，工作人员热情
地介绍，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打探；重
庆市利民防火中心现场搭建起烟雾逃
生气垫屋，模拟真实火灾烟雾场景，让
体验者学会快速逃离火场的基本要
领；科普大篷车则开展了科学实验、应
急科普知识文艺表演、知识问答等活
动。此外，九龙坡区相关企业还进行
了科技成果展示。

据悉，除了主场活动以外，全市各
区县、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企事业
科协、科普基地及有关单位，还将围绕
健康科普、应急科普、疫情防控、科技助
力乡村振兴、科技推动“双减”实施、科
技志愿服务等主题，开展科普展览、科
普讲座、科学实验、科普文艺展演、科普
大篷车、流动科技馆巡展等精彩纷呈的
科普活动。

2022年重庆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

9月15日晚，河北省雄安新区,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闭幕式暨文艺晚会现场。 记者 韩毅 摄\视觉重庆

川剧《江姐》演出现场。（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