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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重庆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
迎来大动作。两江新区出台《重庆两江新区推进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建圈强链行动计划（2022-2025年）》（简称《行动计
划》），提出2025年新区软信产业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目标，
成为具有影响力的软信产业创新发展集聚区。这是9月2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大会上
获得的消息。

《行动计划》提出，两江新区将以两江软件园、礼嘉悦来智
慧园、重庆汽车软件园为核心，构建“三核驱动、多点支撑”的
产业发展格局。同时，两江新区将瞄准工业软件、汽车软件、
新兴平台软件、行业应用软件等方向，重点实施载体优化、主
体培育、创新引领、应用牵引、人才引育、生态完善等六个专项
行动。力争到2025年，两江新区软信产业总规模突破2000
亿元，全力创建“中国软件名园”。

为确保《行动计划》顺利实施，两江新区推出了《促进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政策》（简称《专项政
策》）。《专项政策》包括优化产业发展载体、鼓励产业生态集
聚、支持企业壮大规模、支持软件业务独立运营、鼓励企业
高质量发展、支持企业资质升级、完善产业创新能力供给、
激励人才团队活力、加快专业人才培育、加大金融支持等10
条政策。

大会现场为重庆汽车软件园揭牌，还为两江水土国际
数据港、水土半导体产业园、龙兴智能汽车软件产业园、工
业互联网软件园、龙盛汽车软件产业园、悦来数字化设计软
件园、海王星数字文创园、工业软件产业园、金泰集成电路设计
产业园、两江智能软件产业园等首批10个两江特色软信产业
园授牌。

大会还进行了线上集中签约，世芯电子西南设计中心项
目、重庆万物数字标识技术研究院、安领数据重庆研发中心项
目等11个重点项目，涉及汽车软件、工业软件、IC设计、数字
内容等领域，总投资额达77.8亿元。

据介绍，当前重庆正把软信产业作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的突破口和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近年来，两江新区已建成
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楼宇载体超300万平方米，集聚企业超
5500家，产业规模突破900亿元，从业人员超8万人。

重庆打造软信产业
创新发展集聚区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9月22日，市
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称，城市提升市级重大
项目持续提速，前8月共完成投资1602.4亿
元，投资进度达70%，领先时序进度3.3个百
分点，进一步稳定全市宏观经济大盘。

前8月，轨道交通6号线东延伸段、永川
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沿山大道中段工程等
56个城市提升项目开工建设，涉及轨道交
通、水利工程、油气、城市功能完善等14个
行业类别，总投资达1811.4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469.4亿元，同比增长12.5%。开工以
来，这一批项目加快推进建设，加速投资放
量，截至8月底投资进度达70.8%。

基础设施市级重大项目表现可圈可点。
据统计，今年交通、水利、能源三大领域共有
基础设施市级重大项目249个，总投资约1.4
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776.8亿元。前8月，
基础设施市级重大项目共完成投资1218.8

亿元。其中，轨道交通项目完成投资231.6
亿元，同比增长5.3%；桥梁隧道项目完成投
资46.3亿元，同比增长15%；水利工程项目
完成投资46.6亿元，同比增长32%；油气项
目完成投资87亿元，同比增长42.1%。

此外，125个城市更新市级重大项目前8
月共完成投资 383.6 亿元，投资进度达
74.9%。截至8月底，今年已新开工改造老旧
小区1203个，改造总面积约2900万平方米，
完成投资57.9亿元，投资进度达115.8%。

重庆城市提升市级重大项目
前8月共完成投资1602.4亿元

本报讯 （通讯员 夏荣伟）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
础。笔者近日从万州区了解到，该区积极探索政治、自治、法
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乡村治理新路径，以推广运用“积分
制”“清单制”为抓手，以“院落工作日”为载体，擦亮乡村振兴
靓丽底色。

“政治”引领，筑牢治理基础。万州区建立以区政府副区
长为召集人的全区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明
确20个责任单位任务分工。该区镇乡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兼任政法委员、综治专干兼任警务助理实现全覆盖；增配社区
工作者217名，强化了乡村治理队伍保障。

“自治”强基，激发治理活力。在乡村治理中，万州整合
推进“清单制”，推广运用“积分制”，引导乡村治理由“村里
事”变成“家家事”，群众由“要我参与”变成“我要参与”。万州
区还创新开展“院落工作日”，由区领导分别指导1—2个乡镇
（街道），全覆盖联系全区52个乡镇（街道）。全区共划分
3500个院落，组织区领导及区级部门、乡镇领导、驻乡驻村干
部等力量每月下沉院落现场办公，协商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下转2版）

万州探索“五治”融合
推进乡村治理□本报记者 苏畅

“收了谷子，村里又紧跟着种下600亩
秋洋芋。”秋分时节，合川区涞滩镇碾盘村小
雨绵绵，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天九
正在田间查看秋洋芋的生长情况。

合川区粮油发展指导站站长刘帮银介
绍，近年来合川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在有限的耕地上多种粮、种好粮，
不断提高粮食产出率，保障粮食安全。

藏粮于地
让土地产出多重效益

合川区粮食种植面积为 167.98 万余
亩，耕地资源并不富裕，这决定了要尽可能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近年来，合川区采取轮作耕作制度，提
高耕地复种指数，同时普及旱地带状轮作耕
作制度，让一块土地产生多季效益。

“下雨之前，我们已完成起垄开沟，种下的
秋洋芋种子才不会被雨水泡坏。”王天久从土里
刨出一块秋洋芋种子，上面已冒出几株嫩芽。

记者看到，田土上还覆盖着水稻秸秆。
“我们采取了水稻——秋洋芋轮作耕作，在
水稻收割结束后，利用水稻秸秆还田增加土
壤有机质，在此基础上种下秋洋芋，达到增
产增收的效果。”王天久说，按照这种轮作方
式，一亩耕地能产出500多公斤的水稻，以
及1000多公斤的秋洋芋。

“旱地带状轮作制度，即将土地按一定
宽度分为若干带，在一带上3月份种植玉
米、4月上旬种植大豆、10月种植胡豆，在另

一带上5月上旬种植红苕，两条带上的作物
每年轮流交替种植，让一块地在不同季节都
有粮食产出。”刘帮银说，这种方式能让一亩
土地产出450公斤玉米、400公斤红苕、120
公斤大豆、120公斤胡豆，不仅提高了粮食
的产出率，还有利于培肥土壤。

今年，合川产出玉米17万余吨，红苕15
万余吨，胡豆1万余吨，大豆5000余吨。

藏粮于技
运用增窝增苗种植技术提升产量

合川还通过实施增窝增苗种植技术，提
升水稻等粮食作物的单产量。

记者在龙市镇海慧村水稻种植基地看
见，村民们正抓紧时间抢收地里剩下的水
稻。这片基地内的水稻不仅稻穗饱满，稻株
的密度也比普通的稻田偏高。

“我们采用‘增窝增苗’种植技术，通过
增加水稻的种植密度，达到增产的目的。”该
基地负责人赖成红介绍。

“‘增窝增苗’种植技术通过制定合理的
水稻窝距和行距，使水稻产量最大化。”刘帮
银补充道，通过试验，以机插秧的方式种植水
稻，水稻行距为9寸，窝距为6寸，以人工种
植水稻的方式，行距不变，窝距为7寸。

依托该技术，通过人工插秧，每亩水
稻窝数可达到9000窝、水稻株数1.8万株；
而通过机插秧，每亩水稻窝数可达到1.1万
窝、水稻株数2.2万株。与普通的水稻种
植技术相比，该技术可使每亩水稻增产
20公斤-30公斤。

（下转2版）

一块土地产生多季效益
合川探索在有限的耕地上多种粮种好粮

本报讯 （记者 戴娟）9月23日，四川省政协、重庆市
政协召开远程联合协商会，围绕“共建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主题建言献策。

四川省领导田向利、李云泽、尧斯丹，重庆市领导熊雪、李
静、谭家玲出席会议。

此次协商是川渝政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
托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川渝党政联席会议精神，发挥专
门协商机构作用，以高质量协商履职“喜迎二十大、共画同
心圆”的实际举措。会前，两省市政协围绕协商主题，采取线
上联合调研、线下分头调研、异地函调等方式开展了深入扎实
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网络共收集到565位委员提出的意见建
议661条。

会上，两省市政协委员和企业代表紧扣协商主题，分别从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强化“六链协同”、深化优势互补，加快共
建世界级先进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携手共建世界级智能终端
产业集群、打造成渝地区特色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加快“5G+
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加快把成渝地区建成全国物联网产
业高地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两省市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作
了现场回应。

会议指出，作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版图上的重要一极，成
渝地区电子信息产业具备实现协同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推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四川省委和
重庆市委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川渝两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
和优势基础，加强电子信息领域全方位、多领域交流合作，促
进川渝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化、集约式和可持续发展。

（下转2版）

助力共建世界级
先进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川渝省市政协开展远程联合协商

●经受住一场场严峻的疫情防控考验：党的
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

●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世界前列：社
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

●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人民至上理念凝聚起团结伟力

值此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之
际，我向中新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
的祝贺！

70 年来，中新社坚持爱国主义
的报道方针，坚持为侨服务，为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发挥了
积极作用。希望中新社以建社70周
年为新的起点，创新国际传播话语
体系，加快融合发展，提高国际传播

能力，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积
极联系海外华文媒体，为展现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促进海内外
中华儿女大团结，推动中外文明交
流、民心相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2年9月23日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贺 信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在中国新闻社建社

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中新社全体同志致以诚
挚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中新社坚持爱
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坚持为侨服务，为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希望中新社以建社70周年为新的起
点，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加快融合发展，提高国
际传播能力，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积极联系
海外华文媒体，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推动中外文明交
流、民心相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3日上午，庆祝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大会

在京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出席大会并讲话。
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突出中新特色，
面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
事，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心相通，不断壮大海外
知华友华“朋友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
人心和力量。

会上，中新社负责人和老同志、青年职工代表
发言。

中新社由中国新闻界和侨界知名人士发起，于
1952年10月1日正式成立。目前，该社有52个境
内外分社，建立了24小时不间断的信息发布系统，
形成了覆盖海外大多数华文媒介的用户网络。

号令四面 组织八方
——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看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从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到与不断

变异的病毒持续较量；从2020年成为全球率先实
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到2022年经济顶住
压力走出一条修复曲线……两年多来，中国是世
界主要大国中新冠肺炎发病率最低、死亡人数最
少的国家，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世界上
最好的成果。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强调

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提高国际
传播能力 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

9月23日，丰都县包鸾镇重庆市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在金黄色的水稻田边，舞龙队伍正在欢庆节日。当
日是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市多个区县举行了庆祝活动。 记者 郑宇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相关报道见3版）欢庆丰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