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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记者10月
12日从市商务委了解到，日前出台的《重庆市
建设高质量外资集聚地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年）》（以下简称《外资行动计
划》）提出，2022—2024年，力争重庆实际使
用外资年均增长10%以上。

《外资行动计划》提出，到2024年，重庆高
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吸收外资水平明显
提高，外资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显著增
强。同时，2022—2024年，全市制造业吸收
外资占比30%以上。

《外资行动计划》提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国际消费中心培育建设等
重大试点政策机遇，着力引进一批高质量外资
项目，引导重大外资项目、链主企业、龙头企业
集聚，带动全市利用外资高质量发展。

《外资行动计划》明确，要突出产业链、供

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四链联动”和集成发展，
优化我市外资产业结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打造高能级外资总部经
济，支持外资在渝设立跨国公司总部以及功能
性机构。

为推动该计划加快实施，从明年开始，我
市将对年实际到位外资金额超过一定标准的
制造业新项目或增资项目给予奖励，奖励额度
比例翻一番；对设立符合条件的研发中心一次
性给予200万元开办奖励，并将加大对外资新
项目的资金支持。

此外，我市还将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发展
环境，落实外商投资国民待遇，持续推动国家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增加重庆优势产业
目录，动态推出境外人员可申报的职业资格目
录，支持重点外资企业向税务机关申请谈签预
约定价安排，以稳定经营预期。

重庆出台《外资行动计划》建设高质量外资集聚地

实际使用外资
力争年均增长10%以上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记者10月12
日从市商务委了解到，日前出台的《重庆市推
动外贸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以下简称《外贸行动计划》）明确提出，
2024年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将突破1万亿元。

《外贸行动计划》提出，到2024年，重庆进
出口规模保持中西部领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主体突破3万家，培育10家国家级贸易双
循环企业；服务业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000亿
元，贸易数字化水平明显提升。

为完成上述目标，《外贸行动计划》主要部
署了8大行动计划。一是贸产融合提升行动，
到2024年，重庆将培育20个产业聚集优势明
显、区域特色鲜明、创新成效突出、公共服务体
系完善的外向型产业聚集区。

二是贸易结构优化行动，主要是做好优化
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贸易方式、优化市内外
贸区域布局等。到2024年，重庆进口在外贸
进出口总值中的占比要提升至40%以上，高
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突破7000亿元。

三是贸易主体壮大行动，包括加快引进和培
育高能级外贸主体，培育“专精特新”中小外贸企
业，以及培育贸易双循环企业。到2024年，重庆

力争年进出口1亿元以上的企业达到500家。
四是多元化国际市场拓展行动，主要是持

续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推进贸易促进平台建
设，加强国际营销体系建设等。到2024年，重
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占比要达到
30%以上。

五是对外贸易创新行动，包括推动跨境电
商高水平发展，提升保税维修业务发展水平，
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提
速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六是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行动，要持续
加强国际物流保障，加快推进贸易援助调整，
推动贸易和双向投资协调发展，引导全市完善
供应链并做好工作保障。

七是区域合作提升行动，比如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贸易协同发展，深化与
RCEP成员国经贸合作，进而带动区域内的
外贸联动与合作等。到 2024 年，重庆对
RCEP成员国贸易占比要达到30%以上。

八是贸易便利化提升行动，重庆将推进通
关服务便利化，推进出口退税服务便利化，提
升跨境金融服务水平，抓实抓好外贸信贷投
放，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

重庆出台《外贸行动计划》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外贸进出口总值
2024年将突破1万亿元

□本报记者 李珩

“患者脑梗塞、脑萎缩，建议给予抗感染药
物等治疗，1—2周后复查。”10月10日上午，
永川区朱沱镇卫生院向医共体上级医院永川
区人民医院，上传了80岁的患者王光玉的头
颅CT检查数据。5分钟后，镇卫生院便收到了
专家的会诊意见。

在给予对症治疗后，王光玉慢慢恢复了意
识，头晕、乏力症状也有所缓解。

“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太好了！”匆匆从

重庆赶回朱沱的王光玉的子女感慨地说。

镇卫生院变了样
“以前只能到县城大医院看的病，

现在在镇医院就可以解决”

“镇卫生院真是变了样，条件好多了哟！”
病床前，王光玉女儿连连感叹。

据了解，朱沱镇卫生院原为朱沱联合诊
所，2012年搬迁新址前，只有两层楼，仅设内
科、外科、妇产科三个临床科室。

“那时是老房子，墙体开裂严重，部分屋顶
还漏水。”朱沱镇卫生院党支部书记樊勇介绍，

搬迁后，镇卫生院硬件焕然一新，共有7层楼，
占地面积30亩，业务用房面积近万平方米，开
设了肾内科（血液透析）、中医科等10个临床
科室，并配备了16排螺旋CT、DR影像系统、
彩超、全自动麻醉呼吸机、数字呼吸机、腹腔
镜、胃镜等设备。

为了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2018
年，重庆启动医共体建设试点工作，开展“医
通、人通、财通”建设。

依托医共体，如今，朱沱镇卫生院成为一
级甲等卫生院。“现在在镇卫生院就能做透析，
方便多了。”家住朱沱镇围子山村的村民杨福
全说，过去，他要早上5点出门，坐车到永川区
人民医院做透析。如今，朱沱镇卫生院建起了

透析室，30多名肾功能衰竭患者可定期在卫生
院做血液透析。他自己骑车几分钟就能赶到
卫生院，透析费用也比上级医院低得多。

“以前只能到县城大医院看的病，现在在
镇医院就可以解决，群众在家门口就看得好
病。”樊勇说。

集团化办学
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和朱沱镇卫生院一样，位于永川区城乡接
合部的大南小学也悄然发生了改变。

“学校有棋室、书吧，操场边有阅读角。课
间休息时，我们可以在操场上奔跑，也可以静

静看书。”大南小学三年级学生池明宇对记者
说。

“学校不仅环境好了，教学质量提高了，还
能共享红旗小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大南小学
的家长们开心地说。

“大南小学是我们的集团校，我们统一课
程建构、制度建设、评价考核等，红旗会还定期
派骨干教师到大南带教，大南的教师也定期到
红旗来学习。”红旗小学教育集团校长钟淑说，
包括大南小学在内的几所集团学校教师，每周
还会集中进行线下教研活动，共同提升教学水
平，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今年9月，红旗小学的音乐老师刘雨畅
就交流来到大南小学，负责所有班级的音乐
课。”大南小学相关负责人称，过去，大南小学
没有全职音乐老师，音乐课基本由兼职老师
上。

“原来风雨声也是一首美妙的乐曲。”池明
宇在上了刘雨畅的音乐课《大鼓和小鼓》后，对
记者这样说道。

医疗教育更方便
“以后的日子肯定会更好”

“未来，医学技术发达了，我这病说不定就
能治好呢！”在镇卫生院做透析的杨福全，看着
血液通过导管慢慢流回身体，他乐观而积极，

“现在大家都不愁吃穿，以后的日子肯定会更
好！”

来自市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底,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20268个，实
现“一街道一中心、一镇一院、一村一室”，基本
建成“城市 15 分钟、农村 30 分钟医疗服务
圈”。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行政
村卫生室标准化率达到100%。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人员总数从2012年的7.86万人增加到
2021年的10.64万人，执业（助理）医师的比例
从32.14%上升到37.26%。2021年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诊疗服务10173万人次，占全市医疗
卫生机构总诊疗量的52.54%。

“每一个孩子都应被关注呵护，每一个孩
子都能成为最美好的自己。”钟淑说，实施集团
化办学以来，三所集团化学校树立“一盘棋”思
想和“一体化”发展理念，共享文化理念、师资
培养、资源开发，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优质教
育资源，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

据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市
持续改善办学条件，截至今年9月，我市县域内
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场地达标率达87.5%，普通
高中超大班额全面消除，中小学标准化实验室
达标率达86%。全市中小学学区化管理、集团
化办学覆盖率达80%以上，义务教育就近入学
率达97.8%，全市整体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督导评估验收。

看身边的变化

“城市15分钟、农村30分钟医疗服务圈”基本建成，中小学学区化管理、
集团化办学覆盖率达80%以上——

家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上好学口就能看好病上好学

红旗小学学生在上课红旗小学学生在上课。。 （（永川区委宣传部供图永川区委宣传部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近年来，多种不利因素增加了外资和外贸
的不确定性。和全国不少地区一样，因外需放
缓导致外贸增速放缓，重庆一些外贸企业生产
经营也遭遇困难。

困难面前，不容退却。刚刚出台的《重庆
市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
2024年）》（以下简称《外贸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4年，重庆外贸进出口值将突破1万亿元。

10月12日，市商务委就《外贸行动计划》
和《重庆市建设高质量外资集聚地三年行动计
划（2022-2024年）》（以下简称《外资行动计
划》）进行解读，再次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表
明重庆进一步提升外贸、外资的信心与决心。

为外贸挖掘新的增长点

到2024年，重庆外贸进出口值要突破1万
亿元，这并非易事。2021年，重庆外贸进出口首
次突破8000亿元，若要达到《外贸行动计划》的
目标，重庆外贸年均增速要达到8%左右。

“制定这样的目标，我们是有基础和底气
的。”市商务委外贸管理处副处长郑玉凤说，重
庆外贸基本盘稳定，外贸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
活力增强，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明显，新业态新

模式蓬勃发展，外贸稳增长动力强劲。
在扎实的基础上，重庆还在进一步培育更

多的外贸增长点。以新能源车为例，今年1—
8月，重庆一般贸易进出口2019.8亿元，同比
增长16.1%，其中，电动摩托车出口增幅高达
87%。下一步，重庆将充分利用中欧班列（渝
新欧）、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便利，增加新
能源车等产品出口量。

二手车出口，也是一个增长点。重庆是二
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城市，自去年5月以来，先
后认定了两批二手车出口试点企业，截至今年
8月，已出口二手车108辆，金额168.7万美元。

跨境电商也未来可期。今年1—8月，重
庆跨境电商交易额 291.9 亿元，同比增长
50%。预计三年内，重庆跨境电商将新增出口
200亿元以上。

通过“试点”创造外资新机遇

10月8日，国务院作出批复，允许在重庆
设立并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旅行社从事除台
湾地区以外的出境游业务，并放宽重庆外商捐
资举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准入条件。

市商务委外资外事处副处长王洪垚说，这
两项业务，既能提升重庆文化旅游、养老领域

的开放水平，也能吸引更多领域的外资进入重
庆。

据悉，上述两项业务都属于服务业扩大开
放综合试点范畴。重庆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
获批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省市，已
明确的试点任务共有86项。王洪垚认为，通
过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能够推动重庆更
高水平、更宽领域对外开放，为重庆利用外资
带来重大机遇。

比如，按照试点的相关优惠政策，在医疗
领域，支持设立中外合资医疗机构，鼓励符合
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参与“互联网+医疗健康”
创新发展；在教育领域，推进应用型本科中外
合作办学和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特色项目，鼓励
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落户。

“这些领域的扩大开放，为更多外资市场
主体进入重庆打开了大门，也为重庆利用外资
带来更大空间。”王洪垚表示。

重庆的信心和底气从何而来

外贸与外资，都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支
撑，也是衡量一个区域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维
度。市商务委党组成员龚志勇认为，外贸、外
资三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彰显了重庆扩大开放
的信心。

这样的信心，首先来自重庆的区位优
势——重庆是位于西部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
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
要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同时，重庆
位居西部内陆腹地，以开放促发展是必由之路。

这样的信心，来自重庆近年来内陆开放高
地建设中所构建的基础设施。通道方面，重庆
统筹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
列、渝满俄国际班列等东南西北四向大通道，
实现了铁公水空多式联运，正逐步成为内陆国
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平台方面，重庆集自
贸试验区、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家级新
区等开放平台于一体，正积极发挥平台叠加效
应，积极先行先试，在开放方面不断探索创新。

这样的信心，还来自重庆对外开放取得的
优异成绩——目前，已有312家世界500强企
业落户重庆，全市的外商投资市场主体约
6900家，为重庆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品质提升
提供强劲动力。

“两个行动计划，是重庆集聚资源、保护外
贸外资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能够实
现外贸提质增效，有效吸引和利用外资，助力
重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推动我市外贸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外资集
聚地。”龚志勇说。

两个行动计划 彰显重庆扩大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位于沙坪坝区的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紧张作业。该公司系中美
合资企业，是康明斯在中国最大的重载和大马力发动机专业制造工厂（摄于2月9日）。

特约摄影 孙凯芳/视觉重庆

【新闻纵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