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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身边的变化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记者10月
13日从市住房城乡建委了解到，截至9
月底，全市已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近15
万套，其中有6万套运营投用，其余的正
陆续装修建设。“十四五”时期，我市计划
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0万套。

据介绍，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方式以
盘活存量为主，适当新建为辅。其中，我
市通过存量房改造投入使用的保障性租
赁住房4万套，在提升租赁规模的同时，
加速推动城市更新发展。比如，江北区打

造的大庆村青年公寓项目，房间以单间配
套为主，面积32至51平方米，家具家电
配置齐全，拎包入住，一楼配有400平方
米公共区域，设有健身房、阅览室，免费对
租客开放，受到许多青年人欢迎。

新建项目，即在租赁需求旺盛的区域，

利用新供应国有土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
置土地新建一批保障性租赁住房，目前我
市已新建成约9000余套。比如，一企业在
九龙坡区石桥铺商圈利用自有土地新建金
石广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共746套，小
区距轨道交通5号线巴山站仅20米，旁边

学校、医院、商超齐备，投用后将较好解决
附近上班的青年职工住房问题。

据悉，目前市住房城乡建委正在开
发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投用后市民
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在线上找房、网上申
请房源。

重庆已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近15万套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0月13日，市财政局公布了十年
来重庆财政“钱袋子”收支情况。据悉，10年来，全市社保基金预
算收入从855亿元增长到2560亿元，年均增长14.7%。全市社
保基金预算支出从650亿元增长到2103亿元，年均增长15%。

财政收入方面，10年来，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1703亿
元增长到2285亿元，年均增长4.4%；其中，税收收入从970亿元
增长到1543亿元，年均增长5.8%。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从
3046亿元增加到4835亿元，年均增长6.5%。对区县转移支付
持续加大，累计下达区县转移支付13458亿元，年均增长4.5%。

政府性基金预算方面，10年来，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从1434亿元增长到2358亿元，年均增长5.2%；其中，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从 1313 亿元增长到 2044 亿元，年均增长
4.6%。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从1465亿元增加到2953亿
元，年均增长7.8%。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方面，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从2013
年66亿元增长到2021年104亿元，年均增长5.8%。10年来，全
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累计支出568亿元。

十年从650亿元增至2103亿元

重庆社保基金
预算支出年均增长15%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0月13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巡
警总队获悉，促进汽车消费畅通物流运输10条措施自6月20
日实施以来，共拉动汽车消费逾14.9亿元，为企业节约办事成
本2200万元。

据介绍，10条措施中，放宽皮卡车、新能源货车通行限制和
放宽轻型货车通行证办理3条措施是通过放宽通行限制，刺激
释放汽车消费内需潜力。措施出台后，汽车消费明显升温，皮卡
车、新能源和轻型货车销量同比增加4.6%、51.5%、48.8%。

其中，新增皮卡车2450辆，拉动汽车消费逾2.9亿元；新增
新能源货车4017辆，拉动汽车消费约7.2亿元；新增轻型封闭
式、厢式货车5425辆，拉动汽车消费逾4.3亿元。

便利冷链物流车辆和新型智能渣土车通行证办理、取消二
手车限迁政策和优化车驾管服务4条措施通过“减环节、减时
间、减负担、减跑动”持续优化交管服务，助力畅通经济内循环。
AB类驾驶人审验教育送教上门服务目前已为企业和驾驶人节
约时间近1万小时，极大地方便企业和驾驶人。

促进汽车消费畅通物流运输10条新措实施4月

拉动汽车消费逾14.9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0月13日，市统计局发布的《十八
大以来重庆建筑业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
重庆建筑业总产值达到9943.01亿元，比2012年增长1.5倍，其
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报告》称，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建筑企业形成“房屋工程
为主、土木工程迅猛发展、安装装饰装修等门类齐全”的建筑产
业规模。截至2021年，全市土木工程建筑企业实现总产值
2246.15亿元，比2012年增长1.6倍。特别是住建部颁布多项
建筑业资质改革制度，让重庆建筑企业资质结构在调整中提档
升级，形成“以特级为龙头、一级为主体、二级及以下为依托”的
组织结构。截至2021年，全市总专包建筑企业有3726家，较
2012年增加1152家，其中民企成为行业中坚力量，达到3515
家。

《报告》显示，多年来重庆建筑企业积极开拓市场，承接项目
遍布全国，其中云、贵、川成为“主阵地”。截至2021年，重庆建
筑企业在外省完成产值为2345.66亿元，比2012年增长1.9倍，
其中在云、贵、川区域完成产值为961.68亿元，占比达到41%。
在本地建筑企业中，以中冶建工集团、中建桥梁有限公司、重庆
建工集团、重庆对外建设集团等为代表的企业树立起“重庆建
造”金字招牌，带动全行业呈现“规模日益壮大、工程质量提升、
科技进步显著”的发展局面。

《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全市建筑企业从业人数达到
205.54万人，比2012年增长48.3%。正是在建筑企业和产业工
人的10年深耕中，全市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截至2021年，全
市轨道交通总里程达到369.5公里，比2012年增加239.1公里，
同时随着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建设稳步推进，城区形成“五横六纵
一环五联络”快速路网结构，市民生活出行便利度大为提高。

10年来重庆建筑业
产值增长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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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巴山百灵鸟”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以及城口的重大变化，及时传递到乡村田间院坝。周溪乡鹿坪
村有不少留守老人、妇女，渴盼听到“新鲜事”。“巴山百灵鸟”青
年讲师团讲师陈国姗就将“城开高速路年底全线通车”的好消息
带给他们，大家激动得鼓起了掌，感谢党和政府克服艰险把高速
路通进大山。目前，“巴山百灵鸟”拥有从党员干部、基层名嘴、

“五老”乡贤、中小学生中遴选出的800余名宣讲能手。宣讲队
根据群众需求，用城口方言，以三句半、微访谈、情景剧等方式常
年开展宣讲5000余场。

“巴山巧媳妇”巾帼志愿服务队将妇女组织起来学习致富技
能，树立良好家风。沿河乡红岩村村民刘琼学会了用夏布制作
小饰物。她发挥自身所长，在村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大家
传授技艺，让不少留守妇女靠做夏布布老虎、布艺提包挣到了
钱。同时，她还通过与大家拉家常传授家庭和睦相处技巧，受到
妇女们的欢迎，每次培训都会吸引不少人。目前城口已建立“巴
山巧媳妇”志愿服务队187支、女队员2000余人。服务队通过
开展技术培训、环境整治、生态保护等活动2万余次，凝聚妇女
为城口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巴山急先锋”党员志愿服务队通过下沉网格员，及时收集、
解决群众的问题，实现“我为群众办实事”常态化。葛城街道崇
扬小区居民丁相翠向网格员叶先霖反映小区周边停车难。叶先
霖将这一情况上报，在街道和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小区周边划出
100余个车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区居民的烦恼。目前，城
口全县建立1253个网格，下沉网格员8553名，同时建立网格志
愿服务总队25支、网格志愿服务小队1253支，形成“网格员排
查、干部入户走访、志愿服务补充”三重问题摸排机制，为群众有
效解决民生实事5000余件。

据统计，城口以“巴山志愿服务联盟”统筹城口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目前注册志愿者达2.8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14.6%，超过80%群众参与文明实践活动。文明实践活动凝聚
了强大合力，“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成为普遍共识。

□本报记者 崔曜

在江北嘴财信广场的智能模块化公
厕外，显示屏能“告诉”路人公厕的空位
情况。公厕里面配备了感应式微水冲洗
装置：市民离开厕位后，泡沫自动封堵入
水口，既节约用水又防止异味扩散……

所谓模块化公厕，是指公厕在投用
之前已经建设成型，在选址处吊装后通
水通电立即能使用。“这座公厕解了我们
的燃眉之急。”今年4月，江北区首座智能
模块化公厕投入，“建设”工期仅用了一
天。在江北嘴一家金融企业上班的袁悦
第一时间发现了新安装的公厕。她说，
平时公司厕位紧张，还常有客户来访，有
时为如厕还挺尴尬的。

因为特殊的地形原因，重庆公厕存
在分布不均、总体数量不足等问题，“如
厕难”成了城市公共服务的短板。为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厕
所革命”重要指示精神，党的十九大以
来，重庆连续3年将城市公厕（以下简称

“公厕”）建设纳入市级民生实事重点项
目。

5年来，全市累计新建、改造公厕
4900座，开放社会厕所2780座。当前，
全市公厕总量达到1.4万余座，中心城区
公厕总量达到4644座，不仅解决了如厕
难问题，很多公厕还成了城市靓丽的文
明风景线。

大力布局
新建+引导社会单位开放

重庆入选司机如厕友好城市

今年4月，高德地图依据近百个城市
公厕数据发布了《2022全国公共厕所图
鉴》，在全国评选出“十大厕所数字化城
市”“十大司机如厕友好城市”，我市分别
排名第四位与第七位。

驾驶员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没有固
定的工作场所，他们的如厕问题如何解
决？市城市管理局市容处处长舒亮伟
介绍说，针对出租车驾驶员如厕难问
题，重庆在驾驶员需求集中的区域路段
新增100余个临时如厕停车位；为保障
公交车驾驶员如厕，重庆还按“一站一
措施”的方式，在62个公交首末站点建
公厕。

在厕所数字化领域，重庆利用大数
据技术，丰富公厕应用场景，例如在高
德、百度地图等App中加入“找厕所”功
能，方便群众就近如厕。

“与全国排名靠前的北京、上海等平
原城市不同，重庆是山城，特殊的地形地
貌限制了用地条件。”舒亮伟表示，以往

重庆用地条件好的地方公厕相对密集，
条件不好的地方可能一条街都没有一个
公厕。

公厕不光是现代人生活必不可少的
设施，也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文明水平。
2017年以来，公厕建设先后纳入重庆“十
三五”“十四五”环境卫生专项规划，作为
城市管理重点任务和城市更新重点项目
大力推进。市城市管理局也出台了《城
市公厕“增量提质”实施方案》等系列文
件，系统推进公厕增量提质。

“增建新厕按照间距合理和‘急需先
建’原则，我们在人流量大的公交站点、
公园广场等区域优先布点建设。”舒亮
伟介绍，在整体推进过程中，重庆对暂
无条件实施公厕建设的区域，采取了引
导社会单位开放厕所的方式。5年来，
全市累计新建、改造公厕4900座，开放
社会厕所2780座；其中，中心城区新建、
改造公厕1611座，开放社会厕所1221
座。

智慧高效
让公厕“慧眼”识流量

潮汐公厕缓解女性如厕难题

南岸区烟雨路公厕经过多次改造，
最近一次在2021年。经历了2020年特
大洪水后，烟雨路公厕进行了整体改
造，从外立面到内部的智能设施都焕然
一新。最引人瞩目的还是，该公厕增设

了4个潮汐厕位，成为全市首个潮汐公
厕。

“厕位上有物联网感应装置，根据如
厕人流量自动优化男女厕位比，高峰时
段适当增加女性厕位，缓解女性长时间
排队的难题。”南岸区环卫处设施科科长
成仕国介绍，潮汐公厕有两道门分别通
向男厕和女厕。如果女厕供不应求，则
打开朝向女厕的门，反之亦然。

“重庆有不少公厕建于10多年以前，
设施设备老化，需要进一步完善设备和
功能，提升服务品质。潮汐公厕有助于
优化男女厕位比例，我们希望达到男女
厕位1∶2的标准。”舒亮伟说。

潮汐公厕是我市智慧公厕建设的一
个方向，重庆还将持续推广模块化公厕、
装配式公厕等新型公厕，改善市民的如
厕体验。

常规公厕现场建设周期在3个月左
右，但财信广场模块化公厕一天就建成
了。

“从工厂生产到调试检测，模块化公
厕整个生产周期在45天左右。”江北区环
卫所公厕管理科科长汪洋告诉记者，模
块化公厕生产调试完成后，只需要运送
到现场吊装落地、接水接电，即可投入使
用。

“我们在受地形限制，不利于布置排
污管线的地区布局了模块化、装配式等
新型公厕。”舒亮伟表示，比如模块化公
厕，就解决了传统公厕耗能高、建造选址
难等痛点，易于推广。

长效细管
保持洁净突出人性化

有条件的公厕配建第三卫生间

在江北区塔子山公园南门公厕，女
厕内部设置了补充照明和全身镜，方便
女士补妆和整理衣着。细微之处展现人
性化设计，还体现在该公厕的第三卫生
间上。这里有专为小朋友设计的马桶蹲
位，为残疾群体提供的无障碍设施，为老
人安装的高低扶手……

沙坪坝区站西路公厕与“劳动者港
湾”同时配套建设。解决如厕问题的同
时，大厅设有休息座椅、饮水机、微波炉、
电冰箱、药品箱，市民游客和户外劳动者
累了还有一个歇脚的“驿站”。

“我们注重公厕便民服务的功能，在有
条件的公厕配建第三卫生间，实施公厕适
老化、适幼化改造。”舒亮伟提到，重庆还倡
导公厕同“劳动者港湾”等环卫设施合建，
打造出以公厕为中心的便民服务平台。

公厕新建或改造后如何保持长期洁
净，长效管理是关键。目前，我市正推行
公厕“分管、巡管、执行”三级责任制，按
照“专人管理、定时清扫、随时保洁”要
求，细化公厕保洁程序和维护标准。

接下来，我市还将建立“四净三无两通
一明”（地面净、墙壁净、厕位净、周边净，无
溢流、无蚊蝇、无臭味，水通、电通、灯明）长
效管理机制，提升公厕精细化管护水平。

增量提质彰显人性化城市管理

重庆5年新建改造公厕4900座

（上接1版）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志刚

说，过去5年重啤兑现了“把重啤做大做
强，成为中国领先啤酒公司”这一承诺。
特别是2020年，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
重啤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成长为中国第四
大啤酒公司，年营收超过130亿元，形成
由26家酒厂组成的供应链网络。接下
来，重啤将继续围绕“酿造更美好的现在
和未来”的企业宗旨，持续推动高质量发
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全会提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我感触尤其深刻。”10月13日下午6点，
大渡口区疾控中心副主任陆小峰刚开完
区里的疫情研判会。他说，党的十九大以
来，中心以重大传染病防治为重点，加强
能力建设。

截至目前，中心能在1小时内完成区
内初筛阳性核心信息调查；应急处置能力
快速提升，能较精准作出风险研判；流调、
检验、消杀职能组互相配合，构建起严密
的疾病防控体系。下一步，中心将继续加
强疾控能力和等级建设，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敦本务实，守正创新，推动疾控事
业跨越式发展。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
全会总结了党的十九大以来5年的工作，
进一步强调，党的十九大以来5年党和国

家事业的重大成就，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的。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孙秀玲表
示，作为一名新时代的社院教师，一直把
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自己的使命。“坚持经典释义，通过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透彻的学理分析，把事实和道理一条条讲
清楚，引导学员真正领会新思想。接下
来，我要努力打造鲜活生动、富有生命力
的创新理论课，继续讲好新思想引领新时
代发展的中国故事。”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5年，我国涌现
了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
果，我国学者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文
量逐年升高，国际科技影响力和话语权
显著提升。”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
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哲感慨地说，作为一
名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领域的科技工
作者，他将继续立足新发展阶段，聚焦国
际前沿，点滴积累、攻坚克难，加快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为国家发展、民族强盛贡献自己的全部
力量。

“三峡博物馆坚持‘数字重博’战略，
运用数字科技让越来越多文物活在当下、
服务当代，市民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文物信息部副
主任赵卓表示，该馆对2000余件（套）珍

贵文物进行了三维数字化、创意多媒体资
源开发等，同时引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数字沙盘等多媒体互动技术提升展览展
示水平，让市民的获得感持续增强，文化
自信更加坚定。

不断深化国际合作，积极
培育新增长点

历史答卷鼓舞人心，壮阔征程催人奋
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说到底就
是要担当作为、真抓实干。

市中新项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曾
菁华表示，市中新项目管理局将在中新互
联互通项目三级合作机制统领下，携手新
方继续抢抓RCEP实施、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及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等机
遇，持续抓好合作规划贯彻实施，积极推
动重点项目落地和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深
化陆海新通道国际合作，积极培育合作新
增长点，形成更多可视化成果，为共同解
答好后疫情时代发展新课题、增进两国人
民福祉和促进地区繁荣发展作出更多新
的贡献。

“2017年社区成立，我们从一间小
办公室到现在拥有‘一站式’便民服务大
厅、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老吾老’养老服
务站等服务设施，每天有大量群众来社
区办事、参与各类活动、享受养老服务。”
大渡口区建胜镇百佳园社区党支部书记
张炜说，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大家对未
来满怀信心，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他将

继续做群众最“盼”事、解群众最“难”事，
不断加强社区治理措施，提高为民服务
水平。

10月13日一早，彭水苗族土家族自
治县龙射镇护林员毛成建拿着镰刀出了
门。穿行于浓密的林间，跨过清澈的小
河，哼唱着动听的山歌，毛成建开始了一
天的护林工作。“这些年，上山种树的人多
了，大家也特别注意森林防火，山头是越
来越绿，河沟里的水越来越清。村里变化
也很大，有专人清理公路沿线垃圾、杂草，
家家户户都有了卫生厕所，大家的卫生习
惯越来越好，农村的人居环境也变好了。”
毛成建说，全会提到了“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作为基层护林员备受鼓舞。“我
一定做好巡山护林工作，保护好国家财
产，守护好人民安全。”

“学习了全会精神，我们干劲倍增。”
巴南区纪委监委干部监督室主任简国茂
说，5年来，区纪委监委坚决贯彻全面从
严治党战略方针和党的自我革命战略部
署，建立完善纪检监察干部内部监督机
制，纪检监察干部依规依纪依法意识明显
增强。下一步，将继续把“三不腐”一体推
进理念贯穿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自身建设，
不断推进纪检监察机关内部自我革命，持
续推动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高质量发
展，始终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记者 张莎 赵伟平 陈维灯 赵
迎昭 周尤 夏元 杨骏 彭瑜 张亦
筑 龙丹梅 李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