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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芸

春节本是办酒席高峰，但“从业”40年的“支客师”李树玖
这个春节只接到三四起“业务”。

“少了人情酒，更有人情味。这是好事！”2月3日，在城口
县庙坝镇兴旺树家中晒太阳的李树玖说。

在当地，农户家有婚丧嫁娶等大事时，往往会举办酒席宴
请亲朋好友、左邻右舍。而“支客师”则是举办酒席的调度者
兼主持人，确保主人家的“大事”顺利周到。

1982年，19岁的李树玖因统筹能力强、能侃侃而谈又幽
默风趣，正式成为“支客师”。“随着经济不断变好，逢事办酒的
人不断增多，有的把办酒变成面子工程，邀约的亲朋好友越
多，自己越有面子。”李树玖说。

为了挣所谓的面子，有人甚至会举债办酒；为了照顾主顾
的面子，吃酒人勒紧裤腰带，再困难也要准备礼金去吃酒；为
了收回送出去的礼金，有的农户就会没事创造喜事办酒。“‘人
情大如债、头顶锅儿卖’，无事酒就这么来的，成了恶性循环。”
李树玖想起从前也摆脑壳。

为减轻农民群众人情债负担，几年前城口县坚持党员干
部带头，出台《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暂行规定》等
制度3个，党员干部带头拒办无事酒；通过爱心超市积分、红
白理事会、红黑榜等自治措施，让遏制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
陈规陋习成为群众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

为此，庙坪镇举办专门的座谈会，向李树玖等“支客师”宣
讲办酒风的危害，并请“支客师”作为遏制举办无事酒的预警
员、监督员。

作为资深“支客师”李树玖率先支持这项整治。“村民来请
我当支客师，我会先问他们是否经过了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同
意。如果不符合规定的，再耐心劝导。”李树玖说，其实不少农
户办酒也是无奈跟风，因此劝说相对容易。 （下转2版）

资深“支客师”
遭遇“业务”低谷

城口整治“办酒风”，农户年“人情债”
户均减少1万元

2 月 4 日立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
化旅游委主办的“新时代 新征程 新
重庆”2023 年重庆市新春音乐会在重庆
大剧院举行。

现场，“与时代同步”“与世界对话”
“与未来携手”三大篇章相继亮相。管弦
乐《激情燃烧的岁月》、童声合唱《雪花》、
管弦乐《我爱你，中国》《长江之歌》《东方
旋律》、男女生二重唱《领航》等经典曲目
都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奏响新春之歌
讴歌美好生活

打造“七个城”系列评论⑥

□本报记者 黄光红 杨永芹
杨铌紫 龙丹梅

新年伊始，我市一个个重大项目便火热
推进。全市上下拿出“开局就是决战”的使
命感，增强“起步就要冲刺”的精气神，新年
开局取得新成绩，奋战开门红。

在建6条高铁进入施工建设高潮

3万余名高铁建设者开足马力
搞生产

2月3日，来自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消息称，全力推进在建高铁线路复工复
产，重庆境内在建的6条高铁进入施工建设
高潮，3万余名建设者奋战在820余个项目
点。6条在建高铁、900多个项目点，复产率
达90%以上。

这6条在建高铁分别是成渝中线、渝万、
渝昆、西昆、成达万、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
（也称重黔铁路）。

“今年1月初，公司已将各项目年度计划
科学合理分配至每月，并分解至各标段、工
点。目前，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渝万高铁、
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等建设项目已全部
复产复工。”渝黔渝万铁路公司副总工程师
张勇说。

西渝高铁是成渝城市群与关中城市群
的重要纽带，目前，施工现场随处可见热火
朝天的大干景象。西渝高铁康渝段站前12
标位于重庆市合川区境内，为如期完成各项
建设目标，春节期间，近300名建设者就地过
年，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目前，项目已
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在江津区渝昆高铁缙云山隧道施工现
场，中铁十一局对照节点工程成立党员突击
队，挂牌作战，开足马力搞生产。目前隧道

开挖还剩余500多米，预计今年上半年就可
贯通。“我们正在按照年初部署，冲节点、赶
进度、保交付，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京
昆高铁西昆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京昆高铁西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管
内渝昆高铁、西渝高铁（康渝段）项目已全部
复产复工，目前正按年初公司建设工作会上
部署的投资、安全、质量、工期等七大目标组
织全体参建单位和人员推进项目高质量建
设，用实际行动打造推动西南山区铁路高质
量发展的“强引擎”。

生产天然气6.15亿立方米
涪陵页岩气田首月实现产量

“开门红”

重庆日报记者2月4日从涪陵页岩气田

获悉，2023年首月，该气田全力保障能源供
应，生产天然气6.15亿立方米，保持产量箭
头向上，实现新年“开门红”。

据介绍，今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涪陵页
岩气田干部员工坚守岗位，保障生产连续运
行，产能建设蹄疾步稳。1月份，气田31部
钻机高效运转，钻井进尺达6.39万米，同比
增加208.76%；17项压裂施工、9项地面工程
高效推进。

在新井投产方面，该气田超前谋划，精
细化运行2023年产能建设方案，明确组织
保障、运行安排、重点工作、安全环保措施等
事项，确保产能接替有序有力。1月份，投
产新井8口，日新增天然气供应能力33.5万
立方米。

（下转2版）

全力拼经济 奋战开门红
我市加速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抓好一季度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 刘一叶）2月
4日立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委主办
的“新时代 新征程 新重庆”2023年重庆
市新春音乐会在重庆大剧院举行，奏响新春
之歌，讴歌美好生活。

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
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唐方
裕，市委副书记李明清等在家市领导同我市
部分老同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
在渝院士专家、公安英模等先进人物代表和
基层群众代表共1500余人一同观看演出。
袁家军在演出前与英模人物、科技工作者代
表亲切会面，向大家致以新春祝福。

本场音乐会分为“与时代同步”“与世界
对话”“与未来携手”3个篇章，由著名指挥家

夏小汤执棒，青年小提琴演奏家刘霄与重庆
交响乐团、重庆市歌剧院的近200位演员联
袂登台，为观众奉献了一场节日气氛浓烈、富
有重庆特色的新春音乐会，用音乐表达全市
人民“拥抱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建设新重庆”
的热情。

当晚7点半，管弦乐《激情燃烧的岁月》
拉开了音乐会的序幕。弦乐与管乐吹奏出高
亢的音符，描绘了3400万巴渝儿女踔厉奋发
的图景。童声合唱《雪花》、管弦乐《我爱你，
中国》《长江之歌》，乐曲激昂并充满活力，清
澈的童声与气势恢宏的乐声相伴，传递出奋
进新时代，建功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与世界对话”篇章中的管弦乐《东方旋
律》令人心旷神怡。该曲由比利时作曲家

尚·马龙创作，讲述了一个外国人眼中的美
丽中国。演出在平缓悠扬的钢琴伴奏中开
始，乐声渐停处，身着一袭土家族服饰的青
年歌唱家柯映璇缓缓步入舞台中央，在钢
琴和弦乐的伴奏下，她用清脆的嗓音唱出

“太阳出来啰儿，喜洋洋哦啷啰”。伴随着
西洋打击乐的节奏，她的声音呈现出独特
的巴渝韵味。紧接着，人们耳熟能详的《当
〈查尔达什〉遇上〈赛马〉》和《声乐圆舞曲》依
次上演，极富装饰音的旋律洋溢着春天的气
息。被誉为“中国十大青年小提琴家之一”
的刘霄献上了法国作曲家圣桑创作的《引子
与回旋随想曲》，他炉火纯青的演奏，将小提
琴各种艰难技巧发挥到极致，赢得了雷鸣般
的掌声。

随后，“与未来携手”篇章奏响，重庆市
歌剧院青年歌唱家刘广、车璐和重庆市歌
剧院合唱团的演员们一同登台，在交响乐
伴奏下为大家献上《领航》《灯火里的中国》
《太阳出来喜洋洋》《我的祖国》等经典之
作，优美动人的旋律和朴实真挚的歌词，不
仅道出了人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唱出了
巴渝儿女对建设新重庆的期盼，也将音乐
会推向高潮。

当晚的压轴曲目，是由全体演员带来的
交响合唱《今朝》，激越澎湃的音符展现了祖
国各条战线取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以及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不断提升的壮丽图景，令
观众为之振奋，雄壮的歌声响彻剧院，经久
不息。

2023年重庆市新春音乐会奏响
袁家军胡衡华王炯唐方裕与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

科技工作者等社会各界人士观看演出

□本报评论员

重庆“一号工程”提出，加快打造智慧之
城。当前，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以数字经济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数字化改革提升政
府公共管理效能，以数字化手段提升社会治
理水平，正当其时。加快打造智慧之城，就是
提升经济发展、城市能级和社会治理的重要
抓手。

打造智慧之城，要以数字经济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繁荣，发掘出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和“新动
能、新优势”。助推重庆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大有可为。一方面，要瞄准重庆
数字经济短板，补链强链，有的放矢。如实

施“一链一网一平台”试点示范，促进产业
链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融通发展；聚焦“云联
数算用”要素集群和“芯屏端核网”全产业
链，实施“满天星”计划，建设具有强大竞争
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另一方面，要积极培
育未来产业。如建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电子信息制造业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
提速建设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装备、
先进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及新型储能等
六大特色产业集群。

打造智慧之城，要以数字化改革提升政
府公共管理效能。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速发
展和广泛应用，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方式也
发生了深刻变革。许多政务工作实现了从

现场办到网上办、从分头办到协同办的转
变，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也发生了极大改
变。重庆也因时应势，推出了一系列数字化
改革实招。如构建多跨协同工作机制，系统
推动各领域数据共享、流程再造、制度重塑，
筑牢网络安全根基；持续完善高速泛在网
络、公共数据资料管理平台、数字重庆云算
力平台、数字重庆算法平台等“一网三平
台”，迭代升级“城市大脑”，创建一体化数字
资源系统，构建协同高效的数字化履职能力
体系。

打造智慧之城，要以数字化手段提升社
会治理水平。过去收集各类信息面临收集
慢、整理慢、反馈慢的情况，如今通过数字化

技术能实现动态追踪、即时传递、高速处理。
为了让数字惠民可感可及，重庆推出了一系
列措施。如，以行业部门线条主抓和重大场
景块状突破相结合，聚焦城市安全、交通出
行、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教育体育、文化旅游
等领域，打造一批有温度的精品应用，构筑全
民畅享的数字生活新图景；推动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国企民企、社会团体等积极参与数字
化变革，推广基层智慧治理平台，打造“掌上
治理之城”。

加快打造智慧之城，让科技提升城市综
合效能，让城市更聪明一点、更智慧一点，重
庆人一定会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认同感。

智慧之城：让科技提升城市综合效能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2月3日，记者从两江新区经济
运行局获悉，两江新区直管区2022年规上服务业研发投入明
显增加，研发费用达40.71亿元、同比增长23.5%。其中，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研发费用达到15.2亿元、同比增长2.8%，创新
活力竞相迸发。

据介绍，2022年以来，两江新区深入实施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建圈强链行动计划，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目前，
两江新区已有4家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新晋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75家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获评市级“专精特
新”企业，53家企业入选全市重点软件企业名单，总体质量和
数量居全市第一。

据悉，目前两江新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规模超1000亿
元，在全市占比30%以上，十大特色软件园协同发展的格局
基本形成。照母山片区有超过5000家企业入驻、超8万名人
才汇聚，上百栋楼宇“群星闪耀”，已成为重庆大力实施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的重要载体。

2022年研发投入超15亿元

两江新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创新活力更充足

□本报记者 李波 周雨

两个都是边远山村：一个是重庆市荣昌区安富街道的普
陀村，一个是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石燕桥镇三合村。

2月1日，记者在这两个毗邻的村庄采访时发现，现在这
里已经成为川渝合作的“前沿阵地”，两省市打破界限，正在这
里深耕一块农业“试验田”。

两村共同出资建标志性建筑
这块农业“试验田”就是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双昌”

合作园区，于2021年10月正式启动建设。普陀、三合两村位
于“双昌”合作园区的先行区。

如果不是当地村民提醒，外来人员很难看出这是分属两
个省市的两个村：新修的水泥公路连接了两个村庄，高标准农
田一块连着一块，连田坎坡面砌着的六角砖也一模一样。

略有不同的是：三合村的人居环境更统一，白墙灰瓦，围
了围墙，种了花草；普陀村更为“原汁原貌”，大多只在砖墙或
石墙上刷了一层清漆。

两村之间没有界碑和界限，却有两个标志性建筑以示区
分：一个是“双昌”合作园区科技文化馆，一个是“双昌”智慧猪
场，一南一北，正好位于两村的交界处。

而这两个标志性建筑也是由两地共同出资建设、共同经
营管理的。

其中，科技文化馆展示了“双昌”合作园区的发展规划与
荣昌、隆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荣昌方面出了建设用地和
30%的建设资金，隆昌方面出了70%的建设资金。（下转4版）

川渝共耕农业“试验田”：

“双昌”带富边远村

赏花灯、品美食、观演出……
连日来，我市各地举行多彩多
样的活动共庆元宵佳节。

2月4日，西部（重庆）科学
城走马古镇，市民正在猜灯
谜。

首席记者 龙帆 通讯
员 雷健 摄/视觉重庆

（相关报道见3版）

多彩活动
喜迎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