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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 今年将实现全区19个镇街安全用电示范镇（街）全覆盖
“原来炒菜时偶尔有麻手的感觉，

自从有了这个小东西后，再也没有发
生过类似的情况。”2月23日，长寿区
龙河镇龙河村2组的村民胡大爷对前
来开展用电检查的供电员工开心地
说。

胡大爷口中的小东西就是漏电保
护器。胡大爷家厨房一直以来使用的
都是老式闸刀，在做饭炒菜时都会频
繁使用，而随着使用年限的逐渐增加，
总是发出“滋滋滋”的电流声，漏电风

险比较大。国网长寿供电公司双龙供
电所的员工把胡大爷家列为安全用电
重点宣传对象，定期上门开展用电检
查，并劝说胡大爷安装漏电保护器。

“闸刀后的接线十分凌乱，线路也
发生了老化，之前部分线芯还裸露在
外，加之线路和闸刀又位于厨房的煮
饭锅旁，湿度很大，因漏电而导致触电
的可能性极大。”双龙供电所用电检查
人员余建明说，“经过我们多次开展安
全用电宣传，再结合胡大爷家的实际

情况沟通解释后，他终于同意安装漏
电保护器了。”

今年初，这个小小的“安全阀”“救
命阀”终于挂在了胡大爷家的墙上，常
在“锅边转”的胡大爷也终于告别了提
心吊胆的日子。“漏电保护器的主要作
用是在线路及设备发生漏电时可以自
动跳闸，确保不发生触电伤害，是十分
重要的保护屏障。”双龙供电所技术员
郑康说。

在农村，像胡大爷这样使用老式

闸刀、表后线老化等现象较为普遍。
为增强居民的安全用电意识，降低触
电风险，长寿供电公司通过开展安全
用电示范镇（街）创建工作，联合地方
政府，大力推广漏电保护器的安装，充
分利用赶集日等摆摊设点开展安全用
电宣传，提高居民安全用电意识。

自2021年开展安全用电示范镇
（街）创建工作以来，截至目前，长寿区
已成功创建 14 个安全用电示范镇
（街），今年长寿供电公司将全面发力，

实现全区19个镇街安全用电示范镇
（街）创建的全覆盖。

全面落实上级工作部署。围绕安
全用电示范镇（街）创建标准，按照“分
级分批、全面推进”的工作思路，全面
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分级分批治理，持
续夯实基础，协同辖内洪湖、邻封、双
龙、葛兰、云集等镇（街）争创安全用电
示范镇（街），实现全区19个镇街全覆
盖。

积极探索，精准打造园区安全名

片。积极探索安全用电示范园区建
设。联合长寿经开区、经信委在建立
健全定期沟通机制、共商电力规划建
设、深化电力隐患排查治理等方面强
化政企协同，提升工作质效。

做好支撑，全力助推示范区建
设。携手长寿区经信委，探讨打造安
全用电示范区可行性。加强设备运
维，强化隐患排查，持续跟踪户保安
装、销户现场治理等难点、痛点问题，
夯实电力安全基础。 况敏 郑康

据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2月24
日，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
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涉及十二个具
体方面：一、尊重各国主权。二、摒弃冷
战思维。三、停火止战。四、启动和谈。
五、解决人道危机。六、保护平民和战
俘。七、维护核电站安全。八、减少战略
风险。九、保障粮食外运。十、停止单边

制裁。十一、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十二、推动战后重建。

中国外交部发布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记者 周松

荒山野岭中的废弃酒厂，凌晨寒
露中的登山人，寂静悬崖上的一双双
眼睛……这不是什么电视剧场景，而是
真实发生在我市公安机关一次打击制毒
窝点的战斗中的情形。

2022年上半年，大渡口警方在市公
安局指导下成立专案组，与毒贩斗智斗
勇，经过多个昼夜，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制
造冰毒案件，现场缴获液体冰毒225.1
公斤。而今，他们又再获荣誉，被评为平
安建设先进集体。

蹲守深山将制毒团伙一网打尽

2021年下半年，大渡口区公安分局
禁毒支队在工作中破获一起贩毒案件，
循线追踪发现，毒贩的毒品来源疑似我
市某区一处山林中。

该山林山高林密、人迹罕至，制毒窝
点在哪呢？作为一名有着20多年禁毒
经验的老兵，带队的禁毒支队政委刘刚
（化名）敏锐地观察到一个小水沟，沿着
水沟，专案组民警发现一个小铁门，铁门
后有一个看似废弃的酒厂。

“虽然看起来没有人迹，但仔细侦查
就会发现，近期这里有人员活动的迹象。”
刘刚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得抓现行，
所以要先蹲守，收集到足够的证据。”

在接下来近一个月的蹲守中，专案
组的民警们昼伏夜出，吃住都在山上。
民警们找到酒厂后山悬崖上的一个小高
地，24小时监视着酒厂内的一举一动。

在长达一个月的蹲守中，专案组发
现一个规律：天气晴好时，制毒团伙都不
会开工，弥漫的气味和来往的村民较多，
使他们容易暴露。就这样一直蹲守到了
5月14日。当天，气温骤降，天空飘起
了雨，民警判断，这是制毒的好天气。

果不其然，当天一早犯罪嫌疑人就
忙活了起来，加速向酒厂里运送物品，随
后4名犯罪嫌疑人进入酒厂后就再没有
出来。“毒贩很可能正在制毒！”

指挥部迅速决定，收网！
数十名民警如神兵天降，冲进酒厂，

将正在制毒的4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
获，再循线追踪，最终将这个制毒团伙一
网打尽。

时刻与危险同行从未畏惧

除了辛苦，禁毒民警们往往还冒着
生命危险办案。大渡口区公安分局禁毒
支队民警张华（化名）就遭遇过一次惊心
动魄的生死搏斗。

“有一年夏天，我和一名同事在一个
小区外蹲守毒贩。”这样的蹲守对张华来
说犹如家常便饭，但他万万没想到，这次
蹲守会让他终生难忘。

“当时是凌晨4点，借着路灯的微
光，我和同事看到嫌犯出现。”抓捕时机
稍纵即逝，张华和同事一商量，决定冲上
去一人扑倒一个嫌疑人。

可是，被张华控制的嫌疑人身材高
大，为了摆脱控制，他拼命挣扎，甚至用
力撕咬、抓扯……直到支援的其他同事
将犯罪嫌疑人彻底制服，张华才发现，两
名犯罪嫌疑人腰间都别着一把长约30
厘米的钢刀。

其实，这已不是张华第一次遇险。
还有一次抓捕行动中，张华和同事破门
而入时，一名吸毒嫌疑人突然拔出匕首
向他们刺来。

“刀尖擦着我的身体，刺向我同事，
幸好刺偏了，仅仅是划伤了他眼角旁边
的皮肤，要是再往中间1厘米，可能就伤
到眼睛了……”张华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猛扑上去，将嫌疑人扑倒在地，最终与同
事合力将其控制。

是禁毒先锋也是拒毒宣传大使

这些年，除了打击毒品犯罪，禁毒支
队也在不断努力加强拒毒宣传。“要让全
社会都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全民拒毒禁
毒！”刘刚说，要想阻断毒品蔓延的通道，
还要从群众入手，大力宣传禁毒知识。

为此，支队民警每年都到辖区中小
学举办主题讲座，把禁毒宣传教育阵地
从校园延伸至家庭，形成家庭参与、学校
联动的禁毒宣传战线。

此外，在支队的积极谋划下，大渡口
区还成立了禁毒教育基地。“同样是禁毒
讲座，对于不同层次的听众得说不一样
的话。”支队内勤民警张欣（化名）说，为
此，他悉心准备。

“我们为打击毒品犯罪取得的成绩
欣喜，也为全民禁毒的良好氛围而欣
慰。但我们禁毒人最大的愿望依然是天
下无毒。”刘刚说。

大渡口区公安分局禁毒支队：

深山蹲守一个月
只为将制毒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平 安 建 设 进 行 时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重庆的地理环境真的非常独特，
大山大水，朝天扬帆好大气”“重庆这
几年发展得真好，数字经济、新能源、
智能制造都很不错”“我家住在大足，
好期待金刚沱泵站能把长江水送过
来”……连日来，在中央和地方各大门
户网站及微博、抖音、快手等商业平
台，“走进区域看发展·川渝奋楫谱新
篇”相关内容全网传播，吸引了全国乃
至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重庆。

两江春潮起，巴渝气象新。2月
17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
重庆市委网信办、四川省委网信办、中
国经济网主办的“走进区域看发展·川
渝奋楫谱新篇”网上主题宣传在渝启
动。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新手段传播新
做法、用小切口讲述大主题，全方位、
立体化宣传重庆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纵深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国家战略，唱好“双城记”、共
建经济圈，引领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
创新举措和显著成效。

6天时间里，来自13家中央新闻网
站和10家川渝两地重点新闻网站的40
多名记者，先后深入我市14个区县30
多个点位进行实地采访，综合运用分众
化、可视化、沉浸式手段，陆续推出一批
精品佳作，在网络上引发强烈反响。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快速且
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庆”

在重庆采访期间，采访团邂逅了
突如其来的寒潮。

连绵的春雨里，采访团成员进园
区、进车间、进工地、进港口、进乡村，
以新手段传播新做法、用小切口讲述
大主题，全方位、立体化宣传重庆聚焦
目标任务，抓好“十大行动”和重点任
务清单，落地实施一批重大平台、重大
改革、重大项目、重大政策，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的举措
和成效，创作了一大批优质的全媒体
传播产品。

“马不停蹄地走访，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快速且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庆，西
部金融法律服务中心、西部数据交易
中心、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重庆华
峰新材料产业园等很多点位，让我们
耳目一新。重庆两江新区（自贸试验
区）政务大厅、重庆市‘智慧河长’系
统、重庆公路物流基地等很多点位的
创新举措令人眼前一亮。大家在采访
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并在此基础上
完成了很多鲜活报道。”新华网记者陈
硕说出了采访团许多人的心声。

《重庆渝北：让“临空”展翅“迎风
起飞”》《重庆加速构建世界级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释放“西”引
力 重 庆 打 造 数 字 经 济 产 业 高
地》……诸多既有高度和深度，又鲜活
接地气的采访报道，是采访团对重庆
高质量发展最好的认可。

“行走在重庆街头，看着这座山水
之城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真的令人赞
叹。”光明网记者徐皓动情地说。她笔
下的《重庆涪陵：“新材料”助力发展

“新动能”》讲述了重庆万凯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重庆华峰新材料产业园
让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成为助力经
济发展新动能的精彩故事。

央广网记者白刁尹在西部金融法
律服务中心采访后，完成了《西部金融
法律服务中心：一站通办“少跑腿”》的
全媒体报道，“我们采访了很多普通重
庆市民，从他们脸上的笑容能够真切
地感受到重庆政务服务的高效率，市
民办事越来越方便快捷。”

“重庆人民脸上的笑容，反映
出生活在重庆幸福指数有多高”

2月的重庆乍暖还寒，但寒冷挡不
住采访团的热情。

无论是在解放碑—朝天门商圈、
观音桥商圈、龙门浩老街，还是在大足
石刻文创园、璧山区七塘镇将军村、潼
南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每到一个点位，采访对象都会被记者
们团团围住，问题一个接一个。

“重庆是大家心目中的8D魔幻城
市，重庆人民脸上的笑容，反映出生活
在重庆幸福指数有多高。我也想生活
在重庆。”人民网记者焦磊说。大家用
手中的纸笔和镜头记录下重庆聚焦

“两中心两高地”战略定位，以建成高
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范例为统领，
争当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打
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基地，
勇当内陆省份改革开放探路先锋，加
快建设高品质生活示范区的创新举措
和取得的显著成效。

每一天，采访团的微信群里都会
有众多高质量稿件被分享，大家也在
微信群里分享着采访的感悟和快乐。

“十年前，我来过龙门浩，当时老
街正在打造。看到如今的老街，我感
受到重庆的快速发展。”行走在“蝶变”
中的龙门浩老街，川观新闻摄影记者
华小锋感慨万千，希望通过重庆南岸
这扇“窗口”，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融合发展，以独特的视角呈现出来。

“极具现代感的立体都市与原生
态的自然野趣奇妙地交融，太迷人
了！”在江北区江滩公园，国际在线记
者汪慧琪感叹道。

“春雨淅淅，农家果树上丰硕的柑
橘带着雨露，压弯了枝头，等待新一批
的采摘上市；漫步在蜿蜒的乡村小道
上，金灿灿的油菜花清香扑鼻，竞相绽
放；穿行在艺术气息浓厚的农村院落，
鸡犬相闻间，让院落不再沉寂。”在中
国新闻网记者王婷婷的笔下，璧山区
七塘镇将军村呈现出如田园山水画般
的美丽景致。

虽然春雨迷蒙，路面湿滑，但在潼
南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采
访的中国经济网记者宋雅静兴致勃
勃，她写道：“行走在半山腰上，遥望山
下一望无际的柠檬种植园，整个山坳
的空气中弥漫着柠檬独有的香氛。”

“我们近距离见证了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成效”

“重庆太美了，我还要来一次、两
次、无数次……”

“时间太紧、行程太多，好多地方
我都没好好逛，太可惜了……”

“暂别重庆、出发前往成都，成渝
之间多条高铁、高速通达，让我们下次
再聚并不遥远……”

2月22日，当采访团出发前往四
川时，许多人依依不舍，有些甚至留
下了难舍的眼泪。大家相约下次重
庆再聚，一起去朝天门“乘风破浪”、
一起去长嘉汇看两江交汇浩浩汤汤、
一起去“一棵树”看夜景、一起去南山
吃火锅……

6天的重庆行程中，采访团不顾寒
冷，进工地、下河道、进园区，实地采访
宣传重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和一体化发展理念，全面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在唱好“双城记”、共建
经济圈上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与
四川携手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在机制完善、项目实施、产业创新、
生态环保、改革开放、公共服务等方面
取得的重要进展。

“通过采访活动，我们近距离见证
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成效，
对于重庆也有了更加全面清晰的认
识，有基础、有底气、有能力，相信川渝
两地一定能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
圈。”人民网记者胡虹在结束了川渝高
竹新区的采访后写下了《川渝高竹新
区：唱好“双城记” 当好“桥头堡”》的
精彩报道。

“在雨雾中坐船和川渝联合河长
办一起巡查琼江，是一种很特别的感
受，也让我们看到了川渝在生态环境
共建共保、联防联治上作出的努力。”
在潼南区崇龛镇，封面新闻记者李茂
佳在用纸笔记录川渝共建琼江幸福河
精彩故事的同时，也用镜头记录下琼
江两岸、川渝两地的美景，并完成了
《川渝“携手”共建琼江幸福河》的图
文、视频报道。

6天时间，行程紧凑、内容丰富的
采访让大家目不暇接、意犹未尽，23家
新闻网站记者在各个采访点位随采随
发，动态稿件、深度稿件和新媒体作品
有序推出，在网络上掀起了聚焦重庆、
聚焦川渝的热潮，取得了良好的传播
效果。

见证重庆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走进区域看发展·川渝奋楫谱新篇”网上主题宣传采访团在渝采访纪实

走进区域看发展

川渝奋楫谱新篇

本报讯 （记者 白麟）2月23日
举行的南岸区、重庆经开区2023年制
造业跃升大会提出，今年将力争实现
规上工业利润增速保持全市第一，汽
车电子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

为此，大会上，集诚汽车电子、鹰
谷光电等企业代表与南岸区、重庆经
开区相关负责人签订2023年产业跃
升合作备忘录，今年要将产能跃升
30%-50%以上。

据了解，接下来，南岸区、重庆经

开区将针对制造业跃升工作，相继出
台“制造业跃升十条”，其中包括龙头
企业的“一事一议”、专精特新的“按需
定制”、中小企业的“普惠适用”，以及
财政安排产业预算、国有资本股权投
资、金融机构信贷补偿等一揽子政
策。同时，当地将加快生物医药发展、

推动企业上市、促进外贸发展等管理
办法，建立起覆盖制造业用地、用工、
技改、贸易、研发等产销研一体化的产
业扶持体系。

南岸区、重庆经开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南岸区、重庆经开区
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大战略，将

产业主攻方向定为：智能终端、软件
信息、大健康 3 个千亿级产业和节
能环保、汽车电子 2 个五百亿级产
业。接下来，当地将努力引入市级
产业战略资源，为各个产业园区建
立公共服务平台，努力实现制造业
价值跃升。

南岸区、重庆经开区今年力争汽车电子产业规模突破百亿元

本报讯 （记者 韩毅）2月 24
日，“苍苍横翠微——翁凯旋、侯宝
川、梁益君作品展”在四川美术学院
美术馆开展，共展出173件风景画作
品。

本次展览集中呈现三位艺术家近
年来的写生作品，分为两大板块：第一
板块集中呈现艺术家以画笔记录的时
代风景，包括“新农村—乡村振兴”“红
色印象”“塞罕坝”系列风景等；第二板
块则聚焦于艺术家在艺术语言及艺术
风格方面的探索与追求，包括“龚滩”

“雪景”“北方山水”“川美写生”系列
等。

翁凯旋、侯宝川、梁益君被誉为
“川美写生三剑客”。他们用画笔与
自然对话，从自然中寻找心灵的对应
点，探究艺术的真谛。三人虽同出自

“川美系”，却各有个性鲜明的艺术风
格。

翁凯旋的系列作品，充满了“诗”
与“思”、“意”与“趣”的特质。侯宝川
的作品笔触沉稳，色彩厚重而鲜明。
梁益君的作品，画风朴实自然，构图简
洁、笔法洗练，富有独特的视觉与情感
张力。

一名参观者对记者表示，从三位
艺术家的作品中，不仅能看到深厚的
功底，还能看到质朴而真诚的初心。

本次展览的展期将持续至3月
27日。

“川美写生三剑客”作品展开展

2月24日，“苍苍横翠微——翁凯旋、侯宝川、梁益君作品展”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观众正在馆内欣赏展览。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4 日电 （记
者 胡喆 陈席元）2月24日，在国新
办举行的“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介绍，
2022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首次突破3
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首次突破2.5%，
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连续4年超过6%。

“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突破，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迈出新步伐，科
技创新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
和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并为中国式现代
化创造更多新愿景、带来更加美好新期
待。”王志刚说。

当前，我国科技实力跃升，在全球

创新版图的影响力显著增强。王志刚
介绍，全社会研发经费从2012年的 1
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3.09万亿元，
研发投入强度从1.91%提升到2.55%。
基础研究投入从2012年的499亿元提
高到2022年约1951亿元，占全社会研
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至6.3%。研发
人员总量从2012年的325万人年提高
到2022年预计超过600万人年。引用
排名前千分之一的世界热点论文占全
球 总 量 的 41.7% ，高 被 引 论 文 占
27.3%。我国不仅是国际前沿创新的
重要参与者，也成为了解决全球问题的
重要贡献者。

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首次突破3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