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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元

日前，市大数据局公布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 257个互联网
镇、2890个互联网村，在国家数字乡村
试点阶段性评估中处于领先水平。

互联网镇村，是将城镇及乡村的政
务、产业、服务等领域与移动网络无缝
衔接，进而促进当地政务服务、经济发
展，并为居民生产生活等带来便利，它

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数字中
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这些已经建成的互联网镇村给乡
村带来了哪些变化？日前，重庆日报记
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政务接网
村务“上云”，跑腿办变线上办

酉阳县清泉乡清溪村，地处乌江百
里画廊核心区，乌江绕村蜿蜒流淌，每

年吸引众多游客前往打卡观光。乡村
旅游蓬勃发展，让清溪村村民陈长书萌
生了开办农家乐的想法。

开办农家乐，首先需要办理营业执
照。

“以前办理这类证件，要跑到20多
公里外的龚滩镇去办，费时费力。”陈长
书打听得知，得益于互联网镇村建设，
酉阳在多个乡镇（街道）邮政网点设立
了“政务服务厅”，村民通过网络就能办

理行政审批及公共服务等事项。抱着
试一试的想法，他走进乡里的邮政网
点，结果很快完成了营业执照资料填报
申请。

“没想到完成审批后的第二天，执
照就邮寄上门了！”陈长书说，政务网上
办带来的便捷为他开了个好头，他有信
心将农家乐操办得红红火火。

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便利，也让酉阳
县黑水镇平地坝村党支部书记胡青松
感受很深，“自从村务办理搬上‘云端’，
办事效率高了，群众满意度也高了。”

在互联网镇村建设中，平地坝村将
数字化技术与乡村治理结合，搭建起综
合信息展示平台。平台包含乡村总览、
产业兴旺等6项内容，不仅能实时了解
农户动态、为农户提供种植建议，还能
精准推送助农信息、开展返贫动态监测
等，受到村民好评。

产业联网
以“数”育农，带动致富增收

丰都县三元镇的红心柚曾多次获
得“国际名牌产品”“重庆著名商标”“中
华名果”等称号。但由于销售渠道单
一，丰都红心柚曾一度叫好不叫座。被
纳入互联网镇村建设后，三元镇实现光
纤、5G网络全覆盖，丰都红心柚搭上网
购“快车”。 （下转4版）

重庆建成257个互联网镇、2890个互联网村——

“数字引擎”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本报记者 赵迎昭

3月19日，2023重庆马拉松将在
南岸区海棠烟雨公园起跑。这是重马
自2011年诞生以来，第11次鸣响发
令枪。来自全球347个城市的3万名
跑者相聚重庆，在长江之畔丈量山水
之城的无限风光。

在重马迈向第二个十年的节点，
我们不禁要问，重马十载给这座城市
带来什么改变？又如何与时代同进
步、与重庆共成长？

规模赛事引领全民健身
6∶20起床，7点出发，步行10分

钟到中央公园，听着音乐、新闻在塑
胶跑道跑10公里……这是市民陶本
万的日常。这位62岁的马拉松资
深跑友笑称，每天不跑几公里心里
就痒痒。

“以前我体重偏重，还有脂肪肝，
坚持跑步之后，更健康了，精气神也
大为改观。”陶本万说，从2017年首
次跑重马算起，他已经跑了60场马

拉松。
在跑马的过程中，陶本万发现越

来越多人对跑步萌生兴趣。2020年
10月，金科悦跑江北分团成立时，他
是唯一的成员。如今，江北分团已有
594人，年龄最大69岁，最小9岁。

重马体育董事长李伟表示，重马
十年给重庆带来的最大贡献，就是掀
起了全民健身热潮，让更多市民强健
了体魄。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评价
道：“重马是重庆全民健身活动中最
具特色和影响力的品牌赛事。”

“2011年举办重马时，市民对马
拉松并不感冒，参赛名额半年都报不
满。”李伟回忆道。如今，重马的参赛
名额已是“一票难求”，带动形成了全
民健身热。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重庆坚持
实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升行
动，城市“15 分钟健身圈”覆盖率
100%，且正在向“10分钟健身圈”迈
进，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
47.65% ，国 民 体 质 监 测 合 格 率
90.9%。 （下转2版）

来自全球347个城市的3万名跑者今日重庆开跑

迈向新十年 重马迎蝶变

本报讯 （记者 王翔）3 月 18
日，明月湖数字经济暨卫星互联网产
业创新发展大会在重庆举行。大会
上，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核
心承载体暨卫星互联网产业园（简称

“重庆数创园”）正式揭牌，首批50家
企业签约落户。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
员会主任王钦敏，市委副书记、市长
胡衡华出席活动并见证重庆数创园揭

牌和企业签约。
著名新经济学家、“数字经济之

父”唐·塔普斯科特，数据要素市场化
配置综合改革研究院理事长芮晓武，
中国星网集团董事长张冬辰，华润集
团副总经理陈小军等200多位国内外
专家、企业负责人，市领导张鸿星、江
敦涛参加。

当前，我市正加快推动数字重庆建

设，培育壮大数字经济，建设国家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推进以卫星互联
网为引领的空天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此次揭牌的重庆数创园，是我市发
展数字经济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集群的
重要平台和载体，也是《数字中国建设
整体布局规划》发布后国内首个启动建
设的大型数字经济产业项目。园区落
户于两江新区，与两江协同创新区一体

化发展，将创新“场景+基金+政策”三位
一体产业培育模式，打造具有竞争力的
数字经济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卫星互联
网产业生态，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试验区、中央企业数字化转型联合创
新基地、国家卫星互联网产业共同体建
设。

市有关部门、两江新区负责人参
加。 （相关报道见3版）

明月湖数字经济暨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渝举行
重庆数创园揭牌 首批50家企业签约落户

本报讯 （记者 白麟）日前，国
务院国资委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创建
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和专精特新示范
企业“双示范”行动，上述通知还公布
了示范企业名单。重庆有长安汽
车、重庆水泵厂等8家企业入选创建
世界一流专精特新示范企业名单，
成为引领中国企业打造世界一流的

“排头兵”。
8家企业包括：中国兵器装备集

团有限公司下属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中冶
赛迪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招商局重庆公路工程检测
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安能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安能重庆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两家市属重点国有企
业——重庆水泵厂有限责任公司、重
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

这些企业将聚焦提高核心竞争
力和增强核心功能，努力将自身打造
为专业突出、创新驱动、管理精益、特
色明显的世界一流专精特新企业。
国务院国资委也将强化跟踪指导，适
时总结评估，推动各家企业加快实现
高质量发展，并充分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

专精特新企业拥有产品竞争力
强、专业化程度高、研发体系较完善
等特点，近年来，重庆围绕专精特新
企业生成、成长、壮大、上市等发展重
要节点采取有力举措，促使专精特新
企业在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
化方面充分发挥优势，多家企业产品
填补了国内外产业空白，实现了关键
领域“补短板”，部分企业的产品质量
在全国及全球市场都名列前茅。这
些企业不但成为带动全市中小企业
发展的“领头羊”，也成为全市和国家
部分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

创建世界一流专精特新示范企业

重庆8家企业上榜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

时强调，要优化镇村布局规划，

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行动，加快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

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打造

互联网镇村是统筹乡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

内容，将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动

力、添活力。

□本报记者 彭瑜 见习记者 于鹏程

3 月 8日，江津区 2022 年度工业
企业高质量发展分级评价结果出炉，
重庆三峡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三峡电缆”）评分从3年前的51.09分
提升到97.52分，企业分级评价等级也
得到提升。

“这只是江津‘亩均论英雄’实践
的一个缩影。”江津区负责人称，“亩
产”本是农业术语，从2020年开始，该
区在全市率先树立“亩均论英雄”的发
展观念，对全区规模以上和供地满三

年未升规工业企业进行高质量发展分
级评价，实施“五大倍增”行动，加快工
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通过正向激励
和反向倒逼，助推全区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

以“亩均论英雄”，江津正向“亩均
效益高产区”迈进，全区规上工业总产

值从 2019 年的 1287.6 亿元增长到
2022年的1797.4亿元，在减税降负的
大背景下，规上工业企业“亩均税收”从
12.03万元增长到12.6万元。

五个指标分级把脉企业发展
三峡电缆位于江津珞璜工业园，3

年前评分较低的原因之一是6.8万平方
米闲置厂房租给别的企业作仓储用地，
拉低了该项目用地产值和税收。

“有好项目拿不出地，有的项目却
将大量的土地、厂房闲置。”江津区相关
负责人坦言，与很多地方一样，江津也
曾遭遇企业“成长烦恼”。 （下转2版）

规上工业总产值三年增长500亿元

“亩均论英雄”的江津实践

3 月 14 日，万州区大周镇十里
滨江长廊，村民漫步在江边，中山
杉为消落带增添了绿色。

近年来，万州区把修复长江生
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在 70 余
公里库岸消落带上种植了 3200 亩
中山杉，使原本荒芜的消落带变身
成为绿色走廊，筑牢长江库岸绿色
生态底色。一些沿江而建的滨江
长廊也成为居民休憩游玩的重要
场所。

记者 谢智强 实习生 赵浩
男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3
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
了解到，今年1—2月，果园港货物总
吞吐量434.9万吨，同比增长8.23%，
实现开门红。

具体来看，1—2月，果园港集
装 箱 量 16.1 万 标 箱 ，同 比 增 长
26.97%；商品车到发 13.4 万辆，同
比增长1.93%；发运沪渝直达快线
189艘次，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74
班，中欧班列22班。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公司港航经
营部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果园港加
速建设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势头迅
猛。今年1—2月，港区内外贸货物
量3年来首次实现双增长。

果园港有如此快速发展势头，与
其正在成为长江上游联通全球的重
要“中转站”密切相关。

作为西部唯一的港口型国家物
流枢纽，果园港近年来汇聚了长江黄
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
（成渝）等国际物流大通道，重庆“东
南西北”四向物流大通道在此实现无
缝衔接。“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
班列在果园港已实现常态化开行。”
果园港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多条开放通道的助力下，果

园港已成为我国内河上最大的水铁
公多式联运枢纽港，许多沿江省份
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通过江运抵达
果园港，再从这里通过西部陆海新
通道、中欧班列运抵东南亚或者欧
洲地区。

如今，果园港已与成都青白江
铁路枢纽、上海港、钦州港、如皋港、
太仓港等合作，构建起南来北往、通
江达海的物流通道网络，曾经的“内
河港”，转身成了西部地区的开放门
户。

除了物流，智慧港口建设也是果
园港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

在果园港海关集中监管作业区，
新一代集装箱机检系统每小时可完
成200个20英尺集装箱查验，较传
统设备提高效率20倍。机检货物直
放时间由10分钟压缩至2分钟以
内。

“下一步，果园港将进一步发挥
枢纽港的优势，在拓展对外通道、完
善多式联运体系、打造智慧港口等
方面发力，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向纵深发展，成为重庆深度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
发展的重要载体。”果园港相关负责
人表示。

果园港1—2月
货物吞吐量434.9万吨

同比增长8.23%，内外贸货物量3年来首次实现双增长

黔江区鹅池镇治安村羊肚菌基地，土家幺妹青年直播团队员在直播销售羊
肚菌。（本报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万州：
荒芜消落带
变身绿色走廊

1—2月重庆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6.8%
带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