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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新风满巴渝文明新风满巴渝··璧山璧山

璧山 文明春风拂小城 生态铸魂美家园

“青山美美，绿水美美，芳草树
儿翠，梦里的小而美……”华语词
坛泰斗庄奴晚年定居璧山，将新创
歌曲《小而美》连同自己的知名作
《小城故事》一并赠予璧山。

优美的人居和生态环境，是彰
显城市文明的重要指征。近年来，
“小而美”的璧山，致力于打造和谐
宜居的生活环境、绿色宜人的生态
环境，先后斩获国家园林城市、国
家卫生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等20余
张“国字号”城市名片。

丁家街道生态公园

璧山秀湖公园

文明交通劝导员培训

绿色为底 扮靓城市生活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3月的璧
山万家岩公园，放眼望去是一片勃勃
生机——各色花卉争奇斗艳，蜜蜂蝴
蝶花间飞舞，园林景观美美与共。如
洗的碧空之下，馥郁的芬芳之中，游
客或散坐茶叙，或信步闲庭，或开心
留影……

璧山城区不大，寸土寸金。近年
来，璧山巧妙利用不利于单独开发的零
散地、废弃地、边角地打造“口袋公园”，
万家岩公园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这座占地仅3000平方米的小公
园，位于玥明台小区与黛山大道转角
处。利用住宅小区与主干道交界处
的闲置地塑坡造型，栽种大量观赏植
物，用景观将幽静闲适的居住环境和
车水马龙的交通环境相融合。建成
后，很快成为附近居民争相前往的打
卡地。

璧山是远近闻名的“公园之
城”。截至目前，璧山城区拥有大小
公园37个，市民休闲广场68个，城市
景观绿廊167公里。市民步行15分
钟就能进公园，15分钟通勤半径就可
达公园广场。城市建成区公园绿地
面积达900万平方米。

去年是璧山绿色发展厚植本底，
“生态之城”建设稳步推进的一年。
璧山科学划定“三区三线”，新增规划
空间30.8平方公里，城镇开发边界扩
大到115.9平方公里，跻身“全国自然
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区”。

璧山出台了城市色彩规划管控
导则，启动大成广场片区城市更新，
排查整治经营性自建房500万平方
米，新建城市道路10公里、“海绵城
市”项目13个，建成城市“微客厅”和

“口袋”公园7个，园林绿化提质补缺，
实现“锦上添花”。

同时，整治背街小巷150条，城
管“千里眼”发现并整改问题2.5万
余个。出台空气质量改善考核与
生态补偿办法，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率超额完成市级考核任务，重污
染天气全面消除。启动建设“固废
云”系统，推进“无废城市”创建。
参与完成缙云山璧山段林区专项
规划，“林长制”实现“林长治”，森
林覆盖率提高到 48%。启动排水
管网整治三期建设，“三河”水质稳
定达标，河长制工作获国务院督查
激励。

致力环保 优化城乡环境

璧山打造“生态之城”，但眼光并
不仅仅着眼于“城”。走进璧山的大
路、七塘、八塘等街镇，一座座灵动的
生态湿地草长莺飞，鱼翔浅底，呈现
出人水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

近年来，璧山大力开展乡村生态
湿地建设，对塘库、沟渠、田块进行综
合治理，通过栽植金鱼藻、香蒲、水生
美人蕉等多样化的植物，逐步建成生
态湿地，消纳曾因种植和养殖业造成
的水体污染，减少氨氮总磷的排放
量。

乡村生态湿地建设，是璧山优化
城乡生态环境的重要抓手。近年来，
璧山持续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三大
保卫战”，生态环境不断向好。

去年，璧山强化重点区域、重点

点位、重点行业、重点时段的大气污
染分析、防治和应对，实施大气污染
精准监管综合服务项目，实现精细分
析、精准管控、精量治理大气污染。
2022年全年，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为288天，国控站优良天数为293天
（全市35个国控站中排名第22位）。
PM2.5浓度34微克/立方米，首次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没有出现重污染天
气（2021年1天重污染天气）。

加强水质考核，坚持每月对“三
河”流域93个考核断面进行监测并通
报水质结果和排名，推动全区水质向
好。推进排水管网整治三期工程和
城区一级污水主干管整改工程建
设。璧南河两河口国控考核断面水
质达到地表水Ⅲ类；璧北河、梅江河
水质保持Ⅲ类。2个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100%；5个
万人千吨饮用水源地和11个乡镇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
市级考核要求。

积极开展耕地周边涉镉等重金
属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完成64家耕地
周边涉镉等重金属企业排查、17块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2个污染
地块治理修复，重点建设用地安全达
100%。实施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
估项目，强化农村黑臭水体长效管

护。实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修
建项目，全区200户或500人以上的
农村居民聚居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覆盖率达100%。推进“无废城市”建
设，实施璧山区“固废云”系统建设项
目。安全处置医疗废物，实现应收尽
收、应转尽转、应处尽处。

八方合力 共筑文明之城

为进一步提升全区文明环境，璧

山将致力于“八大环境”的再提升，打
造政务环境廉洁高效、法治环境公平
正义、市场环境诚信守法、人文环境
健康向上、文化环境立德树人、生活
环境和谐宜居、社会环境安全稳定、
生态环境绿色宜人的文明城市。

其中，在生活环境上，璧山将继
续加强园林绿化建设，加速推进“生
态之城”建设。完成5处以上景观节
点品质提升，新增公共绿地面积70万
平方米以上，新增坡坎崖绿化美化示
范点3个，建成口袋公园3个。提升
市政基础设施，新建生活垃圾分类厢
房50个、标准化公厕5座，“劳动者港
湾”5座，改建公厕5座，新建环卫工
人工具间20个。建设“城市微客厅”
5处，完成1500盏高耗能、低能效路
灯升级改造，完成南河公园、电视塔
公园220盏庭院灯改造。

生态环境上，璧山将积极开展生
态环境保护主题宣传和实践活动，璧
南河两河口国控考核断面水质达到
地表水Ⅲ类；璧北河、梅江河水质保
持Ⅲ类。2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均为100%；5个万人千
吨饮用水源地和11个乡镇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市级考
核要求。污染防治攻坚战市级任务
较好完成。生态环境总体安全，全年
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张亚飞 彭光灿 马建保
图片由璧山区委宣传部提供

本报讯 （记者 刘一叶）太和
殿屋檐上的小脊兽什么样？永寿门、
隆宗门、螽斯门这么多宫门都在哪？
乾隆皇帝生母住过的宫殿有何与众
不同之处？3月18日下午，以“甪端”
（注：甪读lù，甪端是中国神话传说中
的神兽，与麒麟相似，传说能日行一万
八千里，通四方语言）为主角的音乐
儿童剧《甪端》亮相国泰艺术中心，带
领重庆观众一起游览充满故事的壮
美紫禁城。

两个“孩子”，演绎时空
交错的故事

《甪端》是故宫博物院与艺瑞奇国
际文化联合出品的首部原创儿童剧，以
故宫瑞兽“甪端”为原型，围绕如何创新
文物传承方式，讲述主人公小甪端和他
的“文物家族”成员，以及故宫宫廷历史
部老高和孙子高小端之间有趣又感人
的故事。

在近两个小时的表演中，演员利用
现代舞美技术和台词讲述了一个时空
交错的传承故事：

“甪端”是故宫中明万历年间的一
座掐丝珐琅香薰神兽，400多岁的他
有着一颗对世界充满好奇的童心；高
小端是故宫宫廷历史部老高的孙子，
生长在信息时代的他更愿意接受短视
频带来的碎片化信息。两个“孩子”在
故宫内相遇，一起带领观众探索紫禁
城的奥秘。

回眸故宫文物南迁的重庆之旅

该剧把故宫博物院的清乾隆金瓯

永固杯、南宋沈子蕃缂丝《梅鹊图》、晋
代书法家陆机的草隶书法作品《平复
帖》等国宝级文物设计成舞台上的重要
角色，与甪端展开了“大辩论”。

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的行
什，兴风作雨的海中异兽押鱼，头顶
尖角、智慧勇猛的獬豸……加上沉浸
式舞美影像、裸眼3D等现代舞美科

技，让观众徜徉在中国传统建筑美学
意趣之中。

一件文物就是一段历史，《甪端》还
对故宫文物南迁进行了刻画。1933
年，为防日寇劫掠，故宫博物院约1.3
万箱文物精品兵分三路，展开了长达
10多年的漫长迁徙。其中，有9000余
箱文物曾在重庆“暂住”。

此次《甪端》来渝上演正是为了纪
念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的重庆之旅。
当演到故宫南迁的故事时，大屏幕展示
了1947年负责故宫文物南迁的工作人
员在重庆南温泉拍下的珍贵照片。在
场的观众为之感动，纷纷鼓掌致意，现
场气氛达到高潮。

“希望更多人了解故宫、
了解故宫文物”

“剧中即将退休的故宫典守者老
高和孙子的对话，让我感慨万千。”演
出结束后，一位带孩子来看演出的家
长表示，这段对话中既有对职业的坚
守，也有对工作、对文物和对故宫的深
厚感情，希望这样的儿童剧能够经常
上演，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魅力。

金州小学四年级学生高飞说，舞台
上“活起来”的文物有趣、有味，他希望
暑假有机会再去一趟故宫，更深入了解
其中的文物以及中国传统文化。

“希望更多人走进剧场，了解故宫、
了解故宫文物，感受故宫文博典守者们
的辛苦付出。”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音
乐儿童剧《甪端》总策划闫宏斌介绍，
《甪端》3月19日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上演后，还将前往深圳、北京、安徽等地
进行巡演。

故宫博物院首部音乐儿童剧《甪端》在渝上演

神兽来了！带你探秘壮美紫禁城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 见习记
者 于鹏程）3月18日，2023重庆“趣森
林 跑起来”万人进森林活动在巴南彩
色森林举行。当天，市林业局还发布了
我市72处全年免费入园的市级以上森林
公园、湿地公园名单，以及19处国际森林
日当天免费入园的自然公园、景点名单。

据了解，3月21日是第11个国际森
林日，主题是“森林与健康”，此次万人进
森林活动正是为了迎接国际森林日。

目前，我市森林覆盖率达55.04%，
依托这些森林资源，全市建成市级以上
森林公园85个、湿地公园26个、风景名
胜区36处、地质公园10个，为群众打造
了一个个触手可及的绿意空间。

全市72处免费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名单发布

免费入园名单

扫一扫
就看到

3月18日，音乐儿童剧《甪端》在国泰艺术中心剧场上演。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吴刚）重庆日报
记者3月17日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
1—2月，重庆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6.8%，高于全国7.8个百分点。得益
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关键支撑和带动，全
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8%，高于
全国平均增速1.3个百分点，比2022年
全年提高6.1个百分点。

“这组数据说明，全市投资处于快
速恢复的增长阶段，稳中有进的增长态
势明显。”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上下紧紧
扭住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这个关键，
聚焦交通、城建、能源等基础设施重点
领域和重大项目，梳理在建、开工、前期
三类项目清单，分类细化工作计划，推
动前期项目早开工、施工项目早竣工、
竣工项目早见效。1—2月基础设施投
资，拉动全市投资增长4.7个百分点，
是全市投资增长的第一动力。其中，交
通、城建、能源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4.6%、26.5%、29.8%。

除了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也是支撑

重庆投资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据悉，
2023年，重庆计划实施市级重大建设
项目1158个，项目总数首次破千，总投
资3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超过4300
亿元。

在市政府2023年一季度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活动推动下，1—2月，重庆共
有118个市级重大建设项目顺利开工
建设，开工率30%，高于去年同期12.9
个百分点。其中，长寿中润新材料产业
园、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科学城院区一
期等19个项目较原计划提前开工。

数据显示，1—2月，重庆市级重大
建设项目完成投资538.5亿元，同比增
长27.7%，占全年计划投资的12%。

制造业投资方面，各区县把产业项
目作为抓投资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强化
引领性项目和补链强链项目实施，加大
企业技术改造投资，推动制造业投资快
速增长。

数据显示，1—2月全市制造业投
资同比增长14.4%，高于全国6.3个百
分点，拉动全市投资增长3.5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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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李志峰）3月 18
日，重庆大学2023届毕业生春季大型双
选会在该校A区举行，现场共有来自全
国各地400余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岗
位2万余个。

此次双选会是该校今年首次向校外
学生开放的大型双选会，吸引了重庆大
学以及全市其他高校的一万余名毕业生
到场。参加双选会的单位涉及行业多、
地域广，市场性岗位供给充足。在现场，
前来揽才的不乏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国核
工业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等用人单位。
今年哪些专业更吃香？重庆大学学

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李雪
松介绍，以重庆大学为例，信息学类的比
如计算机、软件、自动化、大数据等相关
专业，毕业生基本上不愁就业。此外，由
于工程学类企业需求量大，相关专业的
学生也比较吃香。

受酒店管理、旅游、会展等行业需求
萎缩影响，基础学科人文社科类岗位供给
有所减少。李雪松建议毕业生们多关注
考公务员、选调生的政策，多关注在副省
级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市就业的机会。

2万余个岗位吸引上万高校毕业生
重庆大学举办双选会，信息学、工程学类毕业生需求量大

（上接1版）
“以前一个红心柚卖8元还愁销路，

现在卖20元一个都供不应求，去年我们
的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丰都县红友
王红心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治君说。

通过互联网技术带动种养殖产业发
展，促进农户增收致富，这样的例子在重
庆还有不少。

姜晓东是巴南区姜家镇的养殖户，
养殖了5000多只鸡鸭。他同时也是一
名短视频创作达人，每天他都会将养殖
过程拍成短视频上传到短视频平台，获
得更多关注。

而姜晓东能掌握这一技能，还多亏
了巴南区的“新农人孵化培养计划”。该
计划招募一批“新农人”进行短视频运营
和直播带货技能培养，帮助他们拓展线
上销售渠道。目前姜晓东的粉丝已经达
到数千人，今年预计养殖收入将突破20
万元。

服务搭网
村民坐家里，智慧服务送上门

在互联网镇村建设带动下，重庆不仅
在政务治理、产业发展中广泛运用互联网

技术，多个区县还从一批基础性、标志性、
代表性服务项目入手运用互联网技术，让
村民在家门口享受智慧服务。

每周一到周五，铜梁区安溪镇金滩
村村民鲁云兰都要送孙子去上学。回到
家后，她习惯打开电视机，点击数字乡村
平台上的“安溪新闻”板块，查看本地新
闻和惠民信息，“在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
不少服务信息，很方便！”

在互联网镇村建设中，安溪镇启动上
线“数字乡村”平台，让电视机“变身”智能
终端平台，整合政务、文明创建、社会治
安、森林防火等信息进行集中发布。

“大家还能从平台上获取各类招工、
社保等信息，非常省心。”金滩村党支部
书记郑显琼说，村里油茶、辣椒等产品信
息也可以通过平台发布，这些特色农产
品也因此销得更好。

“在互联网镇村建设下，一大批数字
乡村项目陆续实施，让城乡‘数字鸿沟’不
断缩小。”市大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按照发展数字经济、推进乡村振兴的目
标要求，我市将瞄准智慧农业、农业农村
大数据深化应用等方向，持续补足乡村
数字设施短板，加快全市数字乡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