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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金融高质量发展 渝中 高水平打造重庆绿色金融大道 金融集聚能级迈上新台阶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绿

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要求，渝中区
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
局，通过统筹布局、产城融合、多边合作
等方式深入打造重庆绿色金融大道，力
争到2025年基本建成“三区三中心”
（绿色金融机构集聚创新区、绿色低碳
示范街区、重庆金融历史文化展示区，
绿色金融研究中心、创新中心、服务中
心），助力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统筹布局，完善共建机制

2021年，渝中区在全市率先成立
市区联动的绿色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出
台绿色金融大道发展专项规划、实施方
案，明确“三区三中心”定位，与4家市
级金融监管部门、6家金融机构旧址业
主单位、8家在渝大型银行机构、3家科
研院所签署共促绿色金融发展协议。

按照规划，绿色金融大道西起解放

碑，途经民族路、新华路、打铜街，东至
朝天门，全长约1.7公里，是我市建设绿
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重要平台载
体之一。

如今，这条大道已经步入加速升级
之中，来福士、陆海国际中心等产业载
体正在成为“母城”新地标、山城新海
拔、金融新载体。

目前，渝中区驻区金融机构支持绿
色交通、绿色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超420亿元，位居全市第一，已成为重
庆绿色金融发展排头兵。

预计到2025年，重庆绿色金融大
道将集聚200家绿色金融相关机构，助
力打造西部金融中心主承载区，为绿色
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

产城景融合，推动“三区”建设

在渝中区新华路，一栋外观端庄简
洁、整体呈“布币”样式的建筑引人注

目。美丰银行旧址建于1935年，作为
重庆抗战金融机构旧址群的组成部分，
这里经过精心施工，已“变身”为重庆金
融历史博物馆暨成渝金融司法博物馆，
为广大游客展示山城重庆的百年金融
史。

不仅是这座博物馆，在绿色金融大
道上，有全市唯一文旅特色支行重庆银
行洪崖洞支行、首家零碳5G+智能银
行等一批零碳、近零碳示范建筑。

同时，渝中区先后投资了3.2亿元
开展大道街道空间、景观景点等改造，

提升地面及建筑外立面品质超7.1万
平方米，成功推动4家绿色银行挂牌、
50余家金融机构开通绿色金融服务
功能，建成绿色低碳的数字化交互式
体验场所。

“我们坚持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并
重。”渝中区相关负责人说，按照绿色金
融大道定位，渝中区正加快打造绿色金
融机构集聚创新区、绿色低碳示范街
区、金融历史文化展示区，全力推动绿
色金融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创新驱动，强化“三中心”功能

引导驻区金融机构为来福士项目、
重庆机场集团T3航站楼提供绿色贷款
255亿元，牵头主承销国内首批碳中和
债30亿元……

截至目前，渝中区绿色贷款余额
1048.6亿元、同比增长44.7%、占全市
18.5%，绿色债券余额127亿元、占全

市29.8%，两项指标均居全市前列。
以金融支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和

生态保护为主线，渝中区坚持以新金融
思维赋能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培育绿色
金融创新中心、服务中心、研究中心，切
实提高金融资源绿色化配置效率。

当前，渝中区已初步形成“科技+
绿色金融+绿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新格
局，建成由52位知名金融专家学者组
成的解放碑金融发展顾问委员会。

下一步，渝中区将进一步支持企业
和项目发行碳中和债、蓝色债券、绿色
资产支持证券（ABS）等创新型绿色债
券产品，支持重庆股转中心加强对绿色
企业的股权托管、质押融资、股权交易
服务，持续扩大绿色企业融资渠道。持
续深化京渝、沪渝合作，推动绿色金融
研究领跑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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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绿色金融大道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邱悦

4月26日，位于两江新区惠民大
厦综合市场的民心佳园夜市新址正式
进入试营业阶段。

当日下午4点左右，记者在现场看
到，已经陆续有摊主开始进场准备，麻
辣烫、螺蛳粉、烤鱿鱼、炸鸡翅等食物香
味四溢。五点半，这里已经聚集了大批
顾客，摊主们也都开始在划线范围内摆
摊，井然有序。

卖乐山炸串的周女士是最早来到
夜市的摊主之一，她说，想早一点过来
看看如何摆放餐车和桌椅。

周女士今年三月开始在民心佳园
摆摊，原来的摊位能摆上四五张小桌
子，每一张可以坐五六个人，得知夜市
将引流至惠民大厦，她第一时间报名登
记，对于新址她比较满意，“大家都能相
互理解，把我们统一安排到一个规范的
地方经营，准时出摊收摊，市场秩序更
好。”

不过，周女士建议，“希望能统一
规划一个场所，用来堆放大家的桌椅
和设备，让食客的座位能尽早摆放出
来。”

穿梭在夜市中，记者被各式各样的
小吃吸引，一家名为“五味俱全土豆饼”
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龙，记者也排队购买
了一个土豆饼。

“味道真巴适，里面还夹了折耳根
和酸萝卜，果然是地道重庆味！”一个小
小的土豆饼，令食客们赞不绝口。老板
杨艳笑着说，以前生意好的时候，一晚
上能卖400个饼，收入在2000元左右。

对于杨艳来说，她并不担心人流量
不够，她认为如果大家都自觉搬过来，
顾客自然会跟着来，“要是白天允许大
家把餐车都停在这里就好了，每天推来
推去特别麻烦。”

在“向姐姐特色小吃”摊位前，几名
年轻女孩围着餐车认真地观看老板向
姐姐制作葱油饼。得知向姐姐的摊位

搬到新址，她们专程从北碚过来支持向
姐姐的生意。

“我前段时间在直播间跟你们讲了
这个事，没想到第一天就过来照顾我生
意，太感谢了！”向姐姐一边炸着葱油
饼，一边和围观的顾客拉家常。她还
说，自己才开始直播，虽然粉丝量不多，
但会一直播下去，也想以后扎根在惠民

大厦，不走了。
在“阿森鲷鱼烧”摊位，00后摊主

吴东森热情地吆喝着，对这一天，他期
待了很久。

原来吴东森在民心佳园社区只摆了
一个多月，知道夜市要整改和引流，他便
歇业了一段时间，专门等着夜市新开张。

“我们从街边搬到集中的地方，环境
好了很多，有统一的垃圾桶，还有环卫工
人定时清扫，每个人也能监督旁边的摊
位是否在规范经营，大家团结一心，一定
可以把夜市做好。”吴东森说，之前摊户
比较分散，现在统一管理，他打算利用网
络直播吸引更多人来逛夜市。

时间临近晚上7点，天色逐渐暗了
下来，灯光亮起，此时人越来越多，大家
手里都拿着美味的小吃，笑容满面。

食客们高兴，民心佳园的居民们也
高兴。

在民心佳园住了11年的李洪金和
邻居们，不到6点就来逛夜市，走了一
圈下来，肚子吃得饱饱的，对于规范经
营，他竖起了大拇指。

“以前夜市确实存在脏乱差现象，
现在好了，统一管理不仅给居民们带来
了方便，想吃什么随时都能来吃，而且
大家也吃得放心、安心，安全、消防、环
境卫生都做得很到位。”李洪金说，大家
都希望夜市能红红火火。

“大家团结一心，一定可以把夜市做好”
摊主、食客、周边居民对民心佳园夜市新址充满信心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4月26
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2022年重庆市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新
闻发布会。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2022年，我市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
量 达 到 16.14 件 ，较 2021 年 增 长
22.1%，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
量达到5.48件，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
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0.8%。

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大伟介绍，
2022年，重庆全年授权发明专利1.22
万件、实用新型4.66万件、外观设计
0.77万件。国际专利（PCT）申请451
件，同比增长14.7%。全年有效注册商
标总量 80.66 万件，较 2021 年增长
8.67万件。地理标志总量295件，驰名
商标总量162件。全年普通作品登记
17.02万件。

全年认定登记技术合同6919项，
其中涉知识产权合同249项。新增发
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43.26亿元，惠及
企业2403家。

全市累计办理知识产权保护公证
事项1.56万件，“行本·公证链知识产
权保护平台”累计存证1.04亿条。

据悉，2022年，我市进一步加强知
识产权制度建设，在政策体系方面，比
如，市委、市政府印发《重庆市知识产权
强市建设纲要》，从完善知识产权制度、
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6个方面部
署了18项重点任务。市政府办公厅印

发《重庆市高价值发明专利质量提升行
动方案（2022-2024年）》，明确13项
工作举措和8项扶持政策。

2022年，全市各级有关部门严查
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切实保护各类
市场主体知识产权合法权益。

在行政执法方面，全市知识产权管
理部门办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740件，
查办专利、商标和地理标志违法案件
1005件，案值达2600余万元。

市版权局会同市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总队开展“剑网”“秋风”专项行动，累
计出动执法人员9.8万人次，检查市场
主体3.7 万家次，查处侵权盗版案件
135件，其中刑事立案2件。

重庆海关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121次，扣留侵权货物10.07万件。

此外，我市举行侵权假冒伪劣商品
集中销毁行动，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
50万件，重量超过130吨，货值5000
万元。

在司法保护方面，全市公安机关开
展“昆仑2022”专项行动，共破获侵犯
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刑
事案件385起，1起案件受到公安部通
令嘉奖，侦破公安部督办案件15起，6
起案件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全市法院共受理一、二审知识产权
纠纷案件21412件，审结20224件。为
增强权利人司法获得感，全市法院加大
侵权赔偿力度，全年共有40件案件判
赔超过100万元，其中4件超过1000
万元。

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知识产权刑
事案件179件416人，办理知识产权民
事行政案件14件，办理知识产权公益
诉讼16件。

2022年重庆每万人口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14件

较2021年增长22.1%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4月2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2022年重庆市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重庆专利奖评选奖
励办法》（下称《办法》）近日正式出台，
今年我市将开展首届重庆专利奖的申
报和评选奖励工作。

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大伟说，为
表彰先进、激励创新，积极推动知识产
权事业高质量发展，由市委、市政府批
准设立了重庆市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
贡献奖，重庆专利奖作为其中奖项之
一，是我市知识产权领域的最高奖项。

根据《办法》，重庆专利奖设金奖、
银奖和优秀奖，并对获奖者分别给予每

项20万元、10万元、5万元的奖励。
在评选周期上，重庆专利奖每五年

评选两次，每届授奖总数不超过35项。
在奖励政策上，重庆专利奖突出

对发明人的激励，突出对优秀专利项
目的表彰和奖励，获得重庆专利奖奖
励的专利权人，应当按不少于50%的
比例奖励获奖项目专利发明人或者设
计人，按不少于30%的比例奖励对该
项专利技术实施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单
位和个人，以此营造激励创新创造的
良好环境。

在评选工作上，重庆专利奖突出质
量导向和保护运用成效，与我市高价值
发明专利质量提升行动深度融合。

我市知识产权领域最高奖项——

重庆专利奖今年开评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4月2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获悉，中国矿业全产业链
大会于4月26日至4月 28日在成都
召开，该大会由中国矿产资源与材料
应用协同创新平台主办，重庆市地质
矿产勘查开发局与四川省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联合承办。这也是川渝地矿
部门首次合作承办全国层面的矿业大
会。

大会主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毛
景文、彭苏萍、王运敏、多吉、姜涛、郑绵
平等将围绕“推动增储上产保障矿产资
源安全”、“中国氢能源与燃料电池战略
研究”等内容进行主旨演讲。2023年
（第三届）中国矿业经济高峰论坛、
2023年（第一届）中国西南地区矿产资
源综合利用大会等也将在大会期间举
行。

会上，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与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
部、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等共
同当选为新一届中国矿产资源与材料
应用协同创新平台理事长单位，将利
用平台的专家院士团队智力资源，为
重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工作会诊把
脉，全力提升矿业开发服务重庆经济
发展大局效能，并进一步与四川地矿
部门深化交流，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找矿”协同。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矿产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
要保障。为全力推进落实市委“一号工
程”，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已经形成
《贯彻落实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行动方案》（2023-2027年），
接下来将以共同承办大会为契机，全面
开启川渝地矿合作新篇章，为重庆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矿产资
源保障。

川渝地矿部门合作承办
中国矿业全产业链大会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
生 邱悦）4月25日，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市总工会举行“新时代奋
斗者——2023年重庆市最美产业工
人”发布仪式，发布10名“最美产业
工人”，他们来到现场分享多年的工
作经验、感悟和对未来的憧憬。

荣获2023年重庆市“最美产业
工人”称号的分别是文娟、高平、张
凡、胡万琪、逯德军、徐颖雪、冉天然、
秦煜、徐向涛、唐跃辉。

据了解，今年受表彰的10名“最
美产业工人”都来自全市生产一线。
他们当中9人为80后和90后，1人
为70后。他们有理想守信念、懂技
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在平凡的
岗位上爱岗敬业、辛勤劳动、诚信友
善、甘于奉献、勇于创新，创造了不平
凡的业绩，他们是新时代优秀产业工
人的代表。

“作为新时代新青年，更要勇担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90后徐颖雪是本次最年轻的“最美
产业工人”，她一直扎根在电网基建
施工一线，勤奋拼搏、任劳任怨，先后
负责了5个重点工程的技术工作。

通过几年的摸爬滚打，徐颖雪业
务技能迅速提升，扎实掌握了施工方
案编制、现场技术管控、科技创新、绿
色施工等技能，短短几年便成长为了
公司第一位女项目经理，创新成果获
得多项实用新型专利。2022年，她
担任技术负责人的500千伏金山变
电站工程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

奖”。
70后唐跃辉是深蓝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首席技能大师，他牵头建立了
“长安新能源汽车试验验证体系”，包
含零部件、系统及整车级试验项目共
2380项，填补新能源试验空白。

如今，唐跃辉培养的学徒已分布
在研发、生产、售后等岗位，其工作室
也已成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培养高技

能人才的摇篮。
“这些最美产业工人是我们学习

的榜样、追赶的目标。”观看完发布仪
式后，一位企业职工表示，今后要自
觉向榜样看齐，以榜样的力量鼓舞斗
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争做无愧于新时代的高素质
劳动者。

据悉，“最美产业工人”学习宣传

活动已连续开展3年。本场发布仪
式将于5月1日21：20在重庆卫视
播出。

“新时代奋斗者——2023年重庆市最美产业工人”发布仪式举行

他们在平凡岗位绽放不一样的精彩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
生 邱悦）“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
临，4月26日，市总工会召开新闻通
气会通报称，今年“五一”期间，将组
织一系列活动庆祝劳动节。

记者在会上获悉，今日，我市将
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五一
劳动奖和工人先锋号表彰大会，表彰
一批为全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
党的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

和先进职工。据悉，2023年重庆五
一劳动奖和重庆市工人先锋号共计
表彰奖状100个、奖章200个、先锋
号200个。

市总工会还与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联合开展2023年“最美产业工

人”学习宣传活动，在全市制造业从
事集体生产劳动，以工资收入为生活
来源的产业工人队伍中，选树发布了
10名优秀产业工人典型个人。

另外，4月28日至5月1日19：30—
21：30，市总工会将在我市中心城区

地标建筑LED屏“亮灯”，滚动播放
节日问候标语、宣传海报等内容，向
劳动者致敬。

4月29日至5月31日，市总工会
还将在重庆轨道交通3号线选择1列
列车打造“五一”号主题专列。

市总工会将组织系列活动庆“五一”

4月25日，重庆广电大厦，“新时代奋斗者——2023年重庆市最美产业工人”发布仪式现场。
记者 刘旖旎 摄/视觉重庆

2023 年 重
庆市最美产业
工人简要事迹

扫一扫 就看到

4月26日，两江新区惠民大厦综合市场，民心佳园夜市新址开始试营业。当晚，
小吃摊主表演“甩饼”，吸引众多市民观看。 记者 刘旖旎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