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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本报记者 周盈 谢智强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位于渝中区鹅
岭正街的“二厂文创园区”，每天迎来超过6
万人次的游客，成为网红打卡景点。

游客们知道二厂，或许因为它是电影《从
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取景地；或是来自社交媒
体上一张张充满赛博朋克味的“大片”。但许
多人不知道，如今火热的二厂，曾经是一栋栋
荒废的老厂房。

作为重庆百年变革的见证者，二厂在历
史的长河中，经历过辉煌、也品尝过落寞。正
是因为城市棚改项目，让二厂焕发出了新的
活力，曾经的工业痕迹在涅槃后以一种崭新
的方式呈现在世人眼前。

厂房，从辉煌到废弃
在渝中半岛的鹅岭山顶，有一片砖红色的

老厂房，镶嵌灯带的青石阶、斑驳的外墙、掉漆
的扶手、生锈的铁门……时尚元素和旧时韵味

在老厂房间交汇、相融，这里就是二厂。
老厂房门口一块锈迹斑驳的牌子上，镌

刻着的“民国中央银行印钞厂旧址”几个字，
字迹有些许泛黄，仿佛在向外界诉说着这里
曾经的辉煌。

二厂的前身是民国中央银行印钞厂，之
后更名为重庆印制二厂。作为西南彩印巨
头，印制二厂肩负印制各种有价证券的重任：
从1950年至1970年，重庆人生活中使用的
粮票、肉票、代金券，包括各种税票、邮票以及

政府文件。
直到今天，很多老一辈重庆人都还记得，

那时候在市场上可见的凡是带色儿的纸片，
几乎都出自二厂。印制二厂的辉煌始终贮藏
在他们的记忆中。 （下转5版）

“五一”假期每天迎来超过6万人次的游客，成为网红打卡景点——

印制二厂老厂区变身记

住有所居，是民之所愿。棚户区改
造，是民之所盼。

“十四五”以来，重庆扎实推进以棚
户区改造为重点的旧城改造工作。截
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棚户区改造3.55
万户、410 万平方米，惠及群众 12.4 万
人。预计 2023 至 2025 年，全市还将推
进8.3万户棚户区改造。

重庆城市棚户区改造，给城市发
展 和 市 民 生 活 带 来 哪 些 影 响 和 变
化？即日起，本报推出“老城区的新变
化——关注重庆城市棚户区改造”系列
报道，挖掘城市棚户区改造中的故事，
展示居民身边的“小确幸”。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5月14日，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发布了一
组数据：今年1—4月，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
道运输 5.1 万标箱、同比增长 37%，货值
78.84亿元、同比增长24%。

具体来看，重庆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
海联运班列889列、同比增长39%，运输4.4
万标箱、同比增长38%，货值52.97亿元、同
比增长5%；开行跨境公路班车1702车次、同
比增长 244%，运输 3830 标箱、同比增长
244%，货值11.78亿元、同比增长277%；国
际铁路联运班列运输货值14.09亿元，同比
增长47%。

“今年以来，重庆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步伐明显加快了。”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组织
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在线路拓展方面，今年3月，西部陆海新
通道重庆万州港—钦州港—东南亚的江铁海

联运线路顺利开通；4月，重庆与云南携手，
开行了陆海新通道跨境铁公联运班列（重
庆—瑞丽—缅甸），这也是国内开行的首趟
经瑞丽口岸出口的陆海新通道中缅跨境铁公
联运班列；5月，跨境公路班车首次开行重庆
—云南天保—越南线路……

借助线路拓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辐射
范围不断延伸。截至目前，通道已覆盖119
个国家和地区的393个港口。

拓展线路的同时，重庆加快通道与产业
的融合，实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
带产业的目标。

比如，今年新年伊始，果园港就首次开行
“重庆造”专列，把轮胎、化工品、汽车零配件
等产品，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运往欧洲和北
美市场。再如，今年3月，一批赛力斯新能源
汽车搭载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这是重庆开

出的首列西部陆海新通道新能源汽车铁海联
运班列，标志着重庆大通道与重庆新能源汽
车正式携手。

除了制造业，通道还在助力金融产业发
展上不断发力。

今年4月，第五届中新金融峰会期间，西
部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联合体（以下简称“金
联体”）在重庆正式成立，以促进陆海新通道
跨境贸易投资及产业发展。

金联体由重庆地方法人银行联合政策性
银行、中外资商业银行在渝机构共同发起组
建，并组织通道沿线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目
前，金联体共有56家成员机构，形成了“中
资+外资、政策性+商业性、全国性+地方性、
本地+异地”的多层次机构体系。

此外，各区县融入通道建设的积极性也
明显提升。

今年4月，綦江首次开行了西部陆海新
通道（中国—老挝）跨境公铁联运班车，将区
内生产的摩托车散件出口到老挝市场；同样
在4月，奉节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班车，
将50吨脐橙出口至越南；沙坪坝作为开行西
部陆海新通道班列最多的区县，今年4月集
中开工了17个涉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点
项目，总投资170亿元，涵盖基础设施建设、
大宗商品贸易、冷链物流基地、现代乡村产业
等多个领域；江津则从顶层设计出发，明确要
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南向班列主到发点，加
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西洽会
期间，2023陆海新通道国际合作论坛将在开
幕式上同步举行。届时，政商学界的嘉宾将
为通道建设提出更多好的建议，也将助力通
道进一步发展。

今年1—4月，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5.1万标箱、同比增长
37%，货值78.84亿元、同比增长24%

重庆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步伐明显加快

今天距离第五届西洽会

开幕还有33天

【编者按】

改造前的印制二厂。 （受访单位供图）

5月11日，渝中区二厂文创公园，独具特色的建筑
空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印制二厂老厂区变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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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台胞福祉 深化渝台融合
——写在第四次重庆市台湾同胞代表会议召开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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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统一分”打造高标准蔬菜基地

“开州产”寿光蔬菜进入采摘旺季

□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李大哥，现在申请低保用手机在家就能操作。”5月12
日，江津区几江街道南门社区民政救助专干寇容正指导居
民李乐进行低保申请。上传身份证、收入证明、在校生证
明，跟着寇容的指导一步步在手机上操作，李乐很快完成低
保申请。

江津区有3.7万多名低保对象、1.4万多名特困对象，
2020年，该区成为重庆市第一个将低保和特困审批权限下
放到各个镇街的区县。今年4月，江津区开始推动社会救
助服务向移动端延伸，实现救助事项“掌上办”“指尖办”。

（下转3版）

用手机在家就能申请低保

江津实现社会救助服务
“掌上办”“指尖办”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脑胶质瘤有了新“克星”！5
月14日，金凤实验室2022-2023年度科技成果发布会在
西部（重庆）科学城举行。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金
凤实验室刘新东课题组在全世界首次发现IL-8（白介素-
8）可提高脑胶质瘤免疫检查点治疗效果，并阐明IL-8和
免疫检查点联合阻断的机制，在脑胶质瘤的免疫治疗研究
上取得重大突破。相关研究成果近期已在国际顶尖肿瘤
学期刊《Cancer Cell》（影响因子38.5）上公开发表。

据介绍，脑胶质瘤是最为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
约占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40%，被称为“大脑杀手”，恶性
程度高，病人生存期短，临床治疗手段有限，可谓神经外科
治疗中最棘手的难治性肿瘤之一。

“大家希望免疫检查点疗法能给脑胶质母细胞瘤也带
来良好效果，但目前，单独采用免疫检查点疗法，效果并不
理想。”课题组成员刘浩飞博士坦言。

问题出在哪里？课题组研究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对脑胶质瘤的免疫微环境认识不足，比如人的机体免疫
系统怎么去识别肿瘤、清除肿瘤，以及清除肿瘤过程中免
疫细胞如何发生改变等。

围绕上述问题，课题组展开了前期基础研究，通过多
组学方法，对脑胶质瘤临床样本的免疫微环境进行分析，
最终发现了IL-8这一新的治疗靶点。

据悉，课题组通过构建IL-8全人源化小鼠模型，将脑
胶质瘤细胞注入小鼠体内，再开展IL-8和免疫检查点联
合阻断治疗试验，小鼠的生存期从过去的30天左右延长至
45天。

“下一步，我们将在灵长类动物上进行前临床试验，开
展药代和安全性评价，并提交临床试验申请，有望为脑胶
质瘤患者提供新的治疗策略。”刘浩飞说。

金凤实验室团队首次发现
“大脑杀手”的新“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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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京津冀，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
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的重大国
家战略。

5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
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
会，强调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
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博大的胸襟气魄，厚重的历史担当。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从谋思路、打基
础、寻突破，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
难，不断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历史行进的脚步中，一个个标志性的节
点，一次次关键的指引，一幕幕难忘的场景，
书写着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非凡历程，也昭示着这一历史性工程更
加雄阔壮丽的未来图景。

（一）瓣瓣不同，瓣瓣同心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

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

5月的清晨，朝阳唤醒大地。

每天6点56分，都有一列复兴号高铁列
车从北京西站准时出发，一路向雄安新区飞
驰。车窗外，碧绿的麦田一望无垠，广袤的京
津冀大地风光无限——

这里是极具发展潜力的城市群：京畿重
地，濒临渤海，携揽“三北”，面积21.6万平方
公里，承载1亿多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

这里也曾困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既
有“大城市病”的困扰，又有发展鸿沟的困惑，
资源环境超载矛盾严重……

进入新时代，作答新课题，回应新期待。
带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牵挂，习近平总

书记一直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高度重视，
进行着深入思考。

向着现代化迈进的中国，要建设一个什
么样的首都？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的生产
力布局和空间结构优化如何推进？

大战略需要厘清大逻辑。
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实现重点突破，打造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并为全国区域协调发
展带来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于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京津冀地缘相接、

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
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
发展。”

大战略需要谋划大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

次在京津冀地区考察调研，主持召开一系列
相关会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同时段和
关键时刻都给予关键指引。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
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
津“双城记”；同年8月，总书记在北戴河主持
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此后在不同场合总书记又多次就京
津冀协同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
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
工作汇报。面对京津冀负责人，总书记深刻
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
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
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
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并提出着
力加强顶层设计等7点要求。

谋定而后动。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就
是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
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着力
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

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
计的目标一起做”……习近平总书记给出明
晰指引。

审议这一规划纲要，一次次提上中央重
要会议的议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走出
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
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201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
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全面实
施、加快推进的新阶段。

“思路要明确，坚持改革先行，有序配套
推出改革举措”；

“要坚持协同发展、重点突破、深化改革、
有序推进”；

“要把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作为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

一次次考察，一场场会议，一系列重要指
示，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挂念着京津冀协同发
展。

2019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再赴京
津冀调研。

这一趟，举世瞩目的河北雄安新区，古韵
厚重的天津，焕然一新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总
书记用3天时间深入考察，并主持召开京津
冀协同发展座谈会。

（下转4版）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纪事
本报讯 （记者 何春阳）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十周年。为深入解读“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主要精神，共同研讨培育发展
新动能、构建发展共同体的方法和路径，由中联部发起成立
的“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和重庆市政府共同主办，中联
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重庆市政府外办具体承办的2023

“一带一路”陆海联动发展论坛将于5月17日至18日在重
庆举办。来自“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家的50多名政党政
要、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将出席论坛。

本届论坛以“共创陆海联动发展新未来”为主题，将举
办开幕式、全体会议、平行会议、成果发布、参观考察、座谈
交流等主体活动，还将围绕“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区域经济
联动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新兴产业合作”和“‘一带
一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举办平行研讨活动。

据悉，首届“一带一路”陆海联动发展论坛于2019年6
月举办，各方形成广泛共识，发布《“一带一路”陆海联动发
展论坛重庆倡议》，成立重庆国际交往智库，成为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落实的重点项目。截至目
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覆盖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
的393个港口。

2023“一带一路”陆海联动发展论坛
17日至18日在渝举行

来自“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家的50多名
政党政要、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将出席

本报讯 （记者 唐琴）5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发展改革委获悉，川渝两省市抢抓工程建设有利时机，扎实
推进今年248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加快实
施，已开工项目226个，其中今年39个新开工项目已开工17
个，累计完成投资 8133.4 亿元，今年 1—4 月完成投资
1163.3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34.3%。

现代基础设施项目跑出“加速度”，已开工74个、累计完
成投资5067.6亿元，其中今年已完成投资680.2亿元，年度
投资完成率较一季度提高9.1个百分点。其中，成达万高铁
全线首座隧道——青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华蓥山隧道
施工全面加速；中国航油西南战略储运基地中转油库项目6
座2万立方米储油罐主体安装及网壳顶板安装已全部完成；

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起点站——甘孜1000千伏
特高压变电站主体工程开工建设。

现代产业项目持续发力，已开工78个、累计完成投资
2169.8亿元，其中今年完成投资326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40.5%，较一季度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川渝合作（广
安—合川）生物医药产业园试运行；璧山中新智能产业园项
目（一期）基础完工；年产120万吨食品级PET高分子新材
料项目扩建设备调试完成，开展试生产前准备工作。

科技创新、文化旅游、生态环保、对外开放及公共服务项
目稳扎稳打，已开工74个、累计完成投资896亿元，其中今
年完成投资157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40.3%，较一季度提
高10.9个百分点。

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今年已开工226个
累计完成投资8133.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