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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7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中新项目管理局了解到，“新加坡·重庆周”今日在新加坡中国文
化中心启动，包括90件巴渝非遗文创展品在内的众多重庆元素
将在“狮城”亮相。

“新加坡·重庆周”由重庆市政府和新加坡贸工部联合主办，
市中新项目管理局、市文化旅游委、市政府外办和新加坡企业发
展局承办。今日下午，举行启动仪式暨重庆-新加坡旅游推介
会，同时现场还将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据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设置了非遗互动展演区和非
遗文创展陈区。非遗互动展演区将有非遗传承人现场表演，展
示非遗技艺，包括梁平木版年画、重庆黄杨木雕刻工艺、酉州苗
绣、江北竹壳雕刻技艺、木叶吹奏等。非遗文创展陈区则展出江
北木刻工艺品、大足石雕、武隆蜡染制品、合川峡砚、城口漆器等
90件非遗文创展品。

“新加坡·重庆周”期间还将举行重庆中医药新加坡行、重
庆-新加坡企业对接交流会暨渝西地区一体化发展推介会、重
庆老字号美食新加坡行等活动。

90件巴渝非遗文创展品游“狮城”

“新加坡·重庆周”今日启动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
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党对网信工作的领导
全面加强，网络空间主流思想舆论巩固壮
大，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基本建成，网络安全
保障体系和能力持续提升，网信领域科技自
立自强步伐加快，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有效
发挥，网络空间法治化程度不断提高，网络
空间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增强，网络强
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网信事业
的重要地位作用日益凸显。要以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网络
强国的重要思想，切实肩负起举旗帜聚民
心、防风险保安全、强治理惠民生、增动能促
发展、谋合作图共赢的使命任务，坚持党管
互联网，坚持网信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治
网之道，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正能量
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
事，坚持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坚持发挥
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坚持依法管网、依法
办网、依法上网，坚持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坚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网信工
作队伍，大力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以
网络强国建设新成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
出新贡献。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
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确保党中央关于网
信工作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各级网信部门要
忠于党和人民，勇于担当作为，善于开拓创
新，敢于斗争亮剑，甘于拼搏奉献，为推动网
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7月
14日至15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出席会议并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蔡奇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鲜明提出网信工作的使命任务，明确

“十个坚持”重要原则，并对网信工作提出要
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

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网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
们要坚决贯彻落实。

蔡奇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网信事业取
得重大成就，最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
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
国的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网信事业发展
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党对网
信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全新高度，是新
时代新征程引领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
网络强国的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入学习领
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贯彻到网信
工作全过程。

（下转2版）

习近平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大 力 推 动 网 信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蔡奇出席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并讲话 丁薛祥出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7月16
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文章强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
举措，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集中部署。继续推进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目的是推动党对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机构设置上更加
科学、在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
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

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项复杂系
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
永逸，需要根据新的使命任务、新的战
略安排、新的工作需要，不断调整优化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使之更好适应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

（下转2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报记者 周盈

“现在的政策真是方便，‘一证多址’政
策让我们公司顺利找到了厂房，烦心事终于
解决了。”日前，位于江津的重庆津溪茅酱酒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松了口气。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准备扩产，由
于生产前端蒸煮和糖化发酵工艺需要的
厂房面积较大，一直没能找到符合条件的
厂房。

随后，该负责人了解到市市场监管局刚
推出的“一证多址”改革政策，允许多个厂址
申办一个生产许可证，这样可供选择的地方
就多了。“我们很快找到了适合的厂房，并且
从提交申报资料到拿到‘一证多址’的食品
生产许可证，只花了8个工作日，方便又高
效。”

据了解，为给企业纾困解难，今年5月

以来，市市场监管局进一步推动食品生产许
可“一证多址”改革，即在全市同一区县范围
内，将原来的食品生产许可“多址多照多证”
改为“多址一照一证”，准予在食品生产许可
证上载多个生产地址。目前，全市已有“一
证多址”食品生产企业36家。

据悉，对“一证多址”改革可能出现的风
险点，市市场监管局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
共梳理出不满足许可条件、未经许可擅自增
加生产地址、监管所管辖区域不统一等风险
点3个。针对上述风险隐患，组织专题讨
论、多方论证、反复研判，提出了现场核查、

执法监管以及层级监管等12条管控措施，
形成《食品生产许可“一证多址”风险评估台
账》。

位于綦江的重庆金星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按之前‘一企一证一址’的监
管要求，新增生产地址需要单独办理营业
执照和生产许可证，两个生产地址对应两
个市场主体，每年的年报、纳税申报、许可
证管理等工作都将耗费双倍时力。而‘一
证多址’实施后，减少了办事环节，提升了
办事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切实为我们减
轻了负担。”

“一证多址”改革是市市场监管局开展
惠民暖心优服行动的抓手之一，聚焦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企业
解难题、为群众办实事。

以民生实事为着力点，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市市场监管局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深入
一线听取呼声，围绕食品抽检、老旧电梯改
造等确定10项民生实事项目，印发了《主题
教育民生实事项目清单》，并坚持定期跟踪
推进、常态督办督查，确保清单任务全面落
地见效，真正将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切实把
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市市场监管局推动主题教育落地见效

“一证多址”改革为企业纾困解难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 魏玉坤）国家统计局15
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夏粮产量稳中略减，仍处于较高水平，实
现了丰收。全国夏粮产量14613万吨（2923亿斤），比上年减少
127.4万吨（25.5亿斤），下降0.9%。

夏粮播种面积持续增加。2023 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26609千公顷（39913万亩），比上年增加78.5千公顷（117.8万
亩），增长0.3%，连续3年实现增长。

夏粮单产小幅下降。2023年全国夏粮单产5491.8公斤/公
顷（366.1公斤/亩），比上年减少64.3公斤/公顷（4.3公斤/亩），
下降1.2%。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表示，夏粮单产下降主要是
受河南等地严重“烂场雨”天气影响。夏粮播种以来，主产区光
热充足，大部时段农田墒情良好，农业气象灾害影响偏轻，病虫
害防控及时有效，前期条件总体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
成。但5月下旬北方麦区出现大范围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雨
量大、影响范围广，导致灌浆期小麦光照不足，千粒重下降。此
外，西南地区冬春连旱，云南、贵州等地夏粮单产有所下降。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夏粮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
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贵荣说。

今年全国夏粮实现丰收
总产量达2923亿斤

□本报记者 陈国栋

“你家的果园都在山坡上，平时怎么施
肥呢？”

7月12日下午2点，骄阳似火，在南岸
区广阳镇一片果园里，市农科院果树研究所
副研究员杨海健问村民胡明波。

胡明波的果园地势陡峭，日常管护几乎
只能靠人力。50亩的果园里种植了李子、枇
杷、桑葚、樱桃等，成熟期春夏秋冬都有。“想
法是好的，希望一年四季都有收入，但管护
难度太大，如果不能投入大量人力，就可能
收成不好。”杨海健说。

杨海健建议胡明波精选两三个品种进

行种植，在靠近公路的坡底种植李子、枇杷
等品种，与乡村旅游采摘体验项目结合发
展；在地势较高的坡顶，最好专攻某一个品
种，种出精品。

前段时间，南岸区科技局组织广阳镇胡
明波、潘永强等7名农户到市农科院寻求发
展之策。作为回应，市农科院组织党员专家
团队走进广阳镇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为农

户的产业发展解难题、出对策。
针对上次潘永强提出的“桃子保鲜期

短，希望进行品种改良和结构调整”的诉
求，专家服务团一行来到大佛村生态果
园。这里的青桃挂满枝头，经过工人精挑
细选的优质青桃已装入箱中，正等待发往
各地。

果园约有600亩土地，种有两三百亩青

桃、两百多亩柑橘，另外还分别种了三四十
亩樱桃和观赏花。

“我们主要是网上销售和预约采摘，但
桃子保鲜时间短，遇上重庆的高温天气，就
更难保存了。”潘永强希望引进口感更好更
甜的新品种，同时也想调整桃子的品种结
构，以延长鲜果供应时间。

（下转3版）

市农科院把科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农户上门取经 专家团队回访支招

本报讯 应新加坡政府、斯里兰卡人民
阵线党、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邀请，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于7
月16日至25日率中共代表团访问上述三国。

袁家军率中共代表团访问亚洲三国

7月13日，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组织冲锋舟操作训练。
入汛以来，重庆连续出现暴雨天气，为更好应对突发汛情，

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积极开展训练，进一步提升水上救援
能力。 通讯员 唐志勇 徐优 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加强水上训练 提升救援能力

7月12日，巫山县福田镇松柏村村
民举办百家宴，庆祝脆李丰收。

松柏村曾是不通电、不通公路、满
山荒草的贫穷村。近年来，该村大力
发展柑橘、脆李等产业，如今已种植
2000 多亩柑橘和 2500 亩脆李。今年，
脆李喜获丰收，预计产量可达100吨以
上，产值100多万元。

眼下正是多雨季节，村民给李树
撑起了防雨膜，防止脆李烂果。

通讯员 卢先庆 陈久玲 摄影
报道/视觉重庆

巫山：

百家宴 庆丰收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白秀颖）7月15日，在
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组织下，国家重点专项2022年度部省联
动项目“重庆典型山区高效特色种养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集成与
示范”在重庆正式启动。该项目组将开展茶叶、马铃薯、油茶、
生猪等产业关键技术集成研究与应用，为城口、巫溪、酉阳、彭
水4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
支撑。

2021年，城口、巫溪、酉阳、彭水被确定为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科技部将茶叶、马铃薯、油茶、生猪等4个特色产业，
纳入2022年部省联动专项进行重点支持。

项目负责人、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李中林研究员介绍，
该项目自立项以来，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接下来，我们将针
对4个重点帮扶县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关键技术需求，
集成与示范应用一批绿色、优质、高产、高效生产标准和技术规
程及技术模式，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区科技帮扶模式和
经验，推动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通过项目的实施，预计到2025年，项目组将引进筛选茶树、
油茶、生猪和马铃薯等优良品种10—14个，制定优质高效生产
标准和技术规程16—18项，培育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4家以
上；建立茶叶、油茶和马铃薯示范基地3100亩以上，示范推广
10000亩；建立年存栏1000头以上生猪核心示范基地1个，示
范推广生长育肥猪10000头，良种覆盖率90%以上；研发茶叶、
马铃薯和饲料新产品5—6个；技术培训4000人次以上，带动脱
贫农户3200户，户均增收5000—10000元。

为重点帮扶县发展高效特色产业提供科技支撑

国家重点专项项目在渝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