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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今年7月起，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享受时点提
前到二季度，这让企业流动资金进一步激
活——8月7日，来自重庆市税务局数据显
示，全市共有2947户符合条件的企业选择
在7月申报预缴企业所得税时，提前享受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加计扣除额累计达
109.33亿元，减免企业所得税27.32亿元。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是推进创新驱
动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今年6月21日，
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再次对这一政策进行
优化，明确自2023年起，在原有10月份企
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期和年度汇算清缴期两
个时段的基础上，新增每年7月预缴申报期

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享受时点，让企业
享受优惠时间再提前三个月，对缓解资金压
力，鼓励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

重庆受益企业中，民营企业享受加计扣
除的户数和金额占比分别为 92.1%和
60.4%；在享受加计扣除金额最多的前100
户企业中，有67户为民营企业，前10户企
业有6户是民营企业。

从行业来看，重庆制造业、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是受益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策的前三大行业，合
计享受加计扣除企业户数、金额占全部研发
企业的94.5%、95.9%，与2022全年相比，分
别提高了2.9个和0.3个百分点。其中，作
为实体经济根基的制造业，享受户数、金额
占全部研发企业的64.3%、82.4%。

重庆税务部门提醒，7月预缴申报期
未选择享受优惠的企业，可在9月30日前
更正第二季度预缴申报表，补充享受上半
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对于企业暂时
无法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结合自
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在10月
份预缴申报或次年年度汇算清缴时统一
享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规落地

重庆2947户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超27亿元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实习生
彭诗洋）重庆日报记者8月7日从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获悉，今年上半
年，重庆银行业精准落实各项政策，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取得积极成效。截至今年
6月末，全市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达10036.02
亿元，同比增长9.7%。

据介绍，今年以来，重庆银行业从新发
放贷款、信用贷款、中长期贷款、降成本“四
端发力”，不断优化信贷供给，强化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的要素保障，增强民营市场主体发
展信心。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发放民
营企业贷款同比增加435.7亿元，新发放民
营 企业 贷 款占新发放企业类贷款的
47.9%。截至今年6月末，全市民营企业信

用贷款余额达1671.2亿元，同比增长20%；
民营企业中长期贷款余额达4843.8亿元，
同比增长11.1%，占民营企业贷款总余额的
48.3%。

在贷款持续增加的同时，民营企业的融
资成本却在下降。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
市新发放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4.33%，同比下降0.33个百分点。

除了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也得到了重庆

银行业重点支持。据了解，今年以来，重庆
银行业全面提升小微金融服务质效，进一步
扩大了小微金融服务覆盖面。截至今年6
月末，全市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
5029.78亿元，同比增长20.11%；有贷款余
额的户数为70.6万户，同比增长7.5%。

同时，小微企业信贷结构持续优化。截
至今年6月末，全市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中的信用贷款、中长期贷款、无还本续贷

余额分别为 964.45 亿元、2306.79 亿元、
1071.7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3.43%、
32.66%、49.15%。

从融资成本来看，重庆小微企业融资成
本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全市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2865.82亿元，同比增长24.69%。这些贷款
的加权平均利率为4.69%，同比下降0.47个
百分点。

重庆银行业精准落实各项政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上半年重庆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超1万亿元

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8月7日，16点30分，江
北区江北嘴，中建二局江北
嘴B01超高层酒店项目施工
现场，工人正在加紧施工。

当日，重庆市发布高温
橙色预警信号。夏季高温时
段，该工地采取错峰施工，每
天6点至10点、16点至20点
为工作时间。后勤管理人员
将藿香正气液、西瓜等防暑
降温物品送到工地，在保证
工人健康安全的前提下推进
工程进度。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错峰施工保进度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 实习生 司展图)8月4日，
重庆市与中国农科院战略合作项目“高品质水稻资源的引
进发掘与创新利用”观摩会在永川举行。在永川卫星湖街
道、来苏镇，引自中国水稻所的1013份优质水稻材料、47
个水稻新品种已长至金黄，迎接专家的现场检查。

耐高温寡照的优质水稻新品种选育是市农科院科技攻
关的重点领域之一。而中国水稻研究所作为水稻育种“国
家队”，在人才、科研材料、育种技术等方面具有极强优势。

近年来，市农科院特作所渝优水稻团队密切与中国水
稻研究所联系，去年已从该所引进513份耐高温伏旱的优
质水稻育种材料在永川开展育种试验。

“今年，通过市政府与中国农科院的院地合作，中国水
稻所又提供了500份育种材料，现在累计达到1013份。”
市农科院特作所研究员李经勇说，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有
50份左右的材料表现优异，有的甚至可以直接转化应
用。“我们已有2个品种进入区域试验，大大加快了品种的
选育进程。”

目前渝优水稻团队还从中国水稻所引进水稻新品种
47个，在我市高温伏旱条件下，观察稻米品质、产量性状、
生育期等指标，筛选品质优、低氮高效、再生力强的新品种。

“近年来，我们在再生稻方面加强技术攻关，通过品种、
机械、栽培技术配套，减轻人工劳作强度，扩大再生稻蓄留
面积，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安全。”市农科院特作所副所
长姚雄说，搭配中国水稻所华香优228这一再生力强的品
种，特作所自主研发小型收割机，几乎没有对蓄留稻桩碾
压。今年，这项“宜机化区中稻——再生稻全程轻简优质丰
产技术”成功入选全国农业主推技术。

中国农科院与重庆院地合作持续深化

一批新材料新品种“安家”重庆

本报讯 （记者 白麟）8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悉，日前，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
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方
联合签订了《川渝工程建设项目远程异地评标合作协议》。
这是第一次由川渝两地监管部门和交易平台共同签署的远
程异地评标合作协议。

据介绍，此次合作协议的签订，进一步明晰了川渝两地
监管部门的职责，明确由主场招投标监管部门履行监督职
能。与此同时，对评标专家费用的支付标准及支付主体达
成了共识，为两地常态化、规范化开展远程异地评标奠定了
基础。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川渝两地远程异地评标合作的深入推进，将有效解决专
家地域过于集中、评标专家“熟面孔”“圈子化”等长期存在
的问题，进一步促进评标专家资源区域共享，助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市场一体化建设。

该负责人表示，未来，重庆将与四川协同推动系统互认
与技术对接，配置搭建完善的软硬件环境，加强组织协调，
为远程异地评标活动提供全方位保障，为川渝两地市场主
体提供更加规范、便捷、高效的交易服务，推动川渝要素市
场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

据了解，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的大力推动下，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已与四川成都、绵阳、广元、广安、
武胜等多个交易中心开展远程异地评标项目34宗，涉及交
易金额近3亿元，有效遏制和避免了部分地区评标专家数
量少导致的“熟人效应”，为招投标活动提供更加公开、公
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川渝首次签订远程异地
评标合作四方协议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生 彭语涵）重庆日报记
者近日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针对职称申报评审中专业技
术人员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市人力社保局将积极实施数
字赋能、优质服务、专项整治“三项行动”，着力推动职称工
作提质增效。

一是围绕更高效，实施数字赋能行动。我市将迭代升
级职称申报评审系统，把全市330余个职称评审委员会纳
入平台统一管理，构建职称申报评审“一件事”、渝快办“一
平台”、全流程线上“一次办”、公众“零跑路”经办模式，打造
集智能申报、智能审核、智能监管于一体的数字化职称申报
评审应用场景，为全市225万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权利平等、
条件平等、机会平等的职称评价公共服务。

同时，聚焦群众所盼，新的申报评审系统通过17类80
余项数据共享，精简证明事项10余项，为申报人自动载入
身份、学历学位、社保参保、继续教育、职称职业资格等要件
信息，减少填报项目、课题、论文、论著、获奖等部分系统自
动比对业绩信息；协同9个部门13项业务，压缩群众办事
时长近30天，全面提升服务效能。

二是围绕更便捷，实施优质服务行动。针对职称申报
评审高频事项及常见问题，将分别从申报人、单位审核推
荐、主管部门审查推荐、各评委会审核评审、各级职改办监
督管理等不同角度，分类梳理形成标准统一、流程规范、事
项清晰、责任明确的职称申报评审服务指南并制作成图解，
成为大家的“掌中宝”。

三是围绕更满意，实施专项整治行动。市人力社保局
将联合市委网信办、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
自2023年8月至12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职称领域中介
机构专项整治行动。 （下转3版）

重庆将升级职称申报评审系统
全流程线上“一次办”

□新华社记者 黄明 刘艺 黄一宸

受台风“杜苏芮”影响，七月底以来，华
北、黄淮、东北等地出现极端降雨过程，洪涝
地质灾害严重，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

习近平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听从统帅号
令，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勇挑重担，持续奋战
在防汛救灾一线，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
上的使命和担当。

紧急驰援，充分发挥军队
突击队作用

统帅心系人民，部队听令景从。驰援灾
区，刻不容缓——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连日暴雨
导致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附近河道水位不
断上涨，漫灌风险激增。武警北京总队某支
队2000余名官兵第一时间出动，在河床低洼
处垒筑堤坝，保护全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与此同时，几十公里外的河北省高碑店
市白沟河任务区，火速抵达的中部战区陆军
第82集团军“铁军旅”官兵，在暴雨泥泞中挥
动铁锹、装填麻袋、加固岸堤。

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多个村镇因连
日暴雨遭遇山洪。中部战区陆军第81集团
军某旅近200名官兵，携带40余台工程抢修
及机械化桥梁装备，从多个驻训地连夜奔赴
受灾地域……

汛情就是命令，生命重于泰山。在党中
央、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人民子弟兵更多
力量向防汛救灾一线集结，一系列部署从指
挥中心下达：

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8月1日前
置指挥所，统筹1万余名官兵、民兵，在北京、
天津、河北等地有序展开救援。

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5次下达专
项指示，及时向黑龙江、吉林方向派出前进指
挥所，战区陆军、空军、海军多支部队奉命出
动。

武警部队作战勤务指挥中心24小时运
转，根据各方向汛情变化调派兵力、动态协调
各类保障。

……
危难之际，党和人民心连心；生死关头，

子弟兵和人民在一起！
随着“杜苏芮”北上，洪水逼近黑龙江省

多地，城镇村庄面临洪水倒灌的危险。8月4
日凌晨，北部战区陆军第78集团军某合成
旅、某工化旅兵分两路携大型机械装备奔赴

灾区；武警黑龙江总队哈尔滨支队200余名
官兵在蚂蚁河尚志段，连夜奋战9小时。

哪里有灾情，部队就出现在哪里。救灾
一线，处处是党旗红和迷彩绿——

被暴雨冲垮路基的丰沙铁路上，武警北
京总队某支队参谋长王峰带领40余名官兵
组成突击队，跋涉12公里挺入旅客列车被困
地域；河北省涿州市靖雅学校安置点1000余
名村民被困，承德军分区指挥员刘卫平带头
进入流速15米每秒的洪水中实地勘察研判；
吉林省舒兰市人武部政委周昆训在前赴一线
途中遇险，因公牺牲……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让老百姓看到，党和
国家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武警黑龙江总
队现场指挥员贾洪运说。

勇挑重担，全力保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暴雨过后，北京市房山区杨林水村道路
中断、电力中断、通信中断，与外界失联。

8月3日上午，中部战区陆军第82集团
军某合成旅奉命派出侦察组向杨林水村挺
进。攀登近乎垂直的崖壁、穿过水流湍急的
深沟，官兵抵达杨林水村后发现，一名13岁
的女孩在山洪来临时身受重伤。

侦察营副营长周鑫立刻组织官兵将女孩
外送，历经4个多小时的跋涉，官兵们以肩为
梯、以背为桥，为女孩开辟了一条生命通道。

全力搜救失联、被困人员，尽最大限度减
少人员伤亡……风雨中，人民子弟兵以实际
行动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

哪里有困难，部队就攻坚在哪里。
华北多地，暴雨如注。官兵们冲锋在前、

连续奋战——
中部战区空军出动直升机勘察受灾情

况，为在一片汪洋中开展救援的地面力量提
供重要参考；中部战区陆军第81集团军、第
82集团军多支专业救援力量抢通道路、加固
岸堤；武警北京总队、河北总队官兵持续搜救
失联、被困人员；河北省军区民兵分赴6地抢
险救灾……

东北防汛一线，险象环生。官兵们与即
将过境的洪峰争分夺秒——

8月5日凌晨4时，驻守在黑龙江省牡丹
江市、人民空军起飞地的北部战区空军航空
兵某旅，接令迅速组成应急防汛抢险分队，
200名官兵冒雨出动遂行筑堤巡防任务。

截至7日8时，黑龙江省多条河流水位
告警，吉林省多处河道点位风险等级增加。

河流超警戒水位！洪水蓝色预警！
（下转3版）

听令景从 勇挑重担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持续奋战防汛救灾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