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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1月29日，
市住房城乡建委发布消息，重庆轨道交通5
号线（大石坝—石桥铺段）和10号线（后堡—
兰花路段）今日开通初期运营，这意味着我市
两条南北向轨道骨干线路实现全线贯通。

轨道交通5号线（大石坝—石桥铺段）长
4.7公里，开通忠恕沱、红岩村、歇台子3座车
站。其中，红岩村站可与9号线换乘，歇台子
站可与1号线和18号线换乘（暂需出站换
乘）。新开通路段运营时间与5号线已开通
区段保持一致，首班车发车时间6∶30，末班
车发车时间23∶00，工作日最小行车间隔为
5分钟。5号线贯通运营后，能够有效串联九
龙坡区、渝中区、江北区，新增一条中心城区
南北贯通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充分发挥轨道
交通过江通道的作用，减少沿线居民过江的
通勤时间。

10号线（后堡—兰花路段）长3.8公里，
开通南湖、万寿路、兰花路3座车站。其中，
南湖站可与环线换乘，南坪站暂不具备开通条
件。后堡—兰花路段初期运营时间为7∶30
至 20∶30，工作日最小行车间隔为 6分 30
秒。10号线贯通运行后，覆盖了南坪商圈、
回龙湾住宅区，可连接起南岸区、渝中区、江
北区和渝北区，进一步缓解南岸、江北与渝中
半岛之间的跨江交通压力。

此外，今日起，江跳线与5号线将贯通载
客运营，列车从江跳线圣泉寺站到5号线石
桥铺站可一车直达。

本报讯 （记者 张珺）11月29日上午，市委书记袁家军看望
了我市新当选的两院院士。

市领导陈新武、张安疆，重庆大学校长王树新、陆军军医大学政
委耿德文参加。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吴玉章、刘汉龙当选中国工程院院
士表示热烈祝贺，对他们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科技创新作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当选两院院士是巨大的荣誉，更是
沉甸甸的责任。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关键在科技创新。希
望各位院士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
述，围绕“四个面向”，发挥领头雁、排头兵作用，建好用好大平台、
大学科、大装置，更好聚才引才育才，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中立新
功、创佳绩。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为院士专家做好服务保障，提供创
新创造的良好环境。

吴玉章、刘汉龙感谢市委、市政府对科技工作者的关心关怀。他
们表示，在新起点上，将继续发扬科学家精神，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在
科研、人才培养、团队建设等方面继续努力，为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力量。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袁家军看望我市
新当选的两院院士

本报讯 （记者 韩毅）近日，世界旅游联盟、中国国际
扶贫中心联合发布《2023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
振兴案例》，《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阿依河社区：特色农旅
融合之路》和《城口县东安镇：巴山原乡的农旅融合之路》两
个案例成功入选。

近年来，重庆积极培育乡村文旅融合新场景、新业态、新
模式，发展文旅产业，做大做活旅游富民文章，吸引更多人到
乡村体验乡风、乡韵、乡愁。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绍庆街道阿依河社区，立足特有
山地资源禀赋、国家5A级景区优势和城乡一体化特色，打造
胡家湾苗寨建筑群和特色采摘园区，开发家庭亲子、情侣度

假、疗养休养、研学活动等个性化旅游产品，发展设施农业和
数字农业，坚持走绿色发展、融合发展之路，全力打造阿依河
农旅融合发展示范区，促成了集体经济和村民人均收入的同
步提升。

城口县东安镇依托亢谷国家旅游度假区和亢家寨国
家5A级旅游景区建设，打造场镇至黄安坝、密水村、朝阳
村和亢谷东南西北四条精品旅游观光线路，形成“一谷四
片”，即亢谷、青龙峡湾片区、正河片区、黄安草场片区和
密水人家片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塑造“巴山原乡·中
国亢谷”旅游品牌，走出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
径。

2023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发布

重 庆 两 案 例 入 选

本报讯 （记者 彭瑜）11月29日，记者从梁平区获悉，日前在
北京召开的2023食品预制化（预制菜）产业基地生态大会上，赛迪顾
问消费经济研究中心发布《2023预制菜产业基地百强研究》报告，梁
平位列2023全国预制菜产业基地百强榜单首位。

据介绍，本次评价制定了“2023预制菜产业基地综合实力评价
指标体系”，涵盖产业实力、产业潜力、产业创新、产业转型4个一级
指标，下设8个二级指标、27个三级指标，引导预制菜产业基地提高
综合实力，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去年以来，梁平区抢抓预制菜产业发展新风口，率先提出打造中
国西部预制菜之都，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预制菜产业基地为目
标，加快构建“三区五中心九平台”预制菜产业生态，为市场主体提供
全生命周期服务，完善对外物流通道，持续举办峰会节会展会，预制菜
产业加速集聚，平台支撑力、产业集聚力、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强。

目前，梁平区有预制菜产业链企业318家，产品精深加工率达
40%，园区集中度达79%。2022年，全区预制菜全产业链实现产值
236亿元，规上预制菜企业对全区规上工业产值贡献率26.5%，推动
规上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位列渝东北第一。

此次位居“2023预制菜产业基地百强”榜首，是梁平今年1月以
全国排名第一的成绩入选工信部“2023十大预制菜产业基地”后获
得的又一殊荣。

据悉，根据产业布局，梁平将力争到2025年预制菜产业产值达
到500亿元，到2030年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预制菜产业基地。

2023全国预制菜产业基地百强榜单发布

梁平区位列榜首

□本报记者 陈国栋

“小伙子，不要翻栏杆。车多，危险。”
11月28日中午，沙坪坝区石井坡街

道团结坝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春
敏，利用休息时间专程去了一趟双团路与
嘉好路相接的丁字路口。

轨道交通1号线从嘉好路上穿而过，轨
道下有一米多高的护栏，禁止人车穿行。
听说最近每天很多人翻越护栏，她去现场
看看情况。

刚走到路口，就看见一年轻男子正想
翻越栏杆，她立即招呼制止。

“要不了多久，护栏会打开一个口子，
到时大家出行就方便了。”杨春敏说。

据团结坝社区统计，嘉好路护栏两侧
有3个小区、3000余户居民，另有双团路方
向的老旧小区居民2000余户，还有沙滨幼
儿园、石井坡街道办事处、3222路公交车
站等，每天有大量群众往来公路两侧。

而双团路路口正对护栏方向，到左边的
斑马线有300米左右，到右边斑马线有200
米左右。“那些赶时间的人就翻栏杆、走捷
径。”杨春敏说，特别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学、
放学以及上下班高峰期，这种现象更多。

11月11日，杨春敏来到现场，抓拍了
一些行人翻越栏杆的照片，然后发给区交
巡警、区住建委有关负责人。照片反映的
情况引起了两个部门的重视。

两个部门负责人现场查看后告诉杨春
敏，近期将协调建设方免费为群众打开一
个护栏口子，方便群众安全通行。

杨春敏说，过公路看起是一件小事，但
这样的小事，事关群众的安全和方便，那就
是大事。

为群众协调开通公交线路；争取区委
组织部和街道支持，把湿滑的垃圾分类投
放点的路面重新打造……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杨春敏一直为群众的各种“小”事奔忙。

作为一名在团结坝社区工作了近20
年的“老书记”、“杨春敏党代表工作室”负
责人，杨春敏不仅热心为群众办实事，她还
发挥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等优势，在全市范
围内带出了170多名村（社区）书记。

（下转2版）

沙坪坝区积极激发基层干部积极性

群众的“小”事 社区书记的“大”事

□本报记者 王亚同

“我妈妈瘫痪在床，要定期更换胃管、
尿管，社区能否提供上门服务？”“区人民医
院能提供这类服务，我们可以帮您约一
下。”近日，家住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的谢
女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站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通过互联网
预约的医护人员当天就上门了。

两个月前，谢女士的母亲突发脑梗，目
前瘫痪在床需要长期留置胃管、尿管并定
期更换。谢女士居住的老旧小区没有电
梯，老人的情况难坏了她。好在九龙坡区
开通了“云医院”，行动不便的患者可以一
键预约“互联网+护理”上门服务。

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谢女士用手机在
网上下了单。九龙坡区人民医院接到这一
需求后，立即派单给神经内分泌科护士熊
晓琴带队前往患者家中。他们携带必要的
医疗物品，按照标准化流程对老人进行了
详细评估，并更换了胃管、尿管。

“手机预约医护人员上门，真正解决了
患者的急难愁盼。”谢女士说，这大大方便
了患者和家属，希望能进一步推广并扩大
覆盖范围。

九龙坡区人民医院党委负责人介绍，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医院依托九龙坡云医
院平台，牵头在全区公立医院开展“互联
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制定开展了四大
类共17项护理服务。如今，医院周边5公
里范围内，高龄或失能老年人、康复期患者
等行动不便人群，以及母婴人群等特殊人
群通过线上申请，可预约医院提供的专项
护理、基础护理、健康教育、母婴护理等居
家健康护理服务。目前，区人民医院已完

成“互联网+护理”服务达900余单，获得
服务对象及家属高度认可。

为推动优质护理服务下沉外溢，九龙
坡区人民医院在全院范围内选拔人员，打
造了“互联网+护理”党员先锋突击队，持
续扩大护理服务覆盖范围，并以服务辖区
居民为重点开展调研，明确服务时间、半径
和价格，减轻患者家庭负担。同时，医院组
建了9个专业小组，推动“互联网+护理”流
程畅通、服务规范。

九龙坡区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

一 键 预 约 医 护 上 门

□本报记者 龙丹梅 周传勇

初冬时节，走进位于大渡口区茄子溪
街道四达路的 PROAM STUDIOS影
视全产业链4号仓库影视产业园，多部影
视剧正在这里拍摄，摄影棚内不时有剧组
人员进出。

今年以来，产业园片约不断，还带火
了大渡口钢花影剧院、义渡古镇、白沙沱
长江大桥、万象汇……成为广受剧组青睐
的外景场地。

很难想象，一年前，这里还是一座闲
置的民营体育场馆。如今，这里已是重庆
中心城区首个规模化棚拍基地，有实景
棚、外联制片、摄影棚、群演、道具服装器
材租赁等一站式影视制片服务。

“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剧组来电询

问。”4号仓库影视产业园负责人周石屹
告诉记者，产业园建成不到一年，已接待
来自北京、上海、深圳、重庆等地的大小剧
组58个，吸引40多家影视企业和工作室
入驻，“项目建成才70%，目前产值已达
2000万元，影视全产业链正加速推进。”

从无到有
闲置体育馆变身棚拍基地

“周三看场地，周四签约，周五便进场

开拍了……”谈起上周一个剧组的进驻情
况，周石屹语带自豪。

近年来，山城重庆因8D魔幻地形等
特色“出圈”，深受影视剧组青睐。周石屹
从2003年起从事影视产业，2022年落户
大渡口。

“大渡口区交通便利，明确提出了
‘公园大渡口，多彩艺术湾’的目标。”周
石屹说，这是他选择大渡口打造影视全
产业链的原因之一。4号仓库影视产业

园位于长江之畔的多彩艺术湾，经过改
造，平平无奇的体育场馆变身影视器材仓
库和摄影棚，周边也迅速聚集起大批影视
从业人员，成为重庆中心城区首个规模化
棚拍基地。

“我们在大渡口打造的影视全产业链
项目，由4号仓库影视产业园、影人云产
业链数字平台、影人视界孵化器三大板块
构成。”

（下转2版）

闲置场馆变棚拍基地 大渡口有“戏”
今年以来4号仓库影视产业园片约不断

重庆两条轨道交通线今日全线贯通运营
5号线穿过嘉陵江，10号线覆盖南坪商圈

江跳线与5号线实现贯通运营，江津可直达石桥铺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促实干 晒实绩 求实效

轨道交通5号线调试列车经过红岩村嘉陵江大桥。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李裕锟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11月27日，记者从西部（重庆）科学
城获悉，科学城近日发布了《实施“新凤人才”计划加快集聚青年人
才的政策措施》（简称“新凤人才”政策），重点面向40周岁以下、从
本科到博士后的青年人才提供政策保障和精准服务。

“新凤人才”政策主要从支持人才创新、人才创业、人才引进、
人才发展四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干货”，构建科学城塔基人
才政策体系，加快集聚青年人才。

比如，在人才创新方面，为支持博士后科研工作，按照上级资助
资金1∶1比例进行经费配套资助。对到国（境）外高校、科研机构、企
业的优势学科领域合作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的进站博士后科研人
员，给予每人每年15万元国际培养交流资助，资助期限最长为2年。

成为“新凤人才”需满足哪些条件？
总体上，“新凤人才”应为全日制本科（初级职称或高级工等相

应职级）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与重庆高新区直管园内企业（含科研
机构）签订1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在重庆高新区缴纳社会保
险。自主创业者须满足创业项目入驻重庆高新区区级及以上创新
创业孵化平台的条件。在读博士研究生需在重庆高新区企业（含
科研机构）从事研究或工作。

年龄上，本科生（初级职称或高级工等相应职级）应不超过25周
岁，硕士研究生（中级职称或技师等相应职级）不超过30周岁，博士
研究生（高级职称或高级技师等相应职级）不超过35周岁，博士后不
超过40周岁，自主创业者不超过40周岁。

西部（重庆）科学城发布
“新凤人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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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欧营村将闲置四合院建成
村史馆，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浓缩千年乡愁 绽放乡村魅力

缙云掌突蟾！

重庆发现两栖动物新物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