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6CHONGQING DAILY

2024年 1月3日 星期三
责编 林懿 美编 乔宇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纵深推
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取得突破
性进展，加快实施“十项行动”，迭代升
级“四张清单”，当好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排头兵”，大力推动渝西地区高质量发
展，深化川渝全方位合作，合力打造带
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如何当好“排头兵”，深化川渝全方
位合作？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邀请
了部分区县、部门负责人进行讨论。

深化实施“十项行动”，持续
迭代升级“四张清单”

新重庆-重庆日报：川渝全方位合
作目前进展如何？下一步将从哪些方
面继续发力？

高健：2023年以来，市发展改革委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按照市委“一号工程”部署，
大力推进“十项行动”，深化与四川的战
略协作、工作协调，以一盘棋、一体化的
高度自觉协同推动国家战略落地落实，
在机制优化、产业协作、政策协同、项目
共建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提
升了全方位合作水平。

2023年 8月，双城经济圈建设跨
区域协作18条经验做法获得了国家发
展改革委首次通报推广。2023年前三
季度，双城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9万亿元、同比增长6.2%。

总的来看，川渝合作机制持续优
化，产业能级持续提升，前三季度，双城
经济圈共完成工业增加值1.68万亿元、
同比增长6%；政策体系不断完善，“1+
7+13”重点规划体系基本健全；重大项
目滚动实施，截至2023年12月底，共
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已完成年度投

资4138.4亿元，超额完成全年投资任
务。

下一步，市发展改革委将深入贯彻
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纵深推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取得突破性
进展，深化实施“十项行动”，持续迭代
升级“四张清单”。继续携手四川加强
全方位合作、全领域协同，对标国家战
略腹地建设要求，完善共建体系、实现
共赢发展，聚焦双核引领联动、现代化
产业体系构建、科技创新、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等加快形成一体化工作体系，
打造更多具有川渝辨识度的标志性成
果，不断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合力打
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为一域服务全局作出更大贡献，以优异
成绩迎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
略实施5周年。

协同加快美丽川渝建设，携
手打造“六江”生态廊道

新重庆-重庆日报：大力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深化川渝
全方位合作，在规划层面有哪些动作？

扈万泰：重庆规划自然资源系统将
协同四川规划自然资源系统，聚焦优化
国土空间体系、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能职责，紧扣一体化
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全方位合作、全
领域协同，努力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一是协同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加
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规划
审批，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统筹引领和
支撑保障作用。协同优化交通枢纽规
划，深化渝西地区国土空间规划，加快
推进两江四岸整体规划实施工作，提升
城市功能和生态空间布局。

二是协同提升规划自然资源治理
能力。共绘数字川渝国土空间底图，加
快川渝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数字
化治理，打造区域国土空间信息平台样
板。强化“多规合一”，数字赋能推进发
挥“一张图”统筹引领作用，提升国土空
间和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三是协同强化要素资源保障。围
绕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工业用
地资源要素供给与配置，进一步做好工
业“标准地”供应，推动“亩均论英雄”改
革，促进工业发展质效提升。统筹保护
与发展，强化川渝重大项目保障协同。

四是协同加快美丽川渝建设。川
渝两地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将共同谋划
实施一体化保护生态修复项目，携手打
造长江、嘉陵江、乌江、岷江、涪江、沱江
等“六江”生态廊道。全面开展美丽川
渝城乡风貌整体大美创建工作，高质量
推进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深化构建渝
西地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功
能区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推动渝西地区建设西部陆海
新通道南向开放新枢纽

新重庆-重庆日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协同发展，交通要先行。接下来
如何推动交通一体化发展，取得一批标
志性成果？

许仁安：重庆交通要努力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当好开路先锋，接
下来，将加强川渝联动、强化市区协同，
加快打造内畅外联的综合立体交通
网。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推动渝西地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
道南向开放新枢纽。把渝西地区交通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作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主战场、发力点，谋划布
局渝西地区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加快建
设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高效融入国家

“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加快在建的成
渝中线等6条高铁建设，力争启动建设
渝宜高铁。

加密完善公路网络。加快“4环22
射60联线”高速公路网建设，以省际通
道、射线扩能项目为重点，高标准实施
成渝高速原路加宽等项目。加密升级
干线公路网。

共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争取国
家尽快启动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加快
推进国家高等级航道网、现代化港口群
建设，推进嘉陵江利泽、万州新田港二
期等重大项目按期投用。

打造国际航空门户枢纽。共建世
界级机场群，加快推进江北机场T3B
航站楼及第四跑道工程，提速推进重庆
新机场前期工作；完善支线机场、通用
机场布局；持续推进数字交通建设，构
建一体化运输服务体系。

聚焦政策执行标准化，合力推
动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落实

新重庆-重庆日报：2023 年，税收
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取得哪
些成效，接下来将采取哪些推进措施？

黄树民：2023年来，税收服务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从夯基垒台走向
成势见效，线上“川渝通办”事项增至
84项，细化量化了159种税务行政处
罚裁量执行标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一体化税收管理模式”纳入全国首个
跨省域自贸试验区合作平台创新案例。

2024年，川渝税务部门将聚焦政
策执行标准化，合力推动西部大开发税
收优惠政策落实，促进印花税政策协
同，共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案例库等，
扩大政策执行口径统一范围。

聚焦税费征管一体化，深化税费数
据共享，探索搭建一体化、智能化的“数
据仓库”，协同开展风险防控，优化涉税
经营主体活跃度评价指标，提升税费征
管质效。

聚焦办税服务便利化，充分利用两
地现有的办税缴费渠道，不断拓展“川
渝通办”事项范围和深度；联合做优纳
税信用，助力经营主体在川渝流动更自
由；协同开展“税路通”跨境税收服务子
品牌建设。

推动渝西地区打造世界级产
业集群体系

新重庆-重庆日报：对标市委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的目标任务，荣昌下一步
将怎么做？

高洪波：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对渝西
地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规上工业营业
收入增长17%以上的目标任务，并对新

型城镇化、高能级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制造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工作部署，渝
西崛起势不可挡、渝西发展未来可期。

2023年，荣昌区坚持一手抓传统产
业改造提升，一手抓新兴产业发展，优化
构建了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和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为主导的“2335”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截至2023年12
月，全区新签约工业项目74个，合同金
额546亿元；规上工业产值增速、制造业
投资增速等指标位于渝西前列。

下一步，荣昌区将深入贯彻落实市
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渝西一盘棋
谋划，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围绕全市
先进制造业“渝西跨越计划”，实施好高
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
动计划，打造“产业研究院+产业园区+
产业基金”中小企业创新体系，做大做
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电子信
息等重点产业，积极主动与渝西地区在
加强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共同打
造优势产业集群、承接产业转移、科技
创新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渝西地区打
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体系。

两江新区携手天府新区打造
区域协作高水平样板

新重庆-重庆日报：两江新区将如
何携手四川天府新区，助力川渝全方位
合作更上台阶？

许宏球：两江新区是重庆经济发展
主战场主阵地，在落实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市委“一号工程”中，两江
新区携手天府新区，联动推进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人才
引育交流等工作。2023年12月中旬，
两江新区天府新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党政联席会上，西部（成都）
科学城和两江协同创新区签订《共建跨
区域协同创新样板》合作协议，两江产
业集团、成都天投集团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未来，双方将加快形成一体化
工作体系，在科技协同创新、产业链协
同互补、政策项目协同联动等方面着
力，全面参与川渝全方位合作，合力打
造区域协作的高水平样板。

在科技协同创新方面，引导集聚全
球各类创新企业到两地设立研发机构，
引导两地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加强对
接，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围绕产业链开展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合作。

在产业链协同互补方面，重点推动
汽车、电子等主导产业补链强链延链，
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高成
长性产业等领域加强合作共育。用好
八大产业旗舰联盟，共建产业生态圈，
引导各方资源服务两地企业。

在政策项目协同联动方面，推动更
多政策“干货”落地，进一步健全专项合
作机制，谋划推动一批产业合作、科技
协同、民生服务项目，更好带动合作整
体推进。

携手打造“六江”生态廊道 加快建设内畅外联综合立体交通网 合力推动税收优惠政策落实

深化川渝全方位合作 重庆谋定系列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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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更多具有川渝辨识度
的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
区域整体竞争力，合力打
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增长极

川渝两地将共同谋划实施
一体化保护生态修复项
目，携手打造长江、嘉陵
江、乌江、岷江、涪江、沱江
等“六江”生态廊道

重庆交通要努力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当好
开路先锋

川渝税务部门将聚焦政策
执行标准化，合力推动西
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落
实，促进印花税政策协同，
共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案
例库等，扩大政策执行口
径统一范围

荣昌区将积极主动与渝西
地区深化合作，推动渝西
地区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体系

两江新区、天府新区将加
快形成一体化工作体系，
全面参与川渝全方位合
作，合力打造区域协作的
高水平样板

一、任命
杨尚隈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主任、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王建东为重庆市人大监察和司法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曹天明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邹翔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
庭庭长、审判员；

田晓梅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刘志、邢江孟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
院立案庭副庭长；

刘晓龙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晋松为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江善进为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高林平为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刘姣为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

冉崇高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监督庭庭长；

周赟珏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赵克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黎明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立案庭副庭长；

上官俊峰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芦明玉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副庭长；

叶欢、蒋晓亮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重庆环境资源法庭副庭长；

吴广哲、朱锐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员；

汤茜茜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

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

欧伟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
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

唐雄鹰、彭子游、杨传强、张力川为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陈祖英、蔡明洋、淦沛为重庆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员；

张霞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
院检察员；

韩洁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
院检察员。

二、免去
张山的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杨尚隈的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审查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刘澜平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曹晓锐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田忠曼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林杰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立案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冯海波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职务；
叶欢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陈宇、郑雪梅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谭山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三、批准
黄雄辞去重庆市忠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职务；
陈璋剑辞去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职务；
陈荣鹏辞去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

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六届〕第24号

（2023年12月28日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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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雨

近日，江北区大石坝街道元佳广场
的石凳木椅上，三三两两坐着老人。

路过广场的余白杨，一眼就能看出
哪个是家住5幢的老人，以及老人背后
隐藏的颜色：红色是独居或仅与老伴居
住的老人；黄色是与中老年子女同住、
或与未成年孙辈同住的老人；绿色是全
家多人同住的老人。

现年33岁的余白杨是四川美术学
院影视动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于去年
3月通过公开招聘方式，成为大石坝街
道首批专职网格员。

为更好地精细化服务居家老人，她
用红、黄、绿“三色”标记法将老人分类，
细化养老服务，画出了居家老人“满格”
的幸福感。

对红色类型老人：只要你需
要，我随时都在

元佳广场居住着长安厂及其配套
江陵厂、江川厂的很多退休职工。余白
杨负责的第九网格为元佳广场5幢。

余白杨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摸排
走访、采集信息，结果发现，这幢总高
32层的住宅楼，共390户近900人，其
中60岁以上居家退休老人，就有360
人，占到了总人数的2/5。

江北区的专职网格员日常任务清
单共有6项，其中第一项就是关注空巢
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人群。

由此，她将关心红色类型的老人列
为工作重点。5幢共有红色类型老人86
名：空巢58人，独居23人，孤寡5人。

5楼的胡阿姨年近70岁，是位孤寡
老人，不轻易相信他人。

在前期多次拜访时，胡阿姨都不太
愿意搭理。余白杨侧面打听到胡阿姨
有外出旅游的爱好。

“胡阿姨，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

去哪里？”
“你住5楼，我住17楼。有什么急

事，我一个电梯就下来。”
“只有叩开群众的心门，才能叩开

群众的家门。”满脸堆笑的余白杨，碰见
胡阿姨就开启夸夸模式，渐渐地，慢热
的胡阿姨敞开了心扉。

“小白杨呀，你说现在我没有一个依
靠，也不愿意再找一个人，如果之后再遇
到生病住院这样的事，我该怎么办？”

“胡嬢嬢，你放心哈，我会经常去你
家看望你，你可以把我当作你的‘干女
儿’，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我和社区都会
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只要你需要，我
随时都在。”

红色类型的老人，有不少像胡阿姨
这样，担心生病没人陪着就医。余白杨
则在每周至少1次的上门走访中，告知
他们：“有需要就找小白杨。”

对黄色类型老人：送药送饭
是常态

黄色类型的老人，占比约为40%~
50%。他们与中老年子女或未成年孙
辈居住，最大的困境是身体衰老带来的

各种慢性病。
凡是居民有困难，余白杨都会帮上一

把。秋冬季节感冒的人多，余白杨变身为
“快递姐”，每天都为生病老人代买药物，
还帮他们到社区食堂打饭，送到门口。

更多的时候，老人们有什么都向她
倾诉，如有老人经常性地回忆往日国企
上班的辉煌岁月，有人生病想要寻求一
句情感上的安慰等。余白杨总是不厌
其烦，倾听了一遍又一遍。

繁杂而琐碎，是网格员工作的常
态。去年9月的一天，余白杨在楼下遇
到住在30层的张叔叔，被一把拉住：

“我昨天遇到个诈骗，差点转了2000块
钱过去。”“幸亏你的漫画，才没上当。”

当网格员不久，余白杨发现，他们
在向居民宣讲政策时，老人对宣传单看
起来比较吃力，密密麻麻的文字让老人

“不想看”“看不清”。
由此，余白杨就自己动笔，将这些

宣传政策和宣传文件画成漫画，张叔叔
就是因为她的反诈漫画画得好留了下
来，从而避免了被骗受损。

工作两三个月后，余白杨又绘制了
新图——“15分钟便民生活圈”，特地

把新近变动的信息标注出来，如哪家银
行换了新址，哪家诊所能看中医抓中药
等，她都用纸画出来，复印多份，送给居
民。

对绿色类型老人：日常不打
扰，耗费心思却不少

对于绿色类型的老人，余白杨与其
本人和家人保持微信、电话联系。对这
部分老人，她虽然日常不打扰，但耗费
的心思一点不少。

绿色类型的老人，通常是三代同住，
家中老人有照顾孙子孙女的任务，他们
关注的点在于孙子孙女能否有个好的环
境，坝坝舞噪声扰民问题、楼下餐饮喧哗
和油烟污染等。而元佳广场属开放式小
区，5幢一二楼共有23家商户。

去年10月底，位于1楼附11号的
门面重新营业。这家店主营炭火烧烤，
为了多坐客人，将烤架搬到路边，呛人
的浓烟吹进低层居民家中。当天晚上，
余白杨就在网格群里接到居民投诉。

做生意不易。面对抱怨生意难做、
拒不整改的商户，她站在居民的角度心
比心地给他做工作；面对寸步不让的居
民，她则告知他们商家的苦处。

经过多天努力，商家和居民的诉求
找到了平衡点，将烹饪点位移进店铺
内，合理开放室外营业区域。整改过程
中，余白杨又对接城管部门，允许商家
在规定时间进行室外营业。

记者问余白杨：“以你的学历和专
业，为什么要当网格员？”

余白杨说，为老人服务，能让她每
天都能获得生活的馈赠。她是成都人，
在重庆读书、结婚、工作10余年，跟爷
爷奶奶、爸爸妈妈分住两地，跟社区老
人在一起，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
种遗憾。她说：“社区就是家，做网格员
就是在为家人做事。”

川美硕士江北区当专职网格员

“三色”画出居家老人“满格”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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