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杨骏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转变
超大城市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创
新、开放、便捷、宜居、生态、智慧、人
文“七个城”建设，打造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

就此，市人大代表、渝中区委书记
黄茂军提出，渝中作为重庆母城、都市
中心，既是“老重庆的底片”，也是“新
重庆的客厅”，需要以全国首批城市更
新试点为契机，持续优化城市形态、功
能业态、发展生态，紧扣“四化”现代都
市、建设“四区”首善之地总体目标，在
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中更好发挥“六大
作用”、加快打造“六个新高地”，提升
中心城区综合发展能级。

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一是更加
注重内涵底蕴和内部功能协同提
升。以中山三路整体更新等重点项
目为牵引，通过“留、改、拆、增、升”综
合推动片区全面焕新，打造串联“大
礼堂-文化宫-大田湾体育场”的西
南大区风貌轴，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
城市中线。

二是更加注重人产城深度融
合。在黄花园现代服务产业园及周
边区域升级打造市级产业园区，建
设未来科技实验室、软件研发中心、
总部办公基地等集成的综合载体，
积极布局工业设计、工业软件等新
兴业态，助力全市建设“设计之都”

“软件名城”。同时，围绕人才集聚，
市场化配套供给长租公寓、人才公寓

等，实现更大限度的职住平衡。在菜
园坝滨江新城整体更新中，按照“站
城一体、产城融合”思路，高质量规划
实施TOD综合开发，构筑集高铁、轨
道、码头、公交于一体的现代综合交
通枢纽，探索具有高铁经济特色的新
型发展生态，聚力打造交通枢纽、商
务高地、总部基地。

三是更加注重投融资模式探索
创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群
众参与可持续模式，在“投资—建设
—运营”等环节针对性引入股权、债
权、证券化等投融资方式，探索
TOD、EOD、REITs、绿色金融等新
型投融资路径，市场化推动资源变资
产、资产变资本，为项目运作提供全
生命周期的资金保障。

市人大代表黄茂军：

以全国首批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
提升中心城区综合发展能级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尤

交通是连接城市的重要纽带，对
生产要素流动、城市发展能级有着决
定性影响。今年全市两会，市人大代
表，南岸区委书记、重庆经开区党工委
书记（兼）许洪斌带来了一份和交通规
划建设有关的建议——《关于优化重
庆主城东部槽谷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
建议》。

“根据当前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重庆主城东部槽谷长江以南片区共
规划布局了6条轨道交通线路，分别
为6号线、6号线东延伸段、8号线、
20号线、24号线、27号线。目前，6
号线已开通运营，6号线东延伸段、
24号线一期、27号线在建，但建成及

在建轨道线网密度远低于中心城区
平均水平，且线路以在重庆东站接驳
为主，均为东西向连接。”许洪斌调研
发现，东部槽谷短期内缺失南北向贯
通的轨道线路，将影响重庆东站对东
部槽谷长江以北区域的服务功能。

要充分发挥重庆东站交通枢纽
优势和综合带动效应，为高铁经济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亟待优化重庆主城
东部槽谷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打造高
效便捷轨道交通网络。综合考虑各
方面因素，许洪斌提出了三条建议。

首先，建议充分利用果园长江大
桥预留轨道过江通道，同步建设24
号线北延伸段和20号线过江段，引
入重庆轨道交通成功运用的跨线运
营经验，实现20号线和24号线跨线

运营，解决20号线无法直接连通重
庆东站的功能缺失问题，同时实现
24号线过江与4号线换乘，促进两江
新区、重庆经开区、巴南区协同发展。

其次，建议6号线向南延伸至巴
南鹿角，并与24号线换乘，以填补江
南新城南部片区轨道交通空白，方便
沿线地区近50万群众出行，同时强化
对鹿角片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此外，建议将6号线东延伸段
扩展至重庆东站东拓展区，填补片
区轨道服务空白，支撑引领东拓展
区建设发展。”许洪斌表示，“建议优
化重庆主城东部槽谷轨道交通建设
规划，争取将优化线路方案纳入全
市第五轮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并加快
实施。”

市人大代表许洪斌：

优化轨道交通规划
赋能主城东部槽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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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尤

近年来，交通强国战略实施取
得了显著成效，但东部与西部、发达
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交通发展不均
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突出。对重
庆市而言，渝东北万州、云阳、奉节、
巫山等区县长江南岸乡镇大部分仍
处于高速公路覆盖盲区，群众出行
及生产生活条件亟待改善。今年全
市两会，市人大代表、奉节县委书
记张果针对这一现状，带来了《关
于尽快开工G4223武汉至重庆高速
公路重庆巫山（鄂渝界）至万州段的
建议》。

据了解，G4223 武汉至重庆高
速公路重庆巫山（鄂渝界）至万州
段是《国家公路网规划》中，规划的
G42沪蓉高速公路并行线G4223武
渝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
庆市“十四五”重点高速公路项目。
项目全长约 176 公里，辐射面积达
4000平方公里，将惠及万州、云阳、
奉节、巫山4个区县、20个乡镇、80
万人。

张果介绍，该项目西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东接武汉中部城市群，建
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渝、陕、鄂边界地区
交通格局，形成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
交通走廊，串联云阳龙缸、奉节白帝

城·瞿塘峡、巫山官渡神女、湖北三峡
大坝等景区，加快各类生产要素快速
流通，助力渝东北三峡库区更好融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可研报告编
制，正在加快推进可研审批及初设编
制工作。

为此，张果建议尽快开工建设
G4223武汉至重庆高速公路重庆巫
山（鄂渝界）至万州段，优化区域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切实满足长江南
岸群众交通出行需求，打造产业路、
旅游路、致富路，助推山区库区高质
量发展。

市人大代表张果：

尽快开工建设G4223武渝高速
巫山（鄂渝界）至万州段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今天的时代，对企业来说，已
经是一个‘不出海就出局’的新时
代。”1月22日，市政协委员，市进出
口商会会长、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局副主席兼常务副总裁李耀
建议，要在遵循“现地研发、现地生
产、现地销售、现地配套”的供应链

“四现法则”下，支持重庆制造企业
“抱团出海”。

李耀表示，时代进入新一轮的
国际化，对企业来说，这是完全不同
于过去搞了几十年的那种来料加
工、贴牌生产、国际贸易的国际化，

“为了实现制造的‘短交付’，展开现
地配套也就是在生产线周边布局核
心供应商，成为新的国际化的基本

要求。”李耀说，这意味着需要重庆
制造业的链主企业和核心供应商一
起“抱团出海”。

在他看来，这样的“抱团出海”不
是要把重庆的工厂简单地搬到国外，
而是让国外的新工厂与重庆的老工
厂之间产生有机协同、内外循环。

“这样，不仅可以做大重庆的GDP
（国内生产总值），也能做大重庆的
GNP（国民生产总值）；不仅可以推
动重庆的零部件产品出口、装备出口
乃至人员出口，还能实现重庆制造业
过剩产能的对外转移。”

如何支持重庆制造企业“抱团出
海”？李耀提出，首先是战略上支
持。政府从顶层设计上，鼓励重庆辖
区有投资实力的制造业链主企业带
着核心供应商一起“出海”，在美欧等

西方国家的近岸、友岸国家布局建设
高水平的境外制造工厂，以此应对国
际形势的深刻变化。

其次，需要资金上的支持。按
照不同的投资区域，对投资金额给
予一定额度的补贴；或政府安排旗
下的产业基金、引导基金等参与投
资，持有项目一定比例的股权。在
金融上，鼓励辖区的政策性银行或
重庆本地金融机构，配合境外中资
银行/外国金融机构，给境外工厂增
加流动资金，支持其迅速做大国际
市场业务。

最后，需要在审批上给予支持。
对真实投资的重庆制造业链主企业
带着核心供应商“抱团出海”，在项目
审批、资金出境等方面开绿灯，积极
赋能，提供高效服务。

市政协委员李耀：

遵循供应链“四现法则”
支持重庆制造企业“抱团出海”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尤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重庆作
为国家战略腹地和粮食产销平衡区，
承担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龙溪河流域面积超过3000平方公
里，区域内耕地面积近200万亩，是
西南地区重要的粮油和农产品优势
产区。如何发挥好资源优势，为维护
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一域贡献？在今
年全市两会上，市人大代表、垫江县
委书记毛平建议，高标准打造龙溪河
流域百万亩级千年良田示范基地，着
力发展粮油种植、畜禽养殖和农产品
加工业，做实做强“巴渝粮仓”。

毛平介绍，龙溪河流域涉及长
寿、垫江、梁平三区县 36 个乡镇，
2023年该地区粮食总产量达110万
吨，占全市粮食总产量10%。近年
来，长垫梁三区县协同推进国家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和各类农业产业
园区建设，具备打造龙溪河流域百
万亩千年良田基地的基础条件。

同时，千年良田基地建设既有利
于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整合资源要
素，聚合多方力量，共同探索浅丘地
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创新路径，为全
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也
有利于重庆保持应有的粮食自给率，

助力加快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
毛平建议加强整体规划，组建市

级领导小组，由市级部门牵头，立足资
源禀赋、产业特色和经济差异，做好基
地基础设施、产业布局、三产融合等方
面的顶层设计，绘好发展蓝图；加强政
策支持，出台专项政策，整合国家和市
级有关政策，推动资源整合、资金整
合、力量整合，集中拳头打通生产、加
工、流通各环节，推动龙溪河流域现
代化农业加快发展；加强统筹推进，
分步骤、分批次推进基地建设，强化
新型基建和科技支撑，对条件好、基
础好的区域，支持先行先试、积累经验、
提供样本，实现以点带面、全域推广。

市人大代表毛平：

打造龙溪河流域
百万亩级千年良田示范基地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迭代升级
数字化改革，推动数字重庆建设整体
成势和面上突破……政府工作报告中
的这些描述，让市政协委员、重庆网润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卫特别振奋。
他建议，加快生成式AI技术商用，赋
能数字重庆建设。

作为一家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掌
舵人，马卫尤其关注生成式 AI 技
术加快商用，为数字重庆建设添砖
加瓦。

他说，作为百度在重庆唯一核心
战略合作伙伴,网润集团正在聚焦“内
容生成、智能管理、智能客服、智能审
核”四大场景，推动生成式AI技术在

“媒体、政务、教育、文旅、园区运维、中

小企业商务服务”六大行业落地商用，
助力数字重庆建设。

马卫认为，现在生成式AI技术能
大规模商用的产品主要有三种，即
AIGC人工智能生产内容、AI虚拟数
字人、BOT对话机器人。

他说，在AIGC方面，媒体行业
已开始逐渐普及，只要输入主题和
关键词，AIGC工具即可生成一条带
有配音的视频新闻稿。网润集团去
年携手百度和上游新闻达成合作，
推动成立了“上游新闻AIGC创作中
心”。

在AI数字人方面，商家只需输入
文案，便能一键生成数字人带货视频，
整个过程耗时不到3分钟。网润集团
运用该产品为超千家企业配置了数字
人视频，助其降低营销成本。

在BOT对话机器人方面，只需
将资料提交数据库预训练，客服机
器人便能全天 24 小时精准应答顾
客。

“这些产品未来在各级政府、企事
业单位等有广泛的应用场景。”马卫透
露，为了加快这一进程，前不久，网润
集团和重庆大学达成合作，投资重庆
新知博士科技，深度释放人工智能等
前沿技术红利，打造具有重庆特色的
数字经济创新平台。

马卫建议，重庆应加大扶持力
度，积极培育自主可控的生成式AI
技术产业生态，建立政府、企业、研
发机构共同参与的“产学研用”一体
化对接平台，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
和行业标准，引导行业可持续健康
发展。

市政协委员马卫：

加快生成式AI技术商用
赋能数字重庆建设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陈国栋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人口数
据，引起了市人大代表、荣昌区卫健
委主任唐敏的关注。

“因为女性结婚年龄推迟，生
育、养育、教育成本大幅度上升等因
素影响，导致了生育意愿降低。”唐敏
说，新生人口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人
口工作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建
议多渠道降低生养成本，提升群众
生育意愿。”

唐敏说，生育问题是一项长周期
的复杂性、系统性社会问题。扭转低
生育状态的持续趋势具有一定的时
间滞后性，提高结婚率、提升生育意

愿、增加出生人口，迫在眉睫。她建
议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回应
社会各界对人口工作的关切，广泛开
展人口相关政策及知识宣传，激励引
导群众生育，增加出生人口。

唐敏建议，要坚持“多渠道、多维
度、多方位”降低教育成本，鼓励义务教
育学校干部、教师到涉农地区学校和
薄弱学校支管、支教，缓解家长的教育
焦虑。

提高财政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普
惠托育服务。唐敏介绍，当前我市3
岁以下儿童入托率为5.49%左右，低
于托育服务需求比例。市场上托育
服务机构大部分为营利性机构，收费
标准相对偏高。她建议将托育服务

体系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
重要内容，为群众提供质量有保障、
价格合理、方便可及的托育服务。

唐敏还建议建立托育服务机构建
设补贴制度，将普惠托育服务设施建
设资金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对于已经
备案的社会办普惠托育机构，给予每
班一定金额的一次性补助；对于承担
一定指导功能的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
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可向财政申请
补贴。

“落实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政
策，减轻育儿压力，也很有必要。”唐
敏说，落实产妇产假，延长男性陪产
假、育儿假，可分担女性育儿压力，使
产妇和新生儿得到更好照护。

市人大代表唐敏：

多渠道降低生养成本
提升群众生育意愿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杨骏

目前，重庆各区县商业中心一般
布局有配套仓库的大型商超，这类商
超有一定物资储备能力，但数量较
少；而分布在居民区周围的小型超
市，则基本没有物资储备能力，主要
作用是为群众购买生活物资提供就
近便利。

这种分布模式，存在诸如加剧城
镇中心道路拥堵、应急保障能力偏弱
等不足。就此，市人大代表，重庆高
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王峙建议，我市应充分利用高
速路网服务区、预留土地等资源，搭
建“平急两用”生活物资供应体系，切

实提升高速路网平急转换和应急保
障能力。

一是搭建平台。重庆可以指定
高速公路投资主体，作为高速公路

“平急两用”生活物资供应体系搭建
的平台单位，积极寻求与国内大型供
应链企业合作，具体负责供应链的建
设与运营。

二是编制规划。市级相关部门可
以牵头编制“平急两用”物流供应链基
础设施建设规划，充分发挥高速公路
路网衔接城、区、镇、乡多个层级的物
流集散优势，有效盘活高速公路服务
区、预留土地资源。市规划部门可以
在选址规划大型零售仓储一体化商超
时，进一步研究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及

预留土地布局的可行性。
三是建立体系。重庆可按照“先

试点，再推广”的原则，有序开展生活
物资供应体系打造。首先是优选供应
商和供应基地，确保物资供应能力和
供应质量。其次是按照高速公路“平
急两用”仓储基础设施布局规划，利用
高速公路服务区等资源，建立大型零
售仓储一体化商超。

四是组织保障。由于高速公路
“平急两用”生活物资供应体系搭建
涉及面广、系统性强，建议重庆成立
专班，在政策、资金、资源和业务等
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并定期召开
专题会议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
的问题。

市人大代表王峙：

充分利用高速路网资源
搭建“平急两用”生活物资供应体系

代表建议

委员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