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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入梦 笔墨归心

武隆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让“诗”和“远方”交相辉映
后坪乡文凤村天池坝，一个位于

武隆城区68公里处、人口253人的村
民小组，但这里年均要接待游客近7万
人次，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

一个普通偏远村组开出“旅游
花”，来源于其原生的自然生态吸引，
更依靠文化巧妙点睛。“依托苗族、土
家族特色民族文化，我们打造的天池
苗寨文旅项目，已让本地旅游全新蜕
变。”据村支部书记赵俊介绍，截至目
前，文凤村已获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重庆市历史文化名村、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村庄等多项头
衔，成为远近闻名的游客打卡地。

文化旅游相伴相生，诗和远方交
相辉映，文凤村的变化只是武隆推动
文旅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
区持续推进旅游“三次创业”，坚持文
化和旅游相生共兴、融合交汇，以文化
品位提升旅游、以文化传播带动旅游，
不断增加文旅融合产品供给，推动实
现以文促旅、以旅彰文。

如今的这里，文化“美起来”，旅游

“强起来”，正实现着文旅融合与全区
发展同频共振、互补互兴。

以文促旅 让旅游有灵魂

集武陵风光之秀、大娄山脉之雄、
乌江画廊之幽于一身的武隆，是让全
国乃至世界游客心驰神往的旅游目的
地之一。

以山为骨，以水为魂，赋予了武隆
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和独特风光，深
厚的人文底蕴更是这里文旅融合发展
的优势。千百年来，在这片沃土生长
的历史文化、乌江文化、民族文化、非
遗文化如繁星闪烁着熠熠光辉。

山水“颜值”与文化“气质”巧妙结
合，就是“诗”和“远方”。据武隆区文旅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持续打好“自
然遗产”“乌江画廊”“红色文化”“民族
风情”四张特色文化牌，形成了完整的
文旅体系，通过在优化空间布局上做

“靓”、在提升文化品位上做“特”、在旅
游项目上做“精”，守好生态底色、凸显
地域文化，已串联出美丽风景。

位于白马山的茶文化研学基地就
是其中一例。跨界融合了农文旅相关
产业的这里，开业至今已接待游客3万
余人，不仅丰富了文旅产品供给，创造
更多消费场景，还让游客有了沉浸式
的旅游体验，带动了周边农户的收益，
让武隆旅游有了全新释义。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武隆精心打造文旅新坐标次第花

开，以喀斯特文化为代表的天坑地缝
成为武隆最具说服力、最有号召力的
旅游标识，以后坪乡天池苗寨、土地乡
犀牛寨等少数民族文化为特色的旅游
景点已经成为市内旅游产品的“爆
款”……民族风情游、生态观光游、红
色教育旅游等特色主题旅游精品线
路，有效提升了武隆旅游市场竞争力
和品牌影响力。

以旅彰文 让文化活起来

华灯初上，仙女山桃源大峡谷内，
武隆似乎刚刚苏醒。入口处，人们举
着身份证排成长龙，不时踮起脚尖向
里张望。场馆内，灯光在烟雨中朦胧，
忽有号子声起，雄厚朴实。游人屏息，
如痴如醉。

在武陵，欣赏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印象武隆》，仿佛穿越时空，抬滑竿、
火锅、纤夫、哭嫁等重庆本土文化，一
不留神走过了时间，抬头就是民族和
文化的背影。在武隆旅游真正的魅
力，就藏身在山水间的文化底蕴。

“用旅游的方式传播文化，让文化
看得见、摸得着、品得出味道。”据武隆
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以旅
彰文不止一例。在仙女山南麓，一个
融观光旅游、文化艺术、休闲度假为一
体的旅游目的地——懒坝国际文化艺
术度假区里，琳琅满目的艺术作品通
过声、光、画的形式展现出来，让观众
从中得到了美好的艺术享受和旅游体

验；在天池苗寨，汇集了“后坪山歌”
“后坪唢呐”“后坪木器制作工艺”等
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游客来此
感受一把“传统工艺”。

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不仅让旅游
更有“诗意”，也让文化可以更好地走
向“远方”。

已连续举办 18 届中国国际山地
户外运动公开赛、5届中国·重庆（武
隆）绿色发展实践论坛，常态化举办

“仙女山国际露营音乐节”等节赛活
动……以节会活动为媒，正让武隆文
化走出去、走上去，提振了旅游发展
的文化自信心，从而提高旅游吸引
力。

数据就是最好的说明。2023年，
武隆全区累计实现接待游客4494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17亿元；景区接
待持票游客545.7万人次，吸引境外游
客9.1万人次，实现景区收入5.2亿元，
较 2019 年 分 别 增 长 3.2% 、2.6% 、
7.1%，均创历史新高。

刘茂娇 龙搏

白马山贡茶园白马山贡茶园 摄摄//代君君代君君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见习记者 肖乔

4月29日，市政府新闻办在江北
区举行“发言人来了”——“税惠万家”
个税政策解读专场活动，现场市民和线
上网友的提问一个接一个。

台上，来自重庆市税务局和江北区
税务局的多名发言人，聚焦市民关心的
个税综合所得汇算等问题，开展个人所
得税相关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

重庆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处长
杨睿说，并非所有市民都需要办理个税
汇算进行补税，只有纳税人平时已预缴
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不一样时，才需要
进行办理，“只要大家下载国家税务总
局发布的‘个人所得税App’，实名注
册并登录，即可知晓自己的收入和纳税
信息，亦可看到自己办理个税汇算时可
申请的退税或补税信息。”

杨睿解释说，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及
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需要办理个税年
度汇算的情形分为三类：预缴税额高于
应纳税额，需要申请退税的纳税人；预
缴税额小于应纳税额，应当补税且补税
金额超过400元的纳税人；因适用所得
项目错误或者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
扣缴义务，造成2023年少申报或未申
报综合所得的纳税人，应当依法据实办
理汇算。另外，年度综合所得收入未超
过 12万元，以及应补税金额不超过
400元的，都可以免于补税。

活动现场，有市民表示自身家庭经
济情况不太好，负担较大，然而退税往
往要等待较长时间，能否优先办理呢？

江北区税务局党委委员、总会计
师邹勤回复说，从去年开始，税务部门
推出个税汇算优先退税服务，保障“上
有老下有小”、看病负担较重、收入降
幅较大的纳税群体快速获得退税红
利。今年，退税人群范围将进一步扩
大，包括“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医疗
负担较重的、申报收入降幅较大的、年
收入在6万元以下且已预缴个人所得
税的四类纳税人群体，均可获得优先
退税。

活动中，多名网友提出，在网上时
常有人“吆喝”各类“退税秘笈”，比如宣
传“跟我这样做，补税变退税”等等，真
有这样的“秘笈”吗？

“凡打着‘合理退税’等招牌的都是
骗局，‘退税秘笈’不可信。”重庆市税务
局稽查局副局长周雅玲表示。

“收到退税短信，提示点击短信链
接退税；宣称有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
让你提供账号密码；冒充税务稽查人员
或人工退税审核人员，诱导纳税人填报
虚假个税信息……遇到这些‘套路’千
万留神。”周雅玲说，办理个税汇算一定
要在“个人所得税App”办理，不要相
信退费短信或邮件，不要点击陌生链
接，不要泄露个人信息。如有疑问，可
咨询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或辖区
税务部门。

个税申报有哪些“窍门”
这场发布会上税务人员支招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刘翰书）4月26日，重庆川仪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仪精密）与
西部（重庆）科学城北碚园区签约，前者
将总投资10亿元的研发生产基地正式
落户园区，助力园区加快构建传感器及
仪器仪表全产业链生态体系。

川仪精密由重庆川仪二十二厂改
制重组而来，主要从事仪表精密零件、
光电产品精密小件、汽摩配件、燃气表
零件制造以及温度、物位仪表等的设计
与制造，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市级
专精特新企业。

“西部（重庆）科学城北碚园区从企

业的成长、应用示范、研发创新、人才引
进等方面都给出了优惠政策，而且园区
构建传感器产业集群的目标也与企业
发展方向不谋而合。”川仪精密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今年4月，双方正式达
成合作。

据了解，川仪精密计划总投资10
亿元，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北碚园区
实施川仪精密智能仪表研发生产基
地项目。其中，项目一期将建设自动
化仪表、精密仪表元件、精密汽摩配
小件及光纤通信精密构件生产线；项
目二期将在园区内建设公司总部及研
发中心。

川仪精密落户科学城北碚园区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

通江达海，一路畅行！
4月29日上午，随着嘉陵江利泽

航运枢纽工程船闸正式通航，嘉陵江从
广元到重庆16座梯级航道变身为“水
上高速”，四川广元港500吨级船舶和
1000吨级船队经利泽航运枢纽可快速

“通江达海”。

川渝合作破解行船难
5年建成水上“高速公路”

自古以来，嘉陵江就是沟通南北的
黄金水道，担负着陕、甘物资南运和四
川物资东运出川的重任。

然而，嘉陵江河道曲折，水流湍急，
滩险礁石多，航行条件已远不能适应新
时期的航运需求。西部大开发战略实

施后，嘉陵江四川省境内段陆续建成
14个航电枢纽，渠化航道500多公里。

利泽航运枢纽，则是实现嘉陵江全
江渠化的咽喉工程。

重庆高速航发集团董事长廖劲松
称，利泽至四川桐子壕航道每年6月—9
月丰水期可通行500吨级船只；10月
—次年5月枯水期时，水位下降，500
吨级的船只不能通行。

为破解行船难，川渝两省市决定共
同建设利泽航运枢纽。2008年4月，
川渝四家企业共同组建了重庆嘉陵江
利泽航电开发有限公司，其中重庆高速
航发集团持股52%。

2019年7月，利泽航运枢纽正式
开工建设船闸等一期工程；2021年9
月，开工建设电站厂房等二期工程。

经过5年建设，利泽航运枢纽迎来
了船闸正式通航和首台机组发电；今年
底工程全部完工后，可渠化嘉陵江航道
29.7公里。

这意味着古老的嘉陵江航运全面
提档升级为水上“高速公路”，共建川渝
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取得重要成果，500
吨级船舶和1000吨级船队，从四川广

元港启航，可沿着嘉陵江航道一路畅行
至重庆港，实现“通江达海”。

创新多梯级联合调度
全线过闸时间压缩了1/3

“现在一路畅通，无需等待过闸。”
4月 29日上午，满载着货物的“川江
001”货船顺利通过利泽航运枢纽船闸。

“太方便快捷了！”该船相关负责人
表示，利泽航运枢纽通航后，船舶从广
元港下行至重庆的航行时间从平均15
天缩短到7天，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全
线过闸时间压缩了1/3。

嘉陵江航道从广元到重庆全长
680公里，需通过16座梯级通航建筑
物。过去，由于各梯级通航建筑物均由
电站企业自行运营，缺乏统一协调，船
舶每次过闸都需要单独申报，导致待闸
时间长、过闸效率低。

2021年，川渝两省市交通部门通
过多次调研，建立起通航建筑物联合调
度机制，实现“一次申报、全线通过”。

“在船舶启航前，只需打开手机
App，将过闸的船舶货种、始发港、目的
地相关信息一一填报，提交申请过闸。

30分钟后，我们就能接到过闸调度指令
和计划。”“川江001”货船相关负责人表
示，从广元港到重庆港，16座梯级船闸
只需一次申报，就可全线通过。

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广元到重庆可节约运输成本

近100元/吨

利泽航运枢纽工程船闸正式通航，
对企业来说，最直接的效应就是运输成
本降低了。

据初步测算，利泽航运枢纽通过开
展联合调度，水路运输企业营运成本可
降低44%；相比全程公路运输，从广元
港到重庆走水路运输虽然耗时多一点，
但可节约运输成本近100元/吨。

嘉陵江流域内石油、煤炭、铁矿等
适水货物资源丰富，还可辐射青海、新
疆等地，航运需求旺盛。目前嘉陵江适
水货物总量需求约 1000 万吨/年，
2030年将达到5000万吨。

“嘉陵江将广元和大西北腹地纳入
全国水运网，运输成本降低后，对时间
不敏感的大宗货物运输有较大的吸引
力。”重庆市交通运输委相关人士表示。

川渝携手 嘉陵江变身“水上高速”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
记者 张亦筑）4月29日，重庆市2024
年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暨“教育强市区
县行”启动仪式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
心举行，现场发布了《重庆市高等学校

“教育强市区县行”行动方案》（以下简
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7年，重庆高校应用学科专业与全
市产业匹配度将达到90%以上。

数据显示，当前，全市各级各类高
等教育在校生130万人，其中博士、硕
士研究生近10万人，全市高校贡献了
60%以上的基础研究经费，集中了全市
70%以上的国家级基础研发平台，承担
了90%以上的基础研究和95%以上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产生了大量的
科研成果。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我市
高校将在区县建成现代产业学院、卓越
工程师研究院、高等研究院、产教联合
体等各类产学研合作机构100家以上，
高校与区县互派科研人员1000人以
上，举办各类服务区县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对接活动100场以上，服务中小微企
业5000家以上，年均承担区县企事业
单位委托项目和与企业联合攻关项目
10000项以上。

市教委升级了重庆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服务平台，并在现场发布了重庆市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线上系统2.0版本。

此外，在现场举行的重庆市高校科
技成果与产业技术需求发布对接会上，
47所高校发布了约500项优质成果，同
时，我市120家企业、院所发布了151项
技术需求，双方现场进行了供需对接。

“教育强市区县行”正式启动
到2027年，重庆高校应用学科专业与产业匹配度将达90%以上

▶4月29日，在重庆市高校科技成
果与产业技术需求发布对接会上，重庆
交通职业学院展示了自主开发的氢动
力汽车教学平台。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现代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对推
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出了新要求。《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要求，要深化

“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职能转变。
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浪潮中，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聚力“双高
计划”，把治理效能提升作为统领
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的切入点和
突破口，优化结构，深化改革，不断
提升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水平，努力打造高职教育治
理新形态。

党建统领
创新内部治理机制
治理体系建设的第一要素即

制度建设。
近年来，学校切实履行管党治

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坚持和完
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
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修订学校党
委会、院务会议事规则，依法落实
党委、行政职权。实施党委会、院
务会、学术委员会等“八会”共治的
民主管理，根据上级政策新要求、
职业教育新形势和学校发展新阶
段，每年动态开展制度“废改立”工
作，形成更加科学规范、有效支撑
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

目前，学校已初步形成以专项
配套制度为支撑、实施细则为辅助
的校内规章制度体系，编制制度文
件汇编1部。优化部门职责，设置
党政管理机构11个、教学科研机构

13个、群团组织2个，实现“依规治
校，以规育人”。

健全制度是基础，落实制度是
关键。

为进一步激发二级学院（部）
在学校治理中的主动性，学校不断
健全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将人才
引进、专业建设、绩效考核等放权
赋能到二级院（部），逐步实施重实
绩、重贡献的分配激励机制，激发
每一名教职工的奋进与担当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以诊断与
改进为手段，深入开展“政产教研
用五融合”“教师评价机制”等4项
市级综合改革试点，已获评重庆市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院系、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试点院校，
持续推进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

与改进。

数字赋能
搭建现代治理体系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

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数字赋能已经
成为推动各行业、各领域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之一。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牢牢
把握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机遇，秉承

“数据多跑路、师生少跑腿”的服务
理念，大力建设数字校园，将学校
治理主要流程和关键环节嵌入综
合信息管理平台，让学校内部治理
标准化、流程化、精细化。

在学校移动智慧校园平台，上
线课表查询、成绩查询、空教室查

询、校园通讯录、图书借阅、工资查
询、一卡通消费查询、移动支付消
费查询、校园邮箱、校历等在内的
20个微服务应用，集成包含教务系
统、学工系统、协同办公系统、财务
信息化平台、在线教学平台等在内
的12个业务系统，面向师生提供便
捷服务，实现业务、流程和数据高
度融合、有效共享与智能应用，大
大提高师生的使用体验和办事效
率。推动“信息技术+”工程、教育
教学融合工程、打造“智慧+教学做
评管”一体化实训教学运行和管理
体系，建成3个人虚拟仿真实训中
心，支撑学校20门市级精品在线培
育课程建设，16门数字教材建设。
实施信息素养提升工程，学校“数
智工坊”入选重庆市全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提升基地。
经过不断在“治”字上下功夫，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从“管理”
走向“治理”，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创
新使学校治理能力显著提升，焕发
勃勃生机。学校成功入选工信部、
教育部“5G+智慧教育”项目，先后
获评国防教育特色学校、重庆市文
明单位和平安校园等荣誉。

未来，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将继续秉持“法治先行，诊改创新，
数字赋能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
筑牢治理体系根基，稳固治理体系
架构，增强治理体系效能，为学校
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战略
支撑。

向谦娆 陈锐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遵循法治 升级智治 高效提升内部治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