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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林晖 施雨岑
史竞男 王思北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鲜明提出中华文明五个
突出特性，深刻阐述“两个结合”的重大意
义，发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强
音。

一年来，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为指引，于文化传承与发展中汲取自信力
量，亿万中华儿女向着推动文化繁荣、建设
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阔步前
行。

新高度：推进文化传承发展
和繁荣兴盛的根本指针

京城夏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内的中国考

古博物馆观者如云。
新石器时代“7000岁”的陶人面像、二

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商代象牙杯、周代
铜牺尊……展厅里，一件件华夏瑰宝无声讲
述着文明星河的赓续。观众注视着它们，眼
中满是对灿烂文明的骄傲。

文明立世，文化兴邦。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中国国

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出席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
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
出全面系统深入阐述——

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五个突出特性为中华文明“精准画像”，以
前提是彼此契合、结果是互相成就、筑牢了
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
体性深刻阐述“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一系列重要论述，闪耀马克思主义真理
光芒，充盈中华文化独特气韵，为推进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
供科学指引。

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小桥流
水，河街相邻。

2023年7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
开后一个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代代
传承的苏绣，令总书记感慨万千：“中华文化
的传承力有多强，通过这个苏绣就可以看出
来。像这样的功夫，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韧
性、耐心和定力，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
分。”

一番话，阐明了自古以来中国人血液里
不变的根、本、魂，流贯的意、蕴、脉，传承的
精、气、神。

思考着中华文明的古与今，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时期，文化足迹遍

及大江南北，身体力行推动中华文化再铸辉
煌。

以文赋能，满足人民期盼——
“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

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
文明互鉴。”

2024年5月17日，党中央首次召开以
旅游发展为主题的重要会议——全国旅游
发展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擘画“诗和远方”美好图景。

在陕西汉中，强调“汉中藤编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久负盛名，要发展壮大特色产业，
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江西景德镇，叮
嘱“加强创意设计和研发创新，进一步把陶
瓷产业做大做强”……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
动文化与经济良性互动、交融共生，为中国
式现代化注入鲜明的人文底色。

（下转2版）

展现新气象 开创新局面
——写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6月1日早上6
时许，首批近百名旅客在黔江新站乘坐K202次列车前往重庆，
标志着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以下简称渝湘高铁重黔段）黔江
新站站房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渝湘高铁重黔段首个建成并正
式投用的站房。

渝湘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八纵八横”高铁网中
厦渝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湘高铁从重庆中心城区到湖南益
阳，全长近800公里，渝湘高铁重黔段正线全长约270公里，设
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始于重庆站，经重庆东、巴南、南川北、水
江北、武隆南、彭水南，止于黔江站，其中重庆站和黔江站两个车
站为改建车站，其余为新建站。

黔江新站为渝怀铁路和渝湘高铁重黔段共有车站，总建筑
面积约1.5万平方米，站场规模为2台6线。黔江老站于2000
年始建，经历了2006年渝怀铁路开通、2019年黔张常铁路开通
运营、2020年渝怀铁路二线开通运营、2021年渝怀铁路正式开
通复兴号动车组后，2024年 5月 29日，黔江新站顺利完工，
2024年6月1日，黔江老站停用，黔江新站投入使用。

据悉，黔江老站日均到达和发送旅客近6000人，从6月1
日起，全部迁到黔江新站，预计三季度调图后黔江站将由现在
28趟增加到29趟。待渝湘高铁重黔段通车以后，黔江站将作
为普铁高铁共站，承担渝湘高铁与渝怀普速旅客流转的重要运
输任务，旅客可直接在车站进行普速列车和高铁无缝换乘。

渝湘高铁重黔段建成后，黔江至重庆中心城区的旅行时间
将从现在的4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极大改善沿线居民的出
行条件。

渝湘高铁重黔段
黔江新站站房投用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吴
刚）5月30日，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
术研究院与重庆特斯联智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特斯联）共建的边缘智能计
算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在重庆高新区挂牌成
立。这是重庆首个边缘计算实验室。

边缘计算是一种分布式计算模型，将计
算资源和数据处理能力从中心化的数据中
心转移到距离数据源更近的边缘设备或边
缘节点上进行处理。随着物联网设备的普
及和数据量的急剧增加，将所有计算和数据
处理都集中在云端可能会导致网络拥堵和
延迟。通过边缘计算，可减少数据传输延

迟、降低网络带宽消耗，并提高响应速度和
用户体验。

重庆将边缘计算纳入“十四五”重点发
展的33条产业链关键技术，在《重庆市数字
经济“十四五”发展规划（2021-2025年）》
《重庆市数字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2021-2025年）》《重庆市算力网络发展
“算力山城 强算赋能”行动计划（2023-
2025年）》都有战略部署。

据悉，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
究院在边缘计算方面有着丰富的技术储备，
有技术应用的迫切需求，而特斯联有着丰富
的应用场景，其是国内最大的平台型公域
AIOT企业，截至目前已在全球一百余座城
市成功落地九千余项目。研发机构和企业
优势互补，重庆首个边缘计算实验室挂牌由
此诞生。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科技处副处长艾必燕介绍，边缘计算实验室
将重点瞄准国家和重庆市数字经济发展与
智能制造产业升级的重大科技需求，围绕大
数据智能化所需的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系
统研发及应用等开展科技攻关。同时，双方
还将联合开展科技攻关、技术标准制定等方
面的合作，推进人才培养及产学研合作，共
同推动边缘智能计算技术在社会治安、绿色
低碳、智慧政府等领域高效应用。

重庆首个边缘计算实验室挂牌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周传勇）5月31日，记者从市政府
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美
丽重庆建设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
计划》）于近期印发，将从打造天蓝水清
土净的美丽重庆、高标准全域“无废城
市”、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全市域整体
大美风貌、绿色低碳发展高地共五方面
发力，加速美丽重庆建设。

《行动计划》指出，我市将打造天蓝

水清土净的美丽重庆，着力打好碧水保
卫战，加强“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
安全、水文化”五水共治，到2027年，长
江干流重庆段水质稳定在Ⅱ类。打好
蓝天保卫战，进一步实施空气质量改善
行动，加强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确
保优良天数比例稳定在90%以上。打
好净土保卫战，保护好清洁的耕地，对
耕地周边污染源进行排查整治；依法对
建设用地的土壤污染状况开展调查评

估，有污染的地块没有治理修复达标前
不得用于开发建设，确保重点建设用地
安全利用率保持100%。

在打造高标准全域“无废城市”方
面，《行动计划》指出，到2027年，要建
成无废小区、无废学校、无废工厂等“无
废细胞”5000个以上，覆盖群众的衣食
住行；到2025年实现全市原生生活垃
圾零填埋全焚烧，更多固体废物“变废
为宝”。 （下转2版）

《美丽重庆建设行动计划》发布
我市将全力打造天蓝水清土净的美丽重庆、高标准全域“无废城市”、

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全市域整体大美风貌、绿色低碳发展高地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于鹏程

5月30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石家乡
黄龙村的食用菌种植基地，69座塑料大棚
和加工厂错落有致地搭建在田间地头。务
工村民有的驾驶叉车在转运菌棒，有的在摆
放菌棒，有的在采摘新鲜平菇，现场一派忙
碌的景象。

“以前，这里都是闲置多年的田地，到处
杂草丛生。”黄龙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唐
伟说。

改变开始于2022年，黄龙村乡村振兴
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采取的“三联三
共”发展模式，通过引进企业建设食用菌产
业基地，盘活闲置的土地、资金、劳动力。据
悉，该基地自去年7月投产以来，全年产值
600余万元，预计今年产值将超千万元。

“联股共融”建立合作模式
黄龙村位于七曜山脉，平均海拔1200

米，由于山高坡陡，耕地稀少，很难实现机械
化作业，人工耕种劳动强度大、成本高且收
益低，村里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务工。特别
是庙坝组，因在家劳动力不足，部分土地长
期闲置。

为充分利用好土地资源，2022年4月，
在时任黄龙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巨建兵
的带领下，13名党员“众筹”建设了50余亩
的金西瓜种植示范片，为村民们带来了不错

的收益。但庙坝组石盘（小地名）仍有80余
亩“鸡窝地”“巴掌田”闲置。在金西瓜种植
示范片建设取得了成效后，村支两委多次开
会讨论如何盘活这些闲置地。

“地块分散，个人种植难度大，是否可以
考虑引入企业集中种植？”在村支两委的会

议上，巨建兵这一提议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巨建兵进一步提出：“我们不仅要种植，

还要打造整条产业链。”这个想法迅速得到
了大家的支持。随后，发展食用菌产业的计
划逐渐清晰。

“我们可以联合周边村，共同出资建

设。”黄龙村党支部书记田宁发说，2022年
11月，石家乡成功引入了石柱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黄龙村和凤凰村各出资70万元，采
取“公司+村集体+基地+农户”合作模式，
在庙坝组流转了80余亩闲置地，打造了一
个集研发、培训、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食用菌产业基地。

“联建共筑”组建服务党支部
“11月开工，次年7月就能全面投产，

这么快的效率，党员干部真是帮了大忙。”企
业负责人陶友福直言，从项目开工到投产，
再到日常运营、市场开发和人力调配，党员
干部的协助不可或缺。

2022年11月，黄龙村牵头成立了由农
业公司、黄龙村、凤凰村党员和食用菌基地
务工党员共同组成的13人特色功能型党支
部，直接负责企业服务，解决各类生产难题。

在食用菌项目进场前，村民们都心存观
望，不愿意把土地流转出来，“以前没这么干
过，谁晓得靠不靠谱哦？”

（下转3版）

石柱县黄龙村盘活闲置土地建设食用菌产业基地——

引进一个产业 带动三方共富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园区开发区，是现代化新重庆建
设的主战场。

此前，我市38个区县设有106
个产业类开发区。然而，这些园区开
发区，大多“小散弱”、管理机构冗杂。

怎么办？
2023年12月26日，重庆市委六

届四次全会吹响了“三攻坚一盘活”
改革突破“冲锋号”。园区开发区改
革作为其中重头戏之一，重庆按照3
月、6月、12月三个时间节点，分阶段
提出2024年改革攻坚量化目标。

“园区开发区改革，是‘三攻坚一
盘活’改革突破中难啃的一块‘硬骨
头’。”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陈德川
表示，推动园区开发区从“量大”转向

“质优”是破题的关键。
如今，改革攻坚将近半年，进展

如何？重庆是否能跨过这道“难
关”？记者进行了调查。

精简机构、压减平台——

频频上演“变形记”

最近，綦江高新区正在上演“变
形记”。其园区管委会内设机构由
13个精简至6个，其改革力度可谓大
刀阔斧。

“不改不行啊！”綦江区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梅元刚告诉记者，此前，綦
江高新区共由桥河、北渡、扶欢、通
惠、庆江、安稳、国家网络信息产业园
等7个工业组团组成，而这7个工业
组团又分别由5个机构管理，导致各
组团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几乎各自
为政。

园区管委会除了抓经济，还背负
着平安建设等数十项社会事务“包
袱”。原本负责“投融建营”的平台公司又与管委会合署办公，承
担起招商引资等本应由管委会负责的工作，管理机构职能混乱、
主业不清。

那时候，园区的运行效率有多低？
梅元刚举了个例子。比如，企业想要办理一项业务，园区行

政审批服务站只发挥收件作用，企业还要在区级业务部门多头
跑、重复交资料，一个审批周期花费几十天是常事。

自园区开发区改革突破以来，綦江高新区盯住问题的关键，
开启三步走的“变形记”。

第一步，整合“强身”，全力压减机构数量。綦江高新区撤销
食品园区管委会等5个管理机构，高新区管委会作为园区唯一
管理主体；优化整合7个运营公司，组建新的AA+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綦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集团公司，实现“一区多
园、一套班子”。

第二步，精简“瘦身”，全面厘清主职主业。綦江高新区制定
管委会工作职责和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两张清单”，将征地
拆迁等6方面45项职能移交属地镇街，与区级部门明晰营商环
境等24项权责边界。

第三步，优化“塑身”，系统重造办事流程。綦江高新区深化
“洽谈即预审、签约即立项、拿地即开工、审批不出园”改革，首批
次下放97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89项由高新区全程独立实施，
区级部门“见章跟章”，推动实现“审批不出园”。

精简机构、完成松绑后的綦江高新区，焕然一新。
如今，园区内项目审批周期压缩至1—2天，企业提交资料

量削减20%，入园企业生产成本降低20%；今年以来，园区新签
约项目24个，合同总投资37.9亿元，一季度园区完成规上工业
营收65亿元、增速达到12%。

记者调查发现，綦江高新区并非个案。当前，全市各园区开
发区的“变形记”都在同步上演。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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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九龙坡区杨家坪步行街文化广场，市民被精彩的舞狮表演吸引。 记者 李雨恒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
毅）6月1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重庆主场
活动在九龙坡区杨家坪步行街开幕，非遗大
巡游、曲艺展演大会、文化遗产暨老字号博
览会等系列活动亮相。

开幕式现场，铜梁龙舞、金桥吹打、川剧
表演、木叶演奏等非遗项目纷纷登台，充分
展示了巴渝文化的地域性、多样性和丰富
性，观众喝彩声不断。

作为重庆主场活动的重头戏之一，“曲
音渝韵”重庆市曲艺展演、“梨园盛景”京剧
专场、“川渝乐翻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喜
剧幽默节目交流展演、“舞动山城”广场舞展
演等文艺演出以及沉浸式非遗展演，将一直
持续至6月20日。

逛非遗盛会 品文化大餐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重庆主场活动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