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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7月10日，最新农情调度数据显示，今年全市夏粮播
种面积563.2万亩，总产量125.45万吨，较上年增产1.5万
吨，同比增长1.2%，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基础。

夏粮是上年秋冬季和第二年春季播种并于夏季收获的
粮食作物，如油菜、豌豆、胡豆、小麦、春马铃薯等。今年全市
夏粮总产量达125.45万吨，其中小麦6.38万吨、胡豆和豌豆
19.85万吨、春马铃薯99.21万吨，产量均同比增长，尤其是油
菜籽产量达62.93万吨，实现“十七连增”。

“今年种了重庆自主选育的‘渝麦24号’，小麦亩产
提升到455公斤，比老品种多收了几十公斤，算下来亩均
产值多了300元。”垫江县长龙镇长久村小麦种植户夏中
兵说。

在巫溪县白鹿镇下坝村，种植户刘文斌也高兴地说，今
年种了500多亩油菜，通过机械化收割，每亩节约了200
元。巫溪县农服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全县扩种了1万
余亩油菜，总面积超过10万亩，产量达1万余吨，产值超1亿
元，“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效果明显，亩均产量突破140
多公斤。”

市农业农村委粮油处负责人说，今年我市把大面积单产
提升作为粮食生产的头号工程，多措并举推动“三稳、一扩、
一提”(稳口粮、稳玉米、稳大豆，扩大油菜面积，实施主要粮油
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作物明显增产。

下一步，全市将重点抓好稳定粮食生产、全面加强农业
防灾减灾、突出病虫害监测防控、推进“三夏”农机化生产、落
实夏季粮油收购仓储等工作。

125.45万吨！重庆夏粮喜获丰收

□新华社记者 刘品然 刘赞 朱瑞卿

盛夏时节，世界的目光聚焦北京。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中国的改革开放
新程将启。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特征、最壮
丽气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关头，以前所未有
的决心和力度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开创了
以改革开放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新局面。

新征程上，中国与世界分享机遇、彼此成
就、携手同行。各国人士高度评价新时代中
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期待中国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带来
合作共赢新机遇，为其他国家探索发展道路
提供新借鉴，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新
贡献。

“中国是榜样，中国共产党
是榜样”

路上奔驰的新能源汽车、四通八达的高
速铁路网、随处可用的移动支付服务、一座又
一座智慧城市……巴西公共政策学者米尔
顿·波马尔近期到访中国，惊喜地看到科技创
新带来的蓬勃发展。

波马尔研究中国发展问题近30年，著
有《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一书。他的最新
观察是，中国近年来在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改
革激发了科技创新能力，汇聚了经济增长动
能，有效助力高质量发展。“我期待看到中国
改革开放的新举措，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

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十余年来，中国

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2.3%上升到
18%左右。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
年来一直保持在30%左右，是全球发展的重
要引擎。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继续呈现回升向
好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
机构近来纷纷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表示，
中国正转向重视质量胜过数量的增长模式，强
调以自主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实现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要了解中国下
一阶段的全面深入经济改革，必须从思考新质
生产力入手，理解它如何融入中国经济愿景和
未来的宏大背景中。”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为了人民而
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
才有动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是全面
深化改革的逻辑起点与价值旨归。建成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

卫生体系，个人所得税改革惠及2.5亿人，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探索城市垃圾分类……
十多年来，2000多个改革方案涉及人民群众
衣、食、住、行等各个环节，覆盖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就有目共
睹。”日本经济学者和中清说，“特别是最近十
年，从东南沿海到内陆地区，都取得了实实在
在的进步。”2017年，和中清在日本创建“感
动中国100”网站，展示中国民众的现实生
活。“为了拍摄素材，我到访四川、云南、新疆
等地，亲身感受到城乡贫富差距逐步缩小，民
众生活和美殷实。”

改革开放，承载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
上、实干兴邦、自我革命的政治气魄和历史
担当。放眼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在
短时间内推动如此大范围、大规模、大力度
的改革。 （下转2版）

奋 楫 扬 帆 勇 向 前
——世界眼中的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前不久，渝中区获市政府2023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
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激励通报。

激励通报的背后，是数据的“硬核”支撑。
今年上半年，渝中新增经营主体9695户，每千人拥有市

场主体208.4户，每千人拥有企业88.8户，远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2023年，渝中新增经营主体20119户，创历史新高，
同比增长35.5%，经营主体总量突破12万户。

当前，重庆正努力成为西部地区营商环境“排头兵”。小
小的渝中半岛，凭什么吸引了如此众多的企业？为啥这么多
人选择来渝中投资兴业？

世界500强马士基5个月签约落地
“选择重庆，选择渝中区，是马士基的正确决策。”近日，

马士基信息处理（成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总经理刘喆在
渝中区营商大会上表示，机构落户重庆一年多以来，规模已
经扩展到412人，正稳步、有序地增长。

马士基集团位列世界500强，其大中华区客户体验部和
全球服务共享中心2023年1月在渝中投入运营。作为航运
服务的全球领军企业，马士基选择在渝中落户，理由是什么？

“政府的高效服务，让我们印象深刻。”刘喆说。据了解，
从重庆2022年2月考察马士基，到当年7月双方成功签约，
只花了短短5个月时间。而渝中往往在几天时间里，便能对
马士基提出的问题给出解决方案并立即启动，超高的效率为
马士基选择渝中增添了信心。 （下转8版）

每千人拥有市场主体208.4户

为啥这么多人
选择到渝中投资兴业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实习生 石楚园

“看，效果还是很明显吧。这边的
茄子都枯死了，这边的却果实累累！”

7月9日，在璧山区渝西蔬菜研发
中心的一片茄子基地里，市农科院茄科
蔬菜团队首席专家杨洋指着一组相邻
种植却长势迥异的茄子说。

这一成果背后，得益于一个新嫁接
砧木品种“渝茄砧2号”的诞生。它的
出现，将被称为“茄子癌症”的青枯病发
病率控制在5%以内。这意味着，茄子

“抗癌”能力提升至95%以上。目前这
个新品种已在西南地区累计推广1万
余亩。

为了抗“癌”
茄子转向嫁接种植

茄子的“抗癌”之路，要从上世纪说
起。

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
专家田时炳介绍，青枯病源于一种土传
病菌，如果同一地块连年种植茄子，那
病菌就会越积越多，发病率也会越来越
高。

“这病还不好防治，因为发病都在
植株内部，就像是深入骨髓一样，从外
部打药很难把病菌杀死。”田时炳说，摆
在种植户面前的有几个选择，要么与非
茄科类作物轮作，要么与水稻轮作，要
么人为干预给土壤消毒杀菌，要么就只
有换地。

“土壤消杀成本非常高，几乎没有
人选用。水田作物与旱地作物轮作整
地十分麻烦，且在重庆还存在种植茬
口问题，基本上也没人采用。”田时炳
说，所以，一般来说，菜农普遍会用换地、与非茄科类作物
轮作两种模式。

但在实际种植中，换地涉及到土地流转，费用较高；与非
茄科类作物轮作，茄子的种植“隔离期”需达到3年至4年，
这些都十分影响种植户的积极性。 （下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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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翔）7月11日，市委
副书记、市长胡衡华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调度本轮强降雨防汛救灾工作，并听取受灾
区县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
维，压实责任、完善机制，全力应对灾情，坚决
果断避险转移，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副市长江敦涛参加。
近期，我市出现强降雨过程，多条河流出

现超警戒水位、超保证水位情况，局地发生灾
情险情。根据预测，我市未来24小时仍有强
降雨发生，灾情风险较大。

胡衡华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通过指
挥大屏察看全市各区县雨情汛情和洪水、地
灾等风险预警，连线垫江县、开州区等区县，

对有关工作进行实时调度。市有关部门汇报
了近期我市天气预测、应急救援、地质灾害防
治等情况。与会同志围绕防汛救灾的重点工
作进行了会商。

胡衡华强调，当前防汛救灾进入关键时
期。要压实工作责任，保持“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感和分秒必争的紧迫感，严格落实应
急预案，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
安全度汛。要加强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降

雨、河流涨水和洪峰过境等情况，及时组织
会商研判，特别要做好夜间灾情险情监测
应对，打好应急响应的提前量。要坚决果断
避险转移，对超警戒水位、超保证水位影响
区域和连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区
域，加强宣传动员，及时转移并妥善安置
群众，适当扩大人员范围，确保应转尽转、应
转早转、应转快转，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
万一。要全力抢险救灾，组织专业力量开展

救援，及时做好排涝、清淤、消杀防疫，加强
低洼易涝区域排查，防范次生灾害。要严格
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加大巡查检查力
度，各级主要负责人要靠前指挥、果断处
置，相关部门区县要高效协同、形成合力。
要加强对区县防汛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指导，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注重举一反三，
加快补齐短板和薄弱环节，不断提升防汛救
灾能力。

胡衡华在调度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

全力应对灾情 果断避险转移
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向“新”而行

2版刊登

4-6版刊登“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

大渡口开启第三次创业新征程
打造重庆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样板间

涪陵—三江铁路首发列车开行
重庆地方铁路自主运营拉开序幕

导读

7月11日，受持续
性强降雨影响，我市多
个区县发生洪涝灾害，
14个区县防汛四级应
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
急响应。

面对河水倒灌、房
屋被淹等紧急情况，各
地救援力量闻“汛”而
动，全力开展抢险救
援。

这一刻，你的后背
是最坚实的依靠；这一
刻，你的双臂是最有力
的守护；这一刻，齐心
合力是最大的默契。

一幕幕直抵人心
的瞬间，见证了重庆人
民骨子里的团结、坚韧
和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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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忠县三汇镇，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
（忠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7月11日，长寿区云台镇，救援人员正在救援被困群众。
通讯员 李辉 廖涛 张豪洋 摄/视觉重庆

（相关报道见3版）

▲7月11日，巫溪县乌龙乡干部转移滑坡点周边村民。
通讯员 吴丹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