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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正当时 我对祖国话“新”声
我市各行各业代表畅谈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成绩变化

新中国75年步履铿锵、成
就辉煌；中国式现代化风华正
茂、充满希望。中华民族正以昂
扬斗志、奋进姿态阔步前行，巴
渝儿女也正以饱满热情、坚定意
志奋勇前进。

新中国成立75年来，重庆从
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
会驻地，到作为国家“三线建设”
重点区域，再到1997年成为中国
中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为国家
发展、民族复兴贡献了巴渝儿女
的智慧和力量。我市各行各业
代表深切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
的变化，纷纷表示将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重庆篇章，为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编者按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王翔

在全国上下喜迎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
际，9月29日上午，渝昆高铁川渝段通车。

“这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实施
以来，川渝间建成的第一条高铁，将更好支
撑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市政府参事曹清尧感慨，新中国成立
以来，重庆乘着各类国家重大战略机遇东
风，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了一个又一个新
台阶。

“1952年6月，新中国第一条铁路——
成渝铁路通车，就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
大战略决策。”曹清尧说，川渝一批大中型
企业如重庆电厂等相继建成，恢复和扩建
了重庆钢铁厂等，沿线中小工厂如雨后春
笋，带动重庆经济社会蓬勃发展。

“1964年，中共中央为加强战备启动
‘三线建设’。”曹清尧说，“三线建设”形成
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推动重庆工业实现
了一次跨越式发展。

1997年，重庆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唯
一直辖市，发展再次提速。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等国家重大
战略叠加，为重庆乘势而上跨越发展带来
了重大历史机遇。

“我工作过的荣昌，随着双城经济圈建
设迎来了发展的高光时刻。”曹清尧介绍，
荣昌重庆西部电子电路产业园与四川射洪
西部国际技术产业园开展合作，两地14家
企业实现互配互采；促成秋叶机械等企业
与长安、长城、比亚迪等整车企业建立合作
关系……

进入新时代，重庆着力构建以“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为牵引的产业体系，
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
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2023年，重庆跻身
GDP总量超3万亿元城市，占西部总产值
比重的11.2%，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可喜的新
步伐。

市政府参事曹清尧：

国家战略机遇叠加 重庆发展迈上新台阶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前几天我看新闻，上海洋山港四期工程
已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
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
的。”9月30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上重庆交
通大学河海学院87岁的退休教授吴宋仁。
电话那头，老人言语中难掩兴奋。他说，这既
和我们国家的基建水平分不开，也得益于新
中国成立75年来，高校培养了大量人才。

1937年，吴宋仁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个

穷苦家庭。195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
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前身）水利系港
口工程专业。

回忆起当年，吴宋仁十分感慨。他介绍，
当时我国的水利、港口建设水平和理论研究水
平都还比较落后，教材用的是苏联的，平时还
有苏联专家来上课。毕业后，吴宋仁先是被分
配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理工大学前身）
任教，1963年调到重庆交通大学直到退休。

1981年、1994年，吴宋仁到加拿大学习
港航工程技术。回国后，他主编了多部国家

级重点教材，并主持完成了多项重要科研项
目。2000年，由吴宋仁主编的普通高等教
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海岸动力学》（第
3版）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2002年，该教
材获得原交通部“九五”优秀教材奖。目前，
全国高校水利类专业海岸动力学课程均采
用这本教材。

“以前我们出国学习人家的技术，现在我
们的基建水平和港口设计、施工等技术，成为
了世界一流，国外的工程也来找我们建。”吴
宋仁说，他常听到学生投身于港珠澳大桥等
举世瞩目工程建设的消息，让他深感骄傲。

如今，港口建设和面向海洋的开发如火
如荼，吴宋仁说，老专业要不断地更新升级
和转型，尽量提高人工智能在运河、海洋中
的运用。

退休教授吴宋仁：

基建水平从“不敢想象”到“世界一流”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全国劳动模范、国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
空港变电运维班班长王莉佳作为一名电力
工人，见证了重庆电力事业发生的两个重要
变化。

“27年前，我们靠脚步巡视，凭经验判断
设备运行情况。现在实现了智能巡检，运维

人员坐在集控室就可远程巡视辖区变电站。”
王莉佳记得，1997年她在界石堡变电站从事
运维工作，靠的是“望闻问切”以及个人经验。

2017年，智能巡检系统上线，高清摄像
头、无人机、巡检机器人在变电站逐一上阵，
同时集控室也建立起来。

“我们随时可以进行远程巡视，变电站
也实现了无人值守，极大减轻了工作人员负
担。”王莉佳说，智能设备可以覆盖更广泛的
巡检区域，并且不受地形、天气等限制，“但
这并不意味着谁可以取代谁，电力工人需要
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未来智能巡检

与人工巡检一定是相互配合的。”
“对居民来说，如今重庆电力供应更加

稳定，很少遇到临时停电的情况。”王莉佳记
得，在她小时候，停电可以说是“家常便
饭”，“后来10千伏电缆走地下后，停电就大
幅减少了。”

“我记得，2002年发生过一次全市范围
限电，当时电力供应不足，四川也处于枯水
期无电可借，但这种情况不会再出现了。”王
莉佳称，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哈
密重庆±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疆
电入渝）将分别于今年、明年建成投用，即便
是迎峰度夏关键期，我市民生用电也有充足
的保障，“特别是有了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
交流工程，我们与四川可以实现电力互济，
四川丰水期给重庆送电，枯水期重庆可把富
余电力送到四川。”

全国劳动模范王莉佳：

以前步行巡检 如今用上机器人无人机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走进南岸区机电一支路，街道两侧有多
家制造业企业。重庆机电智能制造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机电智造）所在的办公楼
不太起眼，不过，这家企业在国内齿轮研发
领域却是“第一梯队”。特别是总工程师李
先广，牵头研发出多个行业领先的齿轮产
品，让他在去年获评“国家卓越工程师”，成
为我市唯一入选对象。

自1988年从业以来，李先广已经同齿

轮打了30多年交道，研发的齿轮产品累计
为企业实现增收30多亿元。

为何投身齿轮研发？这要从1978年说
起。“课堂上，老师告诉我们，科学的春天要
来了！”一句话，让李先广立志投身工科技术
研发。

1983年，李先广考入重庆大学，就读机
械制造专业，毕业后进入重庆机床厂从设计
员干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湖北一家中
法合资车企面向全球招标变速器齿轮加工
设备及整套技术。重庆机床厂投标，技术方

案制定任务落到李先广身上。
“为拿下这笔大单，更是给‘重庆造’争

一口气，我们必须上！”李先广带领团队夜以
继日攻关。一个月后，他们拿出一套成熟的
方案，一举中标。

与产业趋势和时代浪潮共舞，是工程师
永不结题的课题。2018年，50岁的李先广
来到重庆机电智造担任总工程师，一头扎进
智能制造新领域，先后主持完成多项国家及
省部级项目和课题，接连攻克多项精密复杂
加工行业关键加工工艺技术，提高了我国精
密复杂加工制造的整体技术水平。

从过去的铁锤榔头，到今天的智能操
控，扎根研发领域三十载的李先广见证了重
庆制造业高速发展的历程，感受到从制造到

“智造”的飞跃。

工程师李先广：

扎根研发三十载 见证制造业崛起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初秋，坐落在长寿区桃花溪畔的石堰镇普
子村，满山血橙树郁郁葱葱，村党支部书记戴勇
正带领村民浇水施肥，忙着血橙树的秋季管
护。“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村
就是真实写照。”戴勇说，这几年桃花溪的生态
变好了，既改善了村民们的生活环境，也带动了
产业发展，大伙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今年55岁的戴勇是土生土长的普子村
人。他清晰地记得，20世纪70年代，桃花溪一
汪碧水、波光粼粼，村民们在沿岸栽种了成片的
水稻，每年秋季，沉甸甸的稻穗摇曳生姿，充满
了丰收的喜悦。

但渐渐地，村民们发现种粮效益不高，便将
耕地整合起来，发展规模养殖。高峰时期，桃花
溪沿河有四五家养猪场，最大的一家生猪年存
栏量有1000多头。这些养殖场的粪污水直排
河里，更糟糕的是，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桃花

溪一些上游支流也逐渐萎缩，秋冬季面临季节
性缺水难题，但一到夏季汛期，河水又暴涨，容
易引发洪涝灾害。

近几年，桃花溪以创建全国幸福河湖为契
机，实施水系河道整治，兴建了8000余米引水
工程，将龙溪河水引入桃花溪。沿河村镇重点
实施了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将河道沿线200米范
围内设为禁养区，全面关停沿河养殖场。

随后，普子村又在两岸栽种了水草植被。
“治理后的桃花溪水草丰腴，水也变得更加清
澈，经常能看见水鸟在河边觅食、栖息生态环境
发生了巨大变化。”戴勇说。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普子村成立了专业
合作社，发展起血橙、优质水稻等特色产业，去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30万元，村民年人均纯收
入突破2万元。

“现在的普子村不仅山更绿、水更清，村民
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接下来我们还要撸起
袖子加油干。”戴勇说。

基层干部戴勇：

桃花溪变清了 村民日子更有盼头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9月 30日，坐落在巫山县竹贤乡“天坑”
下的下庄村已是浓浓的节日氛围，村里48盏
路灯上全都挂满了小红旗，喜迎即将到来的
国庆。

“这些国旗都是村民自己动手做的，昨天才
做好，今天就赶快挂上了！”“时代楷模”、下庄村
党支部书记毛相林笑着说。

为谋发展出路，从1997年到2004年，毛相
林带领全村人在绝壁上“抠”出一条长8公里的

“天路”，至今已整整20年。
“75年来，国家快速发展，如今一片兴旺，

这才有了下庄如今的好日子，村庄更美了、收入
增加了、奔上小康了。”毛相林说，为了不辜负党
的好政策、不辜负国家对农村发展的支持，下庄

村今后还得拿出新作为。
毛相林说，这几年，下庄村在乡村振兴路上

大步迈进——“天路”上行驶着旅游观光巴士，
建成巫山县委党校下庄校区，红色旅游新业态
欣欣向荣。去年，全村接待游客11万人次，人
均纯收入达20046元，下庄人的腰包越来越
鼓。

同时，毛相林也看到了发展中的短板：“游
客是多了，但还是留不住客，主要是缺景观。”

“现在乡村振兴政策这么好，在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我相信我们未来发展还是
大有希望的！所以我现在有个心愿：5年内，让
全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5万元。”毛相林说，为
此，他将带领村民继续发展好1500亩柑橘和核
桃产业，同时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希望引来
更多游客。

“时代楷模”毛相林：

5年内让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5万元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我们川剧艺术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就在9月1日，重庆和四川两地川剧保护传承条例同步落地实
施。我想，对广大川剧工作者来说，这是川剧最好的时代。”9月30日，中
国剧协副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重庆市川剧院院长、“三度梅”艺术家沈
铁梅动情地说。

川剧艺术源远流长、积淀深厚。说起川剧保护传承工作，从艺40余
年的沈铁梅感慨良多。她的艺术人生密切关联着当代川剧的发展传承，
她以川剧界领军人之姿，见证了川剧艺术的当代复兴。

“国家越来越繁荣富强，文化艺术发展也越来越有希望。”沈铁梅表
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传统戏曲行业一度遭遇低潮，川剧事业也不景
气，不少演员无戏可演。如
今，随着文化自信愈发深入人
心，川剧艺术的传播度和接受
度越来越高——社交媒体上，
川剧持续出圈，一些经典剧目
被广为传唱；剧场里，迎来越
来越多青春的面庞，他们眼里
有戏，熠熠闪光。

“今年9月，新一届川剧学
员班开学，新一批苗子又在成
长了。”沈铁梅表示，一代代戏
剧人的坚守让川剧艺术成为
几十年来重庆文化事业发展
一个生动的注脚。川剧保护
传承任重道远，她将继续坚守
信念，守正创新，让传统文化
焕发新生，让川剧艺术得到更
好的传承。

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

川剧艺术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