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北京时间12月4日22时12分，在
巴拉圭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
会议上，中国政府申报的“春节——中
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该项目申报由全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共同推动。至此，中国共有44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

重庆在这次“春节”申请世界非遗
的过程中出了哪些力？记者从市文化
和旅游发展委了解到，铜梁龙舞、梁平
木版年画参与了申报工作。同时，渝
中区湖广会馆的禹王祭祀典礼、酉阳
县的新春非遗项目展演等重庆各地欢
度春节的活动，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官网发布的春节申遗视频中精彩亮
相，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佳节春节
的魅力。

铜梁龙舞
欢度春节的重要民俗活动

“舞龙，是庆祝新年的重要民俗活
动。”春节申遗视频中，重庆市铜梁区的
国家级非遗铜梁龙舞热烈喜庆。

只见视频中，1000多摄氏度的铁
水被舞者洒向天空，化为四处飞溅的钢
花，犹如漫天流星。在这如梦如幻的火
树银花下，一条条铜梁龙腾跃翻飞，极
其震撼。

（下转3版）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停工多年的项目，终于“起死回生”！近
日，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巴福片区，重
庆鑫三联科技产业园项目进入全面建设阶
段。

这宗地块原本的项目在2015年烂尾，
2019 年被重庆市鑫三联实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鑫三联）接手。然而，重
新开工这一天，鑫三联等了整整5年。

土地、房产等存量资源长期闲置，是
近年来不少地方面临的发展难题。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盘活存量土地和低
效用地。这既是“稳增长”，又是“防风险”，
更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抓
手。

如何才能盘活？鑫三联科技产业园
项目就是一个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
的典型例子。那么，重庆高新区是如何做
的？

一波三折
企业选择项目被否，服务专班

上门对接

“这样空闲起不是个办法，但我们也是没
得法！”

时间回到2022年6月，鑫三联副总经理
陈核向重庆科学城高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高新产业公司）副总经理廖明强倒
出一肚子苦水。当时，廖明强正带领服务专
班走访巴福片区，了解企业诉求。

高新产业公司是市属重点国有企业重庆
高新开发集团下属子公司，于2022年1月转
型为园区服务企业，建起了一个由招商、产业
研究和服务人员构成的“店小二”服务专班，
主要负责重庆高新区直管园南部区域的产业
发展、企业服务等工作。

鑫三联科技产业园项目所在地块，占
地面积 85亩，原业主单位于 2012 年完成
土地招拍挂，计划建设6幢楼，打造塑料管
材加工生产基地。由于经营不善、资金链
断裂，原业主单位破产，导致项目停工，仅
有两幢楼完成主体建设，建筑面积约3.5万

平方米，其余部分或仅完成地基建设，或尚
未启动建设。

2019年8月，鑫三联的母公司通过司法
拍卖取得该宗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
物所有权，计划用于自身生产经营发展。

“当时，我们向有关单位提交了续建申
请，继续搞混凝土项目，但因不符合产业发展
规划，没能通过。”陈核说。

混凝土项目被否，企业又把装配式建筑项
目作为新方向。然而，这条路还是没能走通。

原因是，随着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拉
开大幕，作为科学城核心区的重庆高新区直
管园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大健康、
高技术服务确定为主导产业，巴福片区的产
业定位是发展先进制造业。

“我们想搞装配式建筑，但不符合产业发
展规划，不得不停了下来。”鑫三联办公室主
任任小君回忆说，当服务专班来走访时，企业
正苦于找不到发展方向。

服务专班调研发现，一是该地块处于
科学大道巴福段主要景观带，距科学大道
直线距离不足50米，未完工的建设项目影
响景观效果；二是原项目停工多年，存在一
定安全隐患；三是企业此前投入约7000万

元拍下该项目，如果长时间未重启，就无法
形成有效资产，对企业生存和发展造成巨
大压力。

经仔细研判，服务专班给企业提出建议：
发展科技产业园项目，新建标准厂房，服务高
新区招商引资、成果转化和产业培育。

“缺少优质载体，一直是制约巴福片区
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重要因素。”廖明强
说，该区域仅两个工业园区有标准厂房，且
这些厂房建成时间均在10年以上，厂房建
设标准落后于产业发展需求。如果鑫三联
建设科技产业园，巴福片区就有了现代化标
准厂房。

随后，服务专班多次上门与企业沟通，企
业对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及巴福片区产业布
局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终于下定决心打造
科技产业园项目。

群策群力
一场项目设计方案座谈会开了5小时

2023年3月，鑫三联开始着手办理项目
重启的相关手续。刚一开始，问题就来了。

（下转2版）

重庆高新区以“店小二”理念服务企业，让存量资源变发展增量

项目停工多年 终于“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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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冲）12月4
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网
站日前发布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优异种质资
源，全国共有140份优异种质资源入选。其中，重庆大籽
黄玉米、火罐柿、涪陵红心萝卜、三元丝瓜4份种质资源
入选。

重庆入选的4份优异种质资源中，大籽黄玉米是巫
山县玉米地方品种，籽粒硬、口感甜，属于稀有早熟品种，
具有高抗玉米穗粒腐病特征。涪陵红心萝卜又名胭脂萝
卜，红色素含量、品质、溶解性优于其他品种红萝卜，色价
比国家标准高10倍以上，是提取天然红色素的优质原
料。三元丝瓜是我市优质早熟地方丝瓜品种，具有清凉、
化痰功效，且具有连续结瓜能力强、抗枯萎病和根结线虫
病等特性。火罐柿是我市此次唯一入选的野生资源，因
其形似火罐灯笼而得名，具有口感甜腻、外形美观、挂果
期长等特性，能即摘即食。

据介绍，我市启动种业振兴工作3年来，已新收集
农作物种质资源2402份，自主培育农作物新品种200
余个。

重庆火罐柿等4份种质
资源入列全国“优异生”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
者 陈维灯）12月4日，记者从南川区获悉，
该区在全市首创“企业之家”服务平台，截至
11月底已为企业排忧解难800余件次。

为了让企业办事更加便利，今年6月30
日，南川区在全市首创“企业之家”服务平台，
以企业事“一窗办”为目标，重点围绕帮办代
办、增值服务2个方面，为企业提供主动服
务、高效服务。

“我们在政务大厅一楼设置专区，划分
咨询导办、免费帮办、沟通洽谈、自助服务
四大功能区，配置电脑、打印机、查询机等
设备，打造会客式‘企业之家’服务平台。”南
川区政务办副主任李沁渝介绍，“企业之家”
平台聚焦帮办代办核心功能，围绕企业办事
高频业务，明确193项事项纳入免费帮代办

清单范围，并结合实际情况对清单实施动态
调整。

“‘企业之家’为我快速解决了贷款融资
难题，11月业务量比10月增加近一倍。”在
南川从事装修业务的个体工商户沈国江说。

今年10月，他正为缺乏资金扩大经营规
模而发愁，听说“企业之家”服务平台能为企
业提供“一站式”融资服务，便到政务大厅咨
询相关业务。了解他的需求后，“企业之家”

服务平台工作人员立即与工商银行南川支行
驻点取得联系。

审核了相关资质，工商银行南川支行3
天后便为沈国江放贷15万元，解了他的燃眉
之急。

“‘企业之家’服务平台强化部门联动，推
行联合服务、集成办理，为企业提供‘一件事
一次办’‘一类事一站办’服务。”李沁渝介绍，
该服务平台汇集了全区财税、法律、金融、创

新创业等各方面惠企政策，同时提供咨询、解
读、申报等政策服务，推动涉企服务从“多头
分散”转变为“一站集成”，大幅缩减了企业办
事时间、办事成本。

截至11月底，“企业之家”服务平台成立
5个月以来已帮助企业解决各类问题800余
件次。南川区还组建了服务企业工作团队，
协同园区各组团，主动对接企业了解需求，帮
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南川在全市首创“企业之家”服务平台
193项事项纳入免费帮代办清单 助企解难800余件次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记者 魏玉坤 严赋憬）
记者7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截至目前，用于“两重”建
设的7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已分三批全部安排到项
目，另安排3000亿元用于加力支持“两新”工作。至此，全
年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已全部安排完毕，正在加快推
进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近一段时间以
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把项目建设和配套改革结合
起来，集中力量支持办好一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

安全能力建设中的大事要事。
在“硬投资”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门，

按照自上而下的原则，对项目进行严格筛选，优先选取
跨区域、跨流域重大标志性工程，努力确保所有项目都体
现“两重”性质和国家意志。“两重”建设重点支持了长江
沿线铁路、干线公路、机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东
北黑土地高标准农田建设，“三北”工程建设，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高等教育提质升级等领
域建设。

（下转3版）

7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已安排到“两重”建设
重点支持长江沿线铁路、干线公路、机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

铜梁龙舞、梁平木版年画、渝中禹王庙会……

春节申遗成功背后的重庆力量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长江上
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段已成为冬候鸟
重要栖息地。近日，记者从市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获悉，每
年到此越冬的候鸟总数超过5000只，保护区连续4年监
测记录的冬候鸟种类累计增加20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
的珍稀濒危鸟类有14种。

从2021年起，重庆市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处连续在保护区重庆段监测、巡护，截至今年11
月，监测到的冬候鸟由4年前的26种增加到46种，属于
国家重点保护的候鸟超过30%，如中华秋沙鸭、黑鹳、白
琵鹭、白额雁、小白额雁、游隼等。今年监测到的国家二
级保护野生动物小天鹅、鸳鸯、短耳鸮、凤头蜂鹰，均是首
次监测到在保护区重庆段越冬。

湖广会馆禹王祭祀典礼现场。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连续4年监测记录显示

重庆冬候鸟
累计增加20种

近日，江津区支坪镇金滩湾，野生白额雁在此栖息。
通讯员 李莉莉 摄/视觉重庆

梁平木版年画国家级传承人徐家辉在雕刻印制年画。
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加速培育
新质生产力，重庆将产业创新作为“主引擎”。12月7
日，2024年重庆市产业创新大会举行，现场发布了新一
批产业创新项目成果，包括100个重庆市产业技术创新
产品清单、100个重庆市产业技术创新典型应用场景清
单、100个重庆市中小型硬科技企业培育对象名单。

“此次发布的产业创新项目成果，囊括了我市产业创
新项目中的‘佼佼者’。”市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比如产业技术创新产品清单中的深蓝汽车、“天钧二号”
GPU芯片，以及产业技术创新典型应用场景清单中的

“零碳智慧园区示范应用”“3D打印增材制造场景”等，都
是近年渝企推动产业创新的成果亮点。

市经济信息委还现场发布了《重庆市未来产业培育
行动计划》《重庆市产业创新综合体建设方案》。接下来，
我市将持续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市战略，促进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形成更多具有“重庆
辨识度”的产业科技创新标志性成果。

会上，来自我市“产、学、研、用”领域的多位专家及企
业人士，围绕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思路、实践经验和未来趋
势进行对话交流、提出“金点子”。

重庆发布新一批
产业创新项目成果

包括产业技术创新产品、
典型应用场景等

铜梁区玄天湖龙舞广场，铜梁龙在漫天火花中飞舞。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本组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三年打基础

重庆种业振兴行动
自主培育新品种200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