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日报评论员 许君强

账本，是回顾一年的载体。民生
账本，是重庆这一年的故事里，最温暖
的回响。

在这沓账本里，最令我感动的，是
重庆人的坚韧、重庆城的温度。那一
年，刚退休的张莉怀着“一腔热血，想给
居民办点事”，开始运营一家社区养老
服务站。开业初期的亏损，并没有难倒
张莉。今年，通过想方设法增加客源等
方式，张莉终于让老年食堂扭亏为盈。

“有了盈利作保证，这个食堂就
能一直经营下去，看着老人每天高兴
地来、高兴地走，我也很有成就感。”
回望这一年来的“小账本”，张莉难掩
喜悦——一个个变动的数字，记录着
一份事业的节节高升，注解着一群长
者的幸福晚年，也浓缩着一座城市的

惠民态度。在食堂“两荤两素10元一
餐”的性价比背后，是当地相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是真金白银的经费补贴。

从账本里收获信心的，不仅是张
莉。这一年，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罗显清，将服装厂生产的原料卖到大
洋彼岸，带领更多乡亲走上致富路；这
一年，两江新区邢家桥社区书记谢兰，
组织大伙儿开了近百场小院议事会，
把社区“自治”“共治”搞得有声有色。

一沓沓厚实的民生账本，一张张
殷实的幸福账单，无不诉说百姓的切
身感受——巴渝儿女这一年过得“很
巴适”。

“很巴适”的感受，来自很实在的
举措。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835个、4186万平方米，建设100个口
袋公园，新增“错时共享”停车泊位4.5
万个……即便自己过“紧日子”，也要

让群众过上“好日子”，这是重庆一直
以来的态度，也是求真务实的行动。

巴渝人民过得“很巴适”，燕赵儿
女过得也“真不赖”。这一年，口袋公
园建设、“四好农村路”提升、农村厕所
改造……河北省的 20 项民生工程在
方方面面顺利推进，一件件“关键小
事”成了暖心实事。这几天，我注意
到，沧州市的20项民生工程已经全部
完成，其中包括棚户区改造工程等在
内的 11 项是超额完成全年任务目
标。环顾全国各地，老百姓“你追我
赶”奔明天，每一本民生账本里都写满
了城与人的“双向奔赴”。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留下了这
一席暖心话语。“民生为大”的故事，还
在持续上演；账本里的“幸福指数”，仍
在不断提升。

■四川日报评论员 刘志杰

立甲板之间，望大三峡高山
平湖，诗画叠彩；行荔枝古道，蜀
道深林里，听摩崖造像千年涛声；
穿行都市，在 8D 魔幻的洪崖洞旁
涮热辣火锅，在两江之畔享川剧盛
宴……都市与自然交响、历史与未
来交汇，重庆让更多游客流连忘返。

数据下的文旅账本，硕果累
累：前三季度，重庆的文化产业、旅
游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9%、
7.3%，接待国内游客3.3亿人次、入
境游客76.2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10.1%、222.4%……

人气连着财气，财气离不开
人气。文旅产业作为幸福产业，
其账本里最浓郁的，绝不是金钱
气，而是烟火气、文化气。文化保
护、技术突破、川渝合作……文旅
是个大账本，“大文旅”正在串联
起千行百业。

龙年游龙乡，古城铜梁里，游
人聚精会神体验扎龙，而这份“文
旅融合”创新项目的背后，是千百
年来非遗手艺人的坚守传承。

“这才是中国旅游该有的样
子，我们就是要逐渐从世界第一大
客源国迈向全球领先的目的地
国。”世纪游轮公司的总监熊耀华
为了这个目标，大年三十都在伦敦
街头啃面包。当国际友人惊叹于
三峡风貌时，那份奔波就值了。

从自主创新到虚拟拍摄，永川
科技片场让剧组“拿着剧本来，带
着成片走”。如今，川渝联合制作
的《熊猫计划》等作品，正在成为巴
蜀两地新的“文旅大使”……

非遗注魂、科技赋能，从看景
观到品文化，旅游的形式和内涵都
在不断丰富拓展。文旅融合，融的
就是古今中外，是故事、是形式也
是体验。

一项主要面向大学生的青年
调查显示，超七成的受访者在选择
旅行目的地时，会特别关注旅游目
的地的历史人文含量。写好文旅

“大账本”，不仅要用活各行各业，
更要深挖“文化”这本书，把跨地
域、文化接近的资源联合开发、共
同打造。

四川和重庆，山水相连，人文

相 亲 ，很 多
景点背后的
历 史 ，往 往
都在同一个
坐 标 维 度 。
2025 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第五年，也是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建设的第五年。在《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指导下，川
渝正在联合挖掘、携手开发两地
文化及旅游资源，推动文旅账本
再扩容。

3月，“成渝文旅一卡通”发布，
川渝60多个景区一卡通玩；7月，两
地相继通过川剧保护传承相关条
例，这是川渝协同立法的创新实
践；11 月，成渝古道文化旅游发展
联盟与环华蓥山文旅发展联盟获
授牌，基层文旅合作又有了实质性
进展……四川、重庆强强联手、串
珠成链，一同做大文旅账本，这正
是深度还原历史、深化文旅体验的
必然要求。

川渝一家亲，巴蜀儿女同守正
共创新，更多精彩的文旅故事未完
待续。

■浙江日报评论员 张萍

“旧账不过年”，这是一种朴
素的经济思维。到年底，算算一
年的收支账目，既是为一年的辛
劳作记录，也是为来年的努力打
基础。从账本上的数字变化，我
们可以更直观地感知经济社会
的脉搏，体会功不唐捐的欣慰，
积蓄再次出发的力量。

看重庆过去一年的智慧账
本，能看到新上线的智慧交通出
城通道管控功能，为国庆黄金周
缓堵助力；能看见一家传统餐饮
企业巧妙运用数字科技，综合人
工智能等前沿新技术，实现食品
安全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体化；能
看见重庆超过3000家跨境电商
经营主体，通过一根网线，实现

“货卖全球”。这些智慧成果，激
发出一座城市拔节生长的深厚
动力。

从巴山渝水的重庆到江南
水乡的浙江，数字，是两者共同
的基因。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强化数字
赋能、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去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
考察时要求“深化国家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打造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和数字产业集群”。殷
殷嘱托，为两地奔向数字未来指
明了方向。

这些年来，两地都高度重视
数字建设，将其作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提前
布局、全力培育之下，两地数字
经济在各自经济体量中所占比
重逐渐增加，成为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动力，并且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长三角一体
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两地的数字建设，也各有特
色。比如重庆注重系统设计和
统筹规划，以数字重庆建设为引
领，推动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浙
江则更倾向于市场主导、需求牵
引；重庆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
造等方面表现突出，浙江则在电
子商务、数字安防等领域具有显
著优势；重庆在城市运行和治理
方面的数字化应用成果显著，浙
江则在政务服务领域的数字化
应用较为领先……不同的侧重，
相同的旨归。

透过两地实践，可以清晰看
到数字大潮横贯东西，奔涌在两
地经济的血脉之中，支撑起产业
转型、城市治理、政务服务、民生
建设等方方面面，赋予高质量发
展智慧能量，提升美好生活的智
能水平。

一座城市的智慧化，并不抽
象，就藏在眼花缭乱的立体交通
里，藏在明灭闪烁的山城灯火中，
藏在旖旎水乡的数字涟漪里，藏
在之江两岸的共富风景中。

■新华日报评论员 袁媛

50 万元以上高端汽车，哪款
“正当红”？答案也许会打破不少
人的固有印象：国产车问界M9在
今年1-10月的销量榜中，拔得50
万元以上级别车型的头筹。随着
问界汽车销量大增，“赛力斯”的名
字逐渐家喻户晓。作为重庆车企
的代表，赛力斯也收获了一份亮眼
的经济账本——截至 11 月末，累
计销量同比增长255.26%。

账本里有跃动的数字，更有流
淌的时间。赛力斯并非含着金钥
匙出生的“天选之子”。从弹簧工
厂到知名车企，30多年来，赛力斯
历经三次转型升级，实现由“刀耕
火种”式生产向数字化制造的跃
迁。赛力斯的华丽转身，也折射了
重庆的产业变迁。曾经，全国每8
辆汽车就有 1 辆是“重庆造”。但
彼时的重庆汽车产业，主力是合资

厂商，自主研发能力不强，
面临着市场的严峻挑战。
痛定思痛，重庆瞄准新能源
汽车发展的新机遇，部署了
一系列战略规划，支持包括
赛力斯在内的一众车企转
型升级。终于，在时隔8年
后，重庆重返“中国汽车第
一城”。这一次，“重庆造”
汽车不仅风靡全国，更走出
国门，“圈粉”全球。

账本里有收获的喜悦，
更有发展的密码。每一辆

新能源汽车都
是一则品牌故

事，它们
承 载 的

不仅是商业价值，也彰显着城市与
企业的合作佳话。赛力斯在与华
为合作初期，拿不出建先进工厂的
费用。关键时刻，重庆协调了数十
亿产业资金建设超级工厂，以低价
租给赛力斯用于生产。穿越“时光
隧道”，重庆的魄力和智慧令人佩
服；而凝望“城市足迹”，重庆的发
展之路又有迹可循。近年来，重庆
摸清“家底”、立足实际，推动前沿
技术为传统产业注入新质生产力

“血液”。“老枝”发“新芽”的产业故
事，正在被重庆这座中国西部工业
重镇生动讲述。

换个视角看，重庆汽车产业的
“逆袭之路”，既很“重庆”，也很“中
国”。越挫越强、负重前行，是巴渝
独特的人文气质。在新旧动能转
换之际，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
境，谋发展就是要有这样一股闯
劲、韧劲和钻劲。重庆是这样，全
国各地也是如此，从广袤乡村到繁
华都市，从生产车间到科研院所，
各行各业都在向科技创新要答案，
大江南北都涌动着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热潮。

在江苏，向新而生的故事也
很多。譬如常州，这座今年刚迈
入万亿规模的“江南小城”，就是
靠科技创新“逆天改命”，实现了

“小资源”推动“大发展”。以新能
源汽车著称的重庆，以动力电池
见长的常州，一个在长江头，一个
在长江尾，这两座长江经济带上
工业明星城市成功的秘诀，不仅
在于赶上了好“风口”，更在于在

“最正确的地方”打最深的井。这
些弥足珍贵的经验，必会为高质
量发展带来更多惊喜。

■南方日报评论员 王庆峰

曾去过一次重庆，这里山环
水绕、江峡相拥，不靠海、不沿
边，开放的基础条件远不及沿海
地区，但却给人留下很深的“开
放”印象。

稍作了解，才知道重庆从未
停下开放的步伐。历史上，重庆
经历过数次具有重要影响的移
民，造就了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
和开放包容的城市性格。1891
年，重庆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埠
的内陆通商口岸，改革开放后，又
成为内陆开放最早的城市之一。
这些年，开放型经济更是蓬勃发
展，重庆由“腹地”迈向了“前沿”。

特别是近年来，重庆又迎来
了开放新机遇——西部陆海新
通道。这是“一带一路”标志性
项目，以重庆为运营中心、各西
部省区市为关键节点，利用铁路
等运输方式，向南经广西等沿海
沿边口岸通达世界。重庆抢抓
机遇，充分发挥通道物流和运营
组织中心作用，推动通道建设跑
出“加速度”、拓展“朋友圈”，国
际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如今的世界版图上，以重
庆等中国西部省区市为关键节
点，一条国际物流大通道正加速
延伸。赛力斯把旗下各品牌汽
车销往 70 多个国家，在全球结
交了100多个贸易伙伴；奉节眼
镜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东

风”，打开了东南亚市场的大门；
武陵山本土农特产品卖到了国
外，农民的钱袋子更鼓了……

今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总
体规划》印发五周年。五年来，
这条连接东西、沟通内外的大通
道，已通达全球120个国家和地
区的490个港口，为我国西部地
区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有力
证明了“越开放、越发展，越发
展、越开放”的道理。从刘义真、
田淑涓的“开放账本”中，我们能
感受到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态势，也能读懂重庆推动高水平
开放的坚定决心。

悠悠珠水，奔流不息；万里
长江，浩浩荡荡。相隔数千里的
广东和重庆，地理风貌迥异，人
文经济不同，但同样有开放的心
态、开放的气度。广东是改革开
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重
庆则肩负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
纽的全新使命，粤港澳大湾区经
济圈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合
作潜力无限。两地加强战略对
接，携手扩大对内对外双向开
放，一定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拓展经济纵深，为
全国大局作出更多贡献。

一域蝶变，全局缩影。重庆
走出了别开生面的开放之路，这
正是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
大”的壮阔实践。以开放促改
革、促发展，重庆一定能走向更
加美好的未来。

账本读懂 里的“开放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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