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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刘翰书）1月 7日，全市河长
制工作暨幸福河湖建设现场推进
会在永川召开。记者现场获悉，我
市已有临江河、桃花溪、长滩河等
16条河湖通过市级幸福河湖建设
验收。同时，新一批51条市级幸福
河湖建设已全面启动。

2023年5月，重庆发布第5号市
级总河长令，提出实施幸福河湖建设

“百千行动”，计划到 2027 年建成
100条、2035年建成1000条以上具
有区域特点、流域特色、重庆辨识度
的幸福河湖。当年，我市就选择73
条基础条件好、群众认可度高的河湖
先行先试建设市级幸福河湖。

截至目前，已有16条河湖率先
建成市级幸福河湖，分别是临江河
（永川区、江津区）、桃花溪（长寿区）
及长滩河（云阳段）、郁江（彭水段）、
濑溪河（荣昌段）、御临河（渝北段）、
大宁河（巫山段）、琼江（铜梁段）、璧
南河（璧山段）、荣峰河（荣昌段）、琼
江（潼南段）、汉丰湖（开州区）、酉水
河（酉阳段）、龙河（丰都段）、长寿湖
（长寿区）、淮远河（铜梁段）。

“2023年启动的市级幸福河湖
已开工建设项目 579 个、完工 514
个，完成投资 458 亿元、投资完成
率87.9%。”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市河长办副主任任丽娟介
绍，第5号市级总河长令发布后，市
河长办及时制定工作方案，建立健
全申报实施、验收评估等工作机
制，制定修订《重庆市幸福河湖评
价指标体系》，从“河湖安澜、生态
健康、亲水宜居、智慧赋能、文韵深
厚、绿色富民、群众满意”7个方面
将重庆幸福河湖具象化，推动河湖
从安全、生态、美丽向幸福汇流。
全市上下闻令而动，各区县因地制
宜、探索创新，从幸福河湖建设各
环节入手，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亮
点、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典型经验
做法。

首先是高质量编制方案，如秀山
县发放民意调查表1000余份，充分
听取群众意见；南岸区高规格审议幸
福河湖建设方案。

其次是高质效推进建设，如渝中
区、合川区、奉节县、石柱县等成立以
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幸福
河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大渡口区、
云阳县等统筹整合项目资金保障方
案落地；荣昌区、奉节县在全市率先
开展河长制文化主题公园建设，融合
幸福河湖标识。

高标准强化管护方面，渝北区分
段成立御临河“河段党小组”，组建巡
河护河队，并实行积分管理制；南川
区、巫溪县招募幸福河湖“党员志愿
河长”。

“除第一批启动的幸福河湖全
部在今年8月底前完成建设外，新
一批幸福河湖建设也将在明年10
月底前进行评估验收。”任丽娟说，
新一批市级幸福河湖包括永川区兴
龙湖、铜梁区巴川河、云阳县汤溪河
等51条。

按照进度安排，去年12月至今
年4月为方案编制阶段，今年5月至
明年8月为组织实施阶段，2026年
10月底前将对该批次市级幸福河
湖进行评估验收。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已经建
设完成还是正在建设中的市级幸
福河湖，市河长办都将对照评价指
标体系，开展常态化体检、暗访式
巡检，动态消除河湖突出问题，健
全完善管护机制，不断补齐短板弱
项，建成后还将建立全市幸福河湖
名录并实行动态管理。

下一步，我市将充分依托河湖自
然禀赋，聚焦生态修复、乡村振兴、文
化旅游等主题，加快建设兼具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幸福河湖，
同时还将健全完善幸福河湖建设群
众共管、成效共评、成果共享工作机
制，力争2025年底前再建成50条以
上市级幸福河湖。

首批16条幸福河湖建成

重庆新一批市级幸福河湖
建设全面启动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在南岸区上新街转盘面朝南山方向，其右侧有一
条狭窄的上坡路，驾车驶出300米，就来到位于黄葛古
道中段的敦厚坡老街。老街依山而建，长度不到500
米，却在2024年吸引游客超1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430万元。

一条老街为何如此有魅力？
近日，记者走访发现，这里有20多家簪花店，是名

副其实的“簪花一条街”。簪花火热，不仅让这里满街
“繁花”开，还带动了当地就业创业。

簪花火了
500米老街一天涌入两三千名游客

盘发、梳髻、插簪、放花……一头精致且韵味悠长
的簪花造型得以完成。2024年12月26日下午，尽管
并非节假日，记者还是在敦厚坡老街偶遇了不少慕名
而来的簪花爱好者。只见她们头戴簪花、身着汉服，
与老街青砖灰瓦的仿宋建筑风貌相映成趣。

“人多的时候，仅我们一家店单日就要接待上百组
拍摄客户，从早忙到晚。”30岁的张国庆是敦厚坡老街
首家簪花店“花见茶隐”的主理人。2023年夏天，热爱
旅拍的张国庆和妻子来到福建泉州蟳埔村，立即被当地
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簪花围”吸引。

“敦厚坡与蟳埔村有相似之处，二者都有厚重的
历史文化底蕴，何不将簪花文化带回重庆？”说干就
干，张国庆在敦厚坡老街盘下一间只有10余平方米的
店面，投入10多万元置办簪花、汉服，并在2023年国
庆前夕开门迎客。

令张国庆没想到的是，整个国庆假期，他只迎来
了一个顾客。

“我们分析原因认为，一是大家对簪花文化不了
解，二是敦厚坡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偏僻。”张国庆迅速
调整经营思路，借助互联网社交平台推广簪花文化。
直到2023年11月9日，一名拥有百万粉丝的短视频
博主来到敦厚坡，拍了一组簪花照，这里才在网络走
红。一周之后，有不少人慕名而来。

南岸敦厚坡有个“簪花一条街”的消息不胫而走，
从一家店、三家店、再到现在的20多家店……海棠溪

街道敦厚街社区党委副书记谢朝江说，2024年，老街
因簪花闻名，接待游客量超11万人次，多的时候单日
会迎来两三千人。

多元共治
激活居民和商户自治内生动力

敦厚坡作为重庆首个“簪花一条街”火爆全网，也
带来环境卫生、消防安全、治安隐患等方面问题。为
此，南岸区海棠溪街道通过组建商居联盟，激活居民
和商户自治内生动力，逐步探索出一条多元共治、共
建共享的基层治理路径。

69岁的雷勇是敦厚坡175号居民，在这里住了大
半辈子。他说，老街最早拥有100多户居民，近年来随
着城市发展，一些街坊相继搬离，还剩下64户130余
人居住在此。“簪花一条街”火了之后，大量游客涌入，
带来了诸多麻烦和不便。

“和登山路过的人不同，拍簪花的人从早拍到
晚。”雷勇说，2024年春节开始，自家门口的烟头、食品
袋、奶茶杯等垃圾就多了起来，自己和老伴一天要打
扫好几次。而且打卡簪花拍摄的游客通常需要选角
度、摆造型，常常一堆人围在家门口，一拍就是好一
阵，也让其平静的生活受到打扰。

除了环境卫生、通行不便等问题，老街房屋装饰
部分大量采用木质构件，也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老街
岔路、支路多，没有明显标识标牌和配套停车场等问
题，也带给游客不好体验……

“如果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视而不见，‘簪花一条
街’只会是昙花一现。”谢朝江坦承。

由此，2024年3月，敦厚坡老街古道簪花商居联
盟应运而生——它由64户居民和26家商户组成，并
专门成立了由居民代表、商户代表、专职网格员和社
区民警组成的协商议事机制“古道簪花智管会”，专
门解决老街在发展簪花文旅产业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

“敦厚街社区古道簪花商居联盟通过汇聚参与社
会治理的多方力量，形成了多元共治、共建共享的治理
格局。”海棠溪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彭春燕介绍，针对老
街在发展文旅产业中缺乏资金等后续发展问题，敦厚街
社区与古道簪花商居联盟共同筹备社区公益基金，发动

社会单位和老街商户共同出资，用于解决老街基层治理
和产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商居联盟和智管会成立以来，在改善环境卫生方
面，26家商户签订了门前五包责任书，老街专职保洁
人员从原来的1人增至3人，还添置了6套保洁用具和
两处垃圾分类设施，不仅使保洁面积增加了1000余
平方米，清扫时间也从原有的早晚各一次改为现在的
全时段保洁。

商居联盟成立了由26家商户和老街居民代表共
同组成的巡逻队，开展全天候义务巡逻，及时发现处
理不安全因素，保障辖区居民和游客人身财产安全。
为严防消防安全事故，除协调电力部门对老街进户主
线进行更换，还增加了41套消防安全设施，提升了商
户和居民消防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在配套设施提档升级方面，为避免违规占道停
车造成交通堵塞，商居联盟联系交巡警大队、城管
执法大队对敦厚坡沿线路段进行日常劝导、联合执
法，同时利用闲置地块修建了拥有80个停车位的停
车场。

迸发活力
初步实现商居共赢

问题的各个击破让“簪花一条街”持续迸发活力：
随着越来越多游客的到来，居民的房屋租金提高了、
享受的配套设施完善了，入驻商户的营业收入也不断
攀升，初步实现了商居共赢。

除此之外，在推动就业创业方面，“簪花一条街”
也按下了“激活键”。

“现在店里除了我们两口子，也有常驻的专职摄
影师，有时实在忙不过来，不得不临时请一些兼职人
员帮忙。”张国庆说，2024年五一、国庆假期，他们从
高校请来了传媒专业和服装设计专业的两名在校学
生，一人帮顾客进行汉服造型，一人进行簪花拍摄。
此外，在吸纳当地居民“家门口”就业方面，他们还请
了一名当地居民，在忙碌时帮着梳头、盘发。

除了部分居民在簪花里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
有部分居民以家为店开起了饮品店、小吃店和副食
店，生意还不错，既增加了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丰富了
老街经营业态和配套服务能力。

一年吸引游客超11万人次 带动当地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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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
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近年来，
为持续推动教育创新与教学优化，重
庆三峡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与重
庆麦积企业服务集团共同建设“互联
网金融”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探索出
校企“双元”育人新模式，共同促进教
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责任共担。聚焦金融产业链的
动态发展趋势，校企双方携手建立

“互联网金融”实训基地并制定基地
的发展规划，明确界定学校和企业在
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职责。如建立由
教务处主管、二级学院主办、企业主
导、辅导员辅助、专业教师具体指导
的“五方联动”机制；通过对接企业实
际需求，校企共同设计人才培养方
案，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技能大
赛标准、银行职业资格要求以及企业
岗位技能需求，以课程学习与专业培

训为基石，再通过参与竞赛和岗位实
习等一系列实践环节和阶梯式的成长
路径，全面夯实学生的金融职业技能。

资源共享。双方在师资力量、设
施设备等方面实现人才、资源共享。
学校充分利用企业的技术师资、先进
设施资源，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基
地”，专业指导老师、企业指导老师

“双导师”共同参与课程实施，根据金
融行业的最新变化和发展趋势，及时

更新教学内容和实训项目，将学校的
专业知识和企业的实战经验结合，切
实保障学生实践教学的品质与质量。

成果共赢。如为培养符合高规
格、高质量要求的复合型金融专业人
才，校企双方设计了一套集课程学
习、专业训练、竞赛锻炼和岗位实习
于一体的综合性育人模式。此模式
旨在实现“四个相通”：即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与产业需求相契合、专业教学

活动与企业岗位技能要求相一致、专
业教学内容与行业标准相对接、实习
岗位与未来就业岗位相匹配。

正是基于扎实规范的教学设计，
学院在重庆市高职教师教学能力大
赛获三等奖3项，第七届中国·重庆职
业技能大赛暨“巴蜀工匠”杯新职业技
能大赛获二等奖1项，在2024“一带
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
新大赛第三届业财税融合大数据应用

（智能财税方向）教师赛获三等奖1
项；学生荣获“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
生金融精英挑战赛二等奖2项、三等
奖2项，“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重庆市选拔赛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5 项，中国国际“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
三等奖4项，“创青春”川渝青年创新
创业大赛三等奖1项。

徐明靓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探索“双元”驱动校企合作新模式

（上接１版）
此外，为强化成果转化关键要素

支撑，重庆将实施生态优化行动，壮
大技术经理人和孵化器管理人等“陪
跑”服务队伍、强化科技金融支撑、提
升技术交易市场功能。

集中开展五项改革，破解
高校院所“不愿转”“不敢转”

记者了解到，当前，高校院所仍
存在“不愿转”“不敢转”等问题，究其
原因，是一些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
正如科技部相关负责人近日接受采
访时谈到，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
理制度目前尚未有效建立，职务科技
成果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与科技成果
转化规律不相适应；高校技术转移机
构还不健全，技术经理人的培育和激
励尚存在短板等，这些都是各地普遍
面临的难题。

为此，“改革”成为《行动计划》的
关键词之一。具体来讲，我市将集中
开展成果转化“五项机制”改革试点。

一是开展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
理，支持试点单位采取区别于现行国
有资产管理模式的职务科技成果资
产单列管理制度，解决科技成果管理
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要求之间
的矛盾。

二是开展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
费”，降低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的成
本和风险，提高成果转化效率。

三是开展科技成果“以权代股”，
将科技成果使用权或所有权在一定期
限内授权给科技人员，激励并协助科
技人员积极培育成果、提升成果价值。

四是深化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改
革，提高科技人员的转化收益分配比
例，鼓励“作价入股+出资入股”相结
合，激发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积极

性。
五是开展技术转移职称评聘改

革，探索技术经纪专业职称评聘单列
管理，加大成果转化业绩在职称评审
中的指标权重，建立成果转化导向的
晋升机制。

迭代升级一批现有政策，
适度超前探索实施一批新政策

为强化企业在成果转化体系中
的主导作用，《行动计划》还提出，将
深入实施企业科技特派员团行动，
遴选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到企
业挖掘技术需求，同时鼓励企业通
过“成果快转”等数字化平台提交技
术需求，平台在线精准推送科技成
果和科技人员信息，促进科技成果
快速场景化应用。

此外，鼓励企业通过建设创新综
合体、中试验证平台等方式深度参与
成果转化，并在重大（重点）专项、创
新综合体、概念验证、中试验证等方
面给予支持。

“此前，我市开展科技成果转化
的探索和试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取得了积极进展，形成了一些可推广
的经验。在实施《行动计划》的过程
中，我们也将做好政策的延续和创
新。”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
面，迭代升级一批现有政策，比如在
原有管理办法和模式的基础上，形成
新的种子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环大学
创新创业生态圈升级建设方案等，从
而进一步优化升级相关工作；另一方
面，适度超前探索实施一批新政策，
比如横向结余经费可用于出资职务
成果转化，在全国率先将高校用于奖
励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收益比例提
高至80%以上等，进一步激发科技
成果转化活力。

1月4日，位于江北区的金源时代购物广场，艺术
长廊悬挂着不少灯笼。重庆是全国夜间经济最活跃
的城市之一，春节临近，中心城区各商圈提前以灯会、

LED 大屏、灯光艺术体验等形式营造出浓郁的传统
佳节氛围，丰富文旅市场体验、激发消费增长动能。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