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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是为了共赢。昨日，中央企业与
重庆市合作三张项目清单集中发布。其
中，17个项目已分别与不同中央企业达成
具体落地合作协议，总投资达 1005 亿元。
这不仅有力支撑重庆市实现一季度投资

“开门红”，更助推中央企业进一步延伸产
业链、提升市场竞争力。

支撑地方发展、服务中央企业，双向
奔“富”的佳话持续上演。一直扎根重庆
的西南铝，与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产业形成同频共振。2024 年，西南铝的
汽车板产量同比增长高达 40%，实现了
企业与地方支柱产业的共赢。这种“1+
1＞2”的协同效应，正是双向奔“富”的生
动注脚。

成果，货真价实；合作，潜力无限。重
庆拥有多重战略叠加优势及深厚发展基
础，为中央企业提供了广阔舞台，而中央企
业入渝布局，不仅带来真金白银，更撬动产
业升级。这一次，双方瞄准“打造新时代西
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
纽”机遇，在重大项目上精诚合作，共同打

造引领性标志性合作成果。
重大项目，是中央企业与重庆合作的

重要抓手和有效载体。双向奔“富”的故事
有多亮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重大项目的
成效。对重庆而言，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
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以精准的政策供
给和高效的资源配置，助力“项目清单”转
化为“成果清单”。

在本次座谈会上，市委书记袁家军明
确表示，重庆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工
作，“为合作项目落地、扩产、增效提供全
生命周期优质服务”。面对中央企业的青

睐，各级各部门要积极响应、主动作为，不
断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对项目
的跟踪协调，及时解决土地、资金、审批等
问题，力争项目落地有声、推进有序、见效
有期。

当“国家队”遇见新重庆，这场奔“富”
正在迎来新的可能性——在西部大开发的
坚定步伐中，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提速建
设中，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全面布局中，合
作的乘数效应正在持续释放。双方携手，
定将为加快推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强
劲动能。

在合作中实现双向奔“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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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天下大足》今年将在全国巡演100场
首站重庆3场剧票已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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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记者 吴雨 任军）中国
人民银行14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5年1月
份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5.13万亿元，同比多增明显。专家
认为，开年首月贷款合理增长，助力实体经济平稳开局。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1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260.77万亿元，同比增长7.5%。分部门看，1月份，住户贷款
增加4438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4.78万亿元，其中
中长期贷款增加3.46万亿元。

“企业开年信贷需求较强，首月主要金融数据折射出经
济发展良好势头。”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随
着存量和增量政策叠加发力，实体经济活力逐步增强。年

初，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下，金融体系加大信贷投放
力度，为实体经济平稳开局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记者了解到，1月末普惠小微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增速同比增长12.7%和11.4%，均高于各项贷款增速。同
时，1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3.4%，
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有效激发了信贷需求。

社会融资规模是比较全面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总
量性指标。同日发布的社融数据显示，1月末我国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为415.2万亿元，同比增长8%。1月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为7.0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5833亿元，为历史同期
最高水平。

开年首月新增贷款5.13万亿元
释放经济回升向好强信号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唐琴发自北京

2月14日，深化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
作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和
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座谈会上，重庆市重点聚焦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筛选形成了一批对接深入、成
熟度高、行业代表性强的重大项目，集中发
布了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三张项目清单。

其中，17个项目已分别与不同中央企业
达成具体落地合作协议，在本次座谈会上集
中签约；28个项目正在与相关领域中央企业
加强对接洽谈，细化合作方案；48个项目作
为城市机会清单项目，广泛邀请中央企业参
与合作。

本次座谈会，重庆为何聚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谋划筛选项
目？这批项目对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有何意义？下一步，重庆如何推
动与中央企业签约项目落实落地？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袁尧就此作出解答。

17个签约项目总投资1005亿元

具体来看，本次座谈会上签约的17个项目总投资1005亿元，涵
盖城市更新、高速公路、集疏运体系、能源保障等领域，涉及两江新区
人和片区城市更新、G4223武汉至重庆高速公路重庆巫山（鄂渝界）
至万州段（一期）、武隆银盘抽水蓄能电站等代表性项目。

“这批项目行业显示度好、投资规模体量大、前期对接成熟度高，
项目的签约落地不仅有力支撑重庆市实现一季度投资‘开门红’，更
助推中央企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市场竞争力。”袁尧分析。

同时，28个对接项目，总投资1478亿元，涵盖高速公路、城市更
新、物流、水利、能源综合开发等领域，涉及石柱至彭水高速公路、渝
中区中山三路城市更新、西部陆海新通道南部物流园等代表性项目，
这些项目正在加强沟通洽谈，细化合作方案，加快签订合作协议。

袁尧指出，这批对接洽谈项目，充分体现了有关中央企业与重庆
市紧密合作、互惠共赢的良好发展态势。

此外，座谈会还发布了48个城市机会清单项目，总投资3039亿
元，涵盖联通市域内外的路网建设、城市更新、能源综合开发、水利水
网建设、产业示范区建设等领域，涉及项目众多，投资规模庞大。

“城市机会清单项目符合国家政策导向，也契合重庆发展战略和
资源优势，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市场潜力。”袁尧表示。

项目清单是如何筛选出的

“重大项目，是深化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的重要抓手和有效载
体。”袁尧指出，今年，三张项目清单重点聚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考虑：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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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王亚同）2月14日，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王炯率队赴长寿区、垫江县，调研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
元建设情况及人大工作。

在垫江县桂溪街道，王炯详细了解街道在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基层单元工作中的思路举措、制度抓手，询问街道议事代表会议
制度实施、代表家站建设及代表作用发挥等情况。了解到街道以基
层单元为载体，推行代表“亮身份”“亮承诺”，推动“遇事找代表”成为
常态后，王炯予以充分肯定，鼓励继续建好用好基层单元，充分发挥
人大代表作用，持续在推动人大监督、参与立法、回应群众关切等方
面取得更多成效，更好助力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

长寿湖法庭“人大代表长寿法院联络点”是由长寿区人大常委会
与区法院合力打造的代表广纳民意、零距离监督法院工作的履职平
台，探索“人大+法院”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王炯详细了解
联络点制度建设、作用发挥等情况，询问代表在推动矛盾纠纷化解等
方面的成效。 （下转2版）

王炯赴长寿垫江调研全过程人民民主
基层单元建设情况及人大工作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双双）2月 14日，记者从舞剧《天下大
足》巡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月21日起，
《天下大足》将启动2025年首轮全国巡
演。巡演首站就在重庆，受到广大剧迷热
捧，3场演出的剧票已经售罄。今年上半
年，《天下大足》还将走进南宁、合肥、杭州、
苏州、南昌、深圳、福州、厦门、长沙等城市

演出50余场，全年预计巡演100场。
将文化瑰宝搬下崖壁、立上舞台，推动

大足石刻“活”起来、“火”起来，舞剧《天下
大足》走出了一条文化遗产“双创”的探索
新路。该剧由重庆市委宣传部、大足区委
区政府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人民网携手
推出，由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原创班底历
时两年创作，聚焦于大足石刻雕刻工匠的

故事，展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天
下大足”理想社会的渴望。

全剧共十个篇章，生动再现了大足石
刻群的壮丽景象，既有开凿过程的艰辛与
师徒间的深厚情谊，也有烟火人间的幸福
美满和田园生活的唯美画卷。

为配合舞剧全国巡演，大足区精心策
划了丰富的配套活动，并准备了景区套票、

文创礼包等丰富福利。其中，“名家品石
刻”首场活动将于2月21日下午在重庆大
剧院举行，舞剧《天下大足》编导等主创团
队以及大足石刻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将与观
众见面，分享舞剧台前幕后的故事。在其
他巡演城市，也将采取访谈或讲座形式进
行深度解读和互动交流，并举办绘画、摄
影、雕刻作品展览等互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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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
三张项目清单

现场集中签约项目 17个
总投资 1005亿元

涵盖城市更新、高速公路、集疏运体系、能源保
障等领域，涉及两江新区人和片区城市更新、G4223
武汉至重庆高速公路重庆巫山（鄂渝界）至万州段
（一期）、武隆银盘抽水蓄能电站等代表性项目

正对接洽谈项目28个
总投资 1478亿元

涵盖高速公路、城市更新、物流、水利、能源
综合开发等领域，涉及石柱至彭水高速公路、渝
中区中山三路城市更新、西部陆海新通道南部物
流园等代表性项目

城市机会清单项目48个
总投资3039亿元

涵盖联通市域内外的路网建设、城市更新、
能源综合开发、水利水网建设、产业示范区建设
等领域

本报北京电 （记者 杨帆 王天翊）
2月14日上午，深化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
作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和
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
议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
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推动中央
企业与重庆开展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
层次合作，打造引领性、标志性合作成果，
携手推动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落
地、见行见效，共同为全国大局多作贡献。

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
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主持，市领导陈新
武、刘尚进、郑向东、江敦涛出席。

座谈会上，中国中信集团、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中国建筑集
团、中国铁路工程集团、中国交通建设集
团、中国物流集团等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
发言，围绕企业在渝发展、深化与重庆合作
提出意见建议。

袁家军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和
全市人民，向广大中央企业长期以来对重
庆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袁家军
说，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中央企业以“国
家队”主力军担当，围绕服务保障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长
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落地落实，

全面深化与重庆合作，投资引入一批链主
企业和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助力推进能源
保障重大基础性工程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建设，积极开展战略投资、参与国资国企改
革，支持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关键平台，形成
了一系列重大合作成果，为现代化新重庆
建设注入了蓬勃动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袁家军指出，去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渝视察，赋予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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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大定位”，为重庆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重大历史性机遇。当前，重庆正
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加快建设“六区一高地”，全力打造

“西部领先、全国进位和重庆辨识度”标志
性成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
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

袁家军指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殷殷
嘱托，奋力打造“六区一高地”，城市是重要
依托、关键基础、核心载体。近年来，重庆

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扎实推进产城融
合、城乡融合，聚力构建城市现代化产业体
系，加快建设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完善城市
基础设施体系及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现
代化治理，大力推动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与
城市更新，积极促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纵
深推进国企改革和国资盘活，全力打造创
新之城、开放之城、便捷之城、宜居之城、生
态之城、智慧之城、人文之城。重庆愿与广
大中央企业共享机遇、深化合作，打造更多
新成果。聚焦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
项目开发、高水平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建
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等开展合作，携手推
动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与城市更新。聚焦油
气勘探开发、风光水氢等清洁能源开发、

“西电东送”能源资源配置枢纽建设等开展
合作，携手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聚焦拓展
对外开放大通道能级、完善现代化多式联
运集疏运体系和综合服务体系开展合作，
携手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标志性成果。
聚焦重庆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建

设、城市治理大模型开发、新型能源算力枢
纽打造等开展合作，携手推进超大城市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聚焦国企战略性重组和
专业化整合、提升国资盘活质效等开展合
作，携手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示范项目。

袁家军最后强调，重庆将一如既往做
好服务保障工作，竭诚为中央企业在渝投
资兴业创造一流环境。完善合作机制，突
出共建共享，加强重点工作互通、重大事项
互商。强化要素保障，为合作项目落地、扩
产、增效提供全生命周期优质服务。优化
营商环境，深入开展“三服务”，及时解决企
业各类急难愁盼问题，让企业省心办事、放
心投资、安心发展。

座谈会还介绍了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
作工作实施成效，发布了重庆市城市机会
清单，签约落地一批重大项目，涉及城市更
新、能源保障、现代化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
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

有关中央企业，重庆市有关区县和市
级部门、部分市属重点国企负责人参加。

深化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座谈会举行

携 手 打 造 引 领 性 标 志 性 合 作 成 果
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落地

袁家军出席并讲话 胡衡华主持
发布重庆市城市机会清单并签约一批重大项目

中央企业何以纷纷加码布局重庆
深化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座谈会释放重要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