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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盈

凌晨三点，解放碑商圈霓虹渐熄，但重
庆的数字商务引擎仍在全速运转——数公
里外的物流仓库内，叉车穿梭，忙着装载

“重庆造”商品；直播间里，主播还在试吃火
锅底料，评论区“求链接”刷屏……这座以
火锅和夜景闻名的城市，正经历着一场数
字化变革。

市商务委数据显示，2024年重庆网络
零 售 额 达 2282.0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56%。其中，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增长
12.55%，服务型网络零售额增幅高达
15.38%。数字背后，是传统商业逻辑与技
术革命的深度碰撞：当深夜的直播间越来
越多，当跨境物流网络重构贸易链路，重庆
正以“数字”为钥匙，解锁消费增长的新密
码。

闲置楼宇里的“亿元直播间”

5月13日，江北区重庆网商产业园，
直播声浪与打包胶带的撕扯声交织成独特
的“电商交响曲”。这栋曾因资金链断裂停
工七年的楼宇，如今已蜕变为日均发出30
万件包裹的发货中枢。

改变始于一场“数字化腾笼换鸟”——

江北区政府与阿里巴巴联手打造的垂直型
数字商务基地，通过免租三年、云服务器补
贴、MCN资源对接等政策，吸引百余家电
商企业入驻。

“90后”张磊的直播间依托“前播后
仓”模式，商品从下单到发货仅需2小时，
去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跻身电商平台
运动品类TOP10。“我们看中的是整个生
态。”他指着堆满样品箱的办公室笑道。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这里发生：三楼
某间3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三个大学生用
AI设计工具开发的火锅文创产品，正在
TikTok上引发海外网友的收集热潮；五
楼某跨境支付企业的智能结算系统，刚刚
完成第100万笔区块链跨境交易验证。

这栋楼宇的蜕变，是重庆盘活闲置资
产的一个缩影。通过“政府引导+行业协
同+企业主体”模式，这个“沉睡空间”被激
活为跨境电商、直播电商、智慧物流的集聚
地，年交易额超30亿元。近年来，市商务
委已推动建成50余个电商服务基地，集聚
企业4000余家。

创新直播业态 重构消费场景

近日，江津区先锋镇花椒基地内，农户
老张对着手机镜头展示刚采摘的鲜花椒。

与他“并肩作战”的，是腾讯云开发的虚拟
主播“渝小妹”——这名身着改良旗袍的数
字人，一边用“川普”讲解花椒种植史，一边
根据观众提问自动生成回答。“以前我对着
镜头就紧张，现在有了‘渝小妹’的帮助，单
场销售额翻了三倍！”老张说。

科技与场景的深度融合，让直播从“卖
货”升级为“卖体验”。洪崖洞“崖洞夜宴”
运用3D全息投影技术，让游客在火锅蒸
汽中“穿越”巴渝民俗画卷；弹子石老街的
AR导航将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4小
时……一个个创新实践推动重庆从“网红
城市”向“文化体验目的地”转型。

政策与市场的双重驱动，造就了直播
经济的“重庆速度”。自2020年启动《直播
带货行动计划》以来，重庆通过“2111工
程”培育万名带货达人、孵化千个网红品
牌：永川区建成12个村级直播间，推动农
特产品线上销售超600万元；綦江区打造

“乡村直播间”，累计开展公益直播超1200
场，销售额达7500万元……

数据显示，2024年全市参与直播的商
品网络零售量1.4亿件，实现直播网络零
售额313.9 亿元。从头部主播到基层干
部，从田间地头到都市商圈，直播正以多元
形态重构消费场景。

超2000家外贸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重庆小康集团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搭
建数字化营销体系，将产品精准推向东南
亚市场。“过去依赖线下展会，现在通过大
数据匹配海外需求，订单转化率提升
40%。”企业国际业务负责人说。

数字商务正成为“重庆造”出海的新引
擎。在跨境物流领域，西部陆海新通道与
中欧班列的数字化升级，实现多式联运智
能调度。重庆海关数据显示，2024年经由
该通道发运的跨境电商包裹达3200万件，
同比增长58%。

数字技术催生新型贸易业态。重庆跨
境电子商务大厦，重庆某企业打造的“虚拟
展厅”运用3D建模和VR技术，为1200余
家中小企业搭建数字化展台。客户在虚拟
展厅体验产品后，通过嵌入的即时通信工
具即可完成合同签署。

政策红利持续为企业出海注入动力。
今年初，重庆成立数字企业“出海”联合体，
整合资源提供从数据合规咨询到跨境云服
务的全周期支持。数据显示，2024年，全
市跨境电商交易额达680亿元，同比增长
32%，带动超2000家传统外贸企业实现数
字化转型。

2024年重庆网络零售额达2282.02亿元，同比增长13.56%

用好“数字密码”重庆解锁消费增长新动能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5月 24
日，国际产业人才聚西部——“成渝双城”联合引才洽谈
会将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序幕。作为第七届中国西
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西洽会）主题活动之
一，本次活动将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双城协同发力”的创新
模式，组织123家涉及汽摩、电子等成渝地区重点产业用人
单位开展联合引才活动，提供不少于3900个招聘岗位。

据了解，活动将全方位满足区域产业升级对人才的
迫切需求，以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416”
科技创新布局为核心，聚焦智能制造、半导体行业、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前沿领域，组织成渝两地重
点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等共123家优质用人
单位参会，为人才提供跨区域、跨领域的多元发展机遇。

活动还将根据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专业要求，利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精准匹配人才库，邀约各类人才
参会。此外，活动联合重庆60余所高校，精准匹配重点
高校相关专业人才，对接相应学院，定向邀约2025届毕
业生，吸引青年人才参与。

同时，活动将线上线下双轨并行：线下活动将于5月
24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N1馆举办；线上活动将依托

“渝才荟”数字应用、重庆人才工作网和渝职聘等平台，搭
建云端引才专区，组织不少于300家用人单位同步开展
网络引才，并将一直持续到6月底。

川渝123家企业联合引才
超3900个岗位虚位以待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实习
生 马厚雪）近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截至2024
年末，重庆市社保卡持卡人数达3651万，四川全省持卡
人数达9162万；两地共同打造社保卡服务网点8098个，
累计服务群众超59万人次。今年初，川渝两地联合出台
全国首个区域协作的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条例，不仅破
解了区域服务壁垒，更以“小卡片”链接起“大民生”。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推进，川渝两地
将“一卡通”立法纳入跨省市合作重点事项，创新“四同
步”机制——高位统筹同步立项、专班推进同步起草、联
动审议同步通过、精准对标同步施行，贯通立法全周期。

市社保局工作人员介绍：“例如，异地就医结算、景区
‘一卡通游’等需求被写入条例。”

“现在去四川出差，社保卡直接刷地铁、借书、看病，再
也不用带一堆证件了。”在重庆某公司工作的李女士感慨。

目前，川渝两地协同工作方案，制定首批应用目录，
推进实施“1342”行动计划（1个专班、3大项应用功能、4
大类创新场景、2个协同案例），实现人社、政务服务“一
码通办”，23项功能互认互通，川渝“一卡通”应用场景深
度拓展。

政务服务，“指尖办事”成常态。电子社保卡与天府
通办、渝快办等平台互通，集成失业金申领、养老保险待
遇资格认证等40项线上服务。重庆市105项人社服务
实现“全业务用卡”，累计补贴待遇进卡超2000亿元。

交通领域，“一卡通行”加速融合。加载交通密钥的
第三代社保卡已在重庆发行330余万张，实现轨道交通、
公交“一卡通乘”，在四川遂宁、重庆潼南等试点区域累计
服务3.2万人次。

文旅场景，“一卡畅游双城”。持社保卡可通刷川渝
42家景区、20家博物馆，并享受门票优惠，200家图书馆
借阅实现“通借通还”。

医疗方面，异地结算“零跑腿”。2023年以来，川渝
两地已实现异地就医免备案结算，惠及群众超530万人。

川渝已共同打造
社保卡服务网点8098个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5月20
日，永川区政府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西凯教育科技集团
签署协议，将在永川共同打造西部集成电路与工业软件
创新港（以下简称创新港）暨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院产教
融合示范基地。该基地将通过“教育+科技+产业”三位
一体融合发展模式，打造全国产教融合标杆示范，助力永
川加快建设城市副中心和渝西国际开放枢纽，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签约仪式上，华为中国地区部副总裁张春雷介绍，创
新港未来将聚焦集成电路与工业软件两大关键领域，构
建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培育的闭环生态，助力重庆
智能工程职业学院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努力建成高
水平职业技术大学。

据了解，创新港将以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院暨华为
（永川）联合技术创新中心为基础，建设集成电路与工业
软件研发中心、先进封测和软件开发工厂等。同时，提供
工业自动化、数字化制造及能源管理全栈方案，并在集成
电路、工业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

项目计划投资10亿元，将引入先进封测产线10条、
软件开发工位1000个，年培训高素质专业人才5000人，
力争建设成为西部领先、全国示范的集成电路与工业软
件产教融合基地。

西部集成电路与工业软件
创新港落户永川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实习生 李凌儿

5月20日，记者从重庆市全面建立流
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新闻发布会获
悉，重庆已在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改革
领域走在全国前列，2024年实现与上下游
省域间“补偿机制全覆盖”。在水污染防治
方面，全市财政资金年均投入达120亿元
左右，流域横向补偿相关方累计支付补偿
资金7.7亿元。与此同时，全市水生态环
境明显提升，74个国家考核的水环境质量
监测面水质优良比例连续 2 年稳定在
100%，高于国家考核目标2.7个百分点。

重庆市财政局、四川省财政厅、湖北省
财政厅和重庆市生态环境局、重庆市长寿
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
记者提问。

财政支持
累计支付补偿资金7.7亿元

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滨江城市，长江

重庆段流程691公里，流域面积大于100
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74条，三峡库区重庆
段水容量达300亿立方米，是长江上游最
后一道生态屏障。

近年来，重庆加速推动市内补偿机制
迭代更新，持续完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
制。

2018年，重庆市政府印发《重庆市建
立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方案
（试行）》，推动市内流域面积500平方公里
以上且跨区县的19条重要河流全面建立
横向补偿机制。

同时，设定全市统一的补偿标准，对
跨省市河流，首创性提出由市级财政补
位各流域首尾端，同等参与区县之间的
补偿和受偿，打通补偿堵点，形成闭环链
条。

例如，磨刀溪经重庆石柱县流入湖北
利川市，再回流入重庆万州区，是石柱县、
万州区的重要跨界河流。为了确保磨刀溪
流域补偿机制“不断链”，流域保护“不缺
位”，市级财政主动补位流域首尾端，补偿
石柱县、万州区1000万元。

首轮改革以来，全市水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各流域水质持续向好。2023年，重
庆对补偿机制进行优化，设定基准线，若水
质优于基准线，上游区县即可获得下游区
县补偿；若水质未达到基准线，则上游区县
补偿下游区县，解决区县提升水质存在“天
花板”的问题。

近年来，全市在水污染防治方面财政
资金年均投入达120亿元左右，通过实施
流域横向补偿，相关方累计支付补偿资金
7.7亿元，长江、嘉陵江、乌江重庆段水质达
到Ⅱ类的比例逐年上升，全市74个国家考
核的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连
续2年稳定在100%，高于国家考核目标
2.7个百分点。

实现“牵引”
11区县建立乡村间补偿机制

在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改革带动
下，重庆水环境质量整体性改善，11个区
县建立乡村间流域横向生态环境保护补偿
机制，让补偿机制在区县发挥“牵引”作用。

长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021年，长寿以龙溪河流域10个街

镇为试点，建立流域横向补偿机制；2024
年，扩展至辖区4条主要河流沿线17个街
镇，实现流域治理全覆盖；设立流域生态保
护专项资金，至今累计扣减相关街镇181
万元、奖励622万元，形成“奖励—整治—
再奖励”的良性循环。

2024年，长江长寿段、御临河、大洪河
水质稳定在Ⅱ类，全区1个国家考核断面、
3个市级考核断面水质100%达标，龙溪河
获评“长江经济带美丽河流”，桃花溪成功
创建“全国幸福河湖”。

而忠县和垫江县则开拓了生态保护补
偿的新视角。龙滩水库位于大沙河干流，
坝体在垫江县沙河乡，库区主要位于忠县
新立镇。重庆推动忠县对保护区范围内的
居民、畜禽养殖场等进行系统整治，推动两
县签署《龙滩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合作
备忘录》，由垫江县分8年给予忠县生态保
护补偿金，成为全市首个建立饮用水源地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区县。

兑现承诺
出境水质优于国家考核目标

近年来，重庆加速推动跨省市补偿机
制拓面增效。在2018年率先实现市内补
偿机制全覆盖之后，2021年，重庆与四川
率先建立长江干流跨省市补偿机制，2024
年全面签署渝鄂、渝黔、川渝补偿协议，率
先实现和上下游省市在长江干流和重要支

流补偿机制全覆盖。
川渝合作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两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召开5次跨界

河流联防联治联席会，组织开展大陆溪、濑
溪河等跨界流域联合巡查检查，实现21项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完全一致；联合印发铜
钵河、琼江、大清流河、南溪河流域水生态
环境保护川渝联合治理方案，共同投资26
亿余元实施140余个项目；督促潼南、遂宁
等19个川渝毗邻地市区县建立完善水源
地环境风险防控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川渝签订第二轮
长江流域的补偿机制，补偿范围进一步扩
大，新增加长江一级支流嘉陵江和三级支
流前河，为探索两省市全面建立全流域补
偿奠定基础；补偿指标从单一的水环境补
偿升级到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的多维补
偿机制；协议期限从3年延长至5年，每年
两省市出资从3亿元增加至5亿元，补偿
资金规模5年将达到25亿元。

又如，湖北与重庆约定，湖北、重庆每
年分别出资1.5亿元设立长江流域渝鄂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每年根据监测断面
12个月水质情况来测算年度补偿资金。

随着跨省市补偿机制的不断完善，跨
界流域治理系统性显著提升。从入境断面
来看，四川进入重庆长江干流“朱沱”和嘉
陵江“金子”断面水质总体保持在Ⅱ类，贵
州进入重庆的乌江“万木”断面年均总磷浓
度降低至0.037mg/L，呈持续下降趋势。

在出境断面方面，重庆进入湖南的酉
水 河“ 里 耶 镇 ”断 面 锰 年 均 浓 度 为
0.031mg/L，优于国家考核目标（0.3mg/L）；
重庆进入湖北的长江干流“培石”断面水
质连续 8年保持为Ⅱ类，总磷浓度低于
0.05mg/L，是国家Ⅱ类水质考核目标的
1/2以下，兑现了一江碧水出巴渝的庄严
承诺。

实现与上下游省域间“补偿机制全覆盖”

重庆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是在不具有隶属关系，但生态关
系密切的地区之间，通过经济手段让
生态保护方获得补偿，或让生态破坏
方支付补偿的制度安排。长江沿线省
份发挥财政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促进
流域内各地区“共抓大保护”，是建立流
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初衷。

5月20日，永璧高速公路永川段施工
现场，工人在进行绿化带种植、测量、路面
喷字等收尾作业。

目前，该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
段，形象进度完成100%，配套设施安装调
试完成100%，已达到投入使用条件，预计
本月底通车。据了解，永川北收费站作为
永璧高速起点，双向配备收费通行车道12
条，其中自动取卡收费车道4条、ETC车道
8 条，是永川首条全自动化收费高速公
路。项目建成后，永川至璧山车程将由 1
小时缩短至20分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一小时通勤圈”的关键纽带，对促进渝
西产业协同、物流畅通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永璧高速公路
有望月底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