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
大会在京召开，我市沙坪坝区、江北
区、江津区等16个区入选。为展示新
时代双拥工作成果，本报即日起开设
“走进全国双拥模范城（县）”专栏，深
入剖析各入选区在军地共建、优抚安
置、社会化拥军等领域的创新探索和
典型经验，持续推动双拥优良传统在
巴渝大地焕发新活力。

开栏语

红岩砺剑铸七冠 军民鱼水续华章
——沙坪坝区连续七届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2025年4月23日，北京京西宾馆
内掌声雷动，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
名大会隆重举行。重庆市沙坪坝区委
书记祁美文和陆军勤务学院政委关应
祥代表全区军民接过“全国双拥模范
城”奖牌，这是沙坪坝区第七次获此殊
荣，创造了新时代双拥工作的“七连
冠”佳绩。

作为驻军大区、兵员大区的沙坪

坝，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军民
团结的深情，每一个角落都闪耀着双
拥共建的光芒。

擎旗铸魂
以政治担当夯实双拥根基

红岩精神浸润的沙坪坝大地，持续
弘扬双拥工作的优良传统。沙坪坝区
委、区政府将双拥工作作为“永不竣工的
政治工程”，建立军地联席会议制度，落
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工作机制。4
年来累计投入4.67亿元专项资金，解决
79个议军议题，为驻区部队新建营房、改
造训练场地等设施。

几年前，武警某中队指导员带着营
房建设相关资料来到沙坪坝区双拥办，
希望帮助改善营区条件。沙坪坝区政府
迅速将营建工程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选
定中心城区优质地块作为项目用地。面
对资金缺口、规划限制等难题，沙坪坝区
政府召开20余次协调会，退役军人事务
局自筹资金，协调多部门解决绿化率、停

车位等技术难题，最终建成4000平方米
新营房。

在沙坪坝区全国首创的军地合署办
公退役军人服务大厅里，“一窗通办”服
务让办事效率提升60%；183个三级服
务中心实现全域覆盖，百名专职“红岩为
军服务保障员”奔走一线。

崇军尚武
以文化浸润厚植国防情怀

在三峡广场双拥商圈，百余家拥
军商户挂牌服务；轨道交通站点变身
双拥宣传窗口，日均10万人次感受双
拥文化；29处红色遗址中，“老战士宣
讲团”每年开展国防教育200余场。
这座城市用行动诠释：尊崇军人不应
只是口号，更要成为城市基因。

沙坪坝区创新建立“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生态圈”，20家军创企业茁壮
成长；开设社区就业“直通车”，160
名退役军人实现家门口就业；“军娃
托管站”每年解决40余名军人子女

课后照料难题。在川渝退役军人专
场招聘会上，千余岗位虚位以待，沙
坪坝籍退役军人唐香与企业达成就
业意向，见证着从“战场”到“职场”的
角色转换。

纾困解忧
以暖心工程筑牢强军后盾

解决军人后顾之忧是检验双拥成
色的试金石。沙坪坝区创新建立“三全
保障机制”：为2000名军人子女开辟入
学绿色通道，实现教育优待覆盖率
100%；开发“军属技能提升工程”，1300
余人次通过培训掌握新技能；打造“军
地情缘工作室”，促成22对军地良缘。

细微之处见真情：医院里“军人专
用通道”、景区里的“退役军人优先”标
识、交通枢纽双拥宣传屏，让尊崇看得
见摸得着。驻军医院与地方医疗机构
结成医联体，年服务军民3万余人次；

“退役军人关爱基金”惠及500余家
庭，用实实在在的举措温暖军心。

军民同心
以双向奔赴续写时代新篇

数据见证担当：驻区部队开展“人
民军医树形象”系列义诊巡诊，惠及群
众100万余人次；开设化疗药物输注、
眼健康绿色通道等服务，每年惠及居
民3万余人次；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制
定“一户一策”定点帮扶优抚对象，每
年投入乡村振兴专项基金50万元，消
费扶贫10万元；先后投入300余万元
支持村社便民服务设施升级改造、文
化环境改善、教育条件提升、医疗设备
更新，真正实现了“生产力”与“战斗
力”的共生共长。

七连冠的成绩背后，是几十载初
心不改的双拥传承。如今，这座承载
着红岩精神的城市，正以更高标准推
进双拥工作创新，奋力谱写新时代军
政军民团结的壮丽篇章，在新时代奔
涌出更为壮阔的澎湃气象。

孔德虎 陈钰桦

沙坪坝是重庆的驻军大区、兵
员大区、优抚大区，素有“拥军优属、
拥政爱民”光荣传统。

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
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
委工作要求，深化双拥共建，形成军
政军民大团结良好局面，已连续七
届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我
们将按照“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
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
我军的时代新篇”要求，全力支持国
防和军队建设，在拥军优属上展现
新作为，完善军地常态化沟通机制，
持续提升安置质量，积极解决军人
军属问题，让部队官兵安心服役、献
身国防。在尊军崇军上厚植新风
尚，大力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双拥故
事，扎实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进社
区、进企业等活动，持续浓厚社会拥
军氛围。在军民融合上迈上新台
阶，建强环陆军军医大学创新生态
圈，打造军地科研创新成果转化服
务平台，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
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为现代化新重庆建
设贡献更多军政军民团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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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

5月15日19时，山城重庆迎来一场
震撼的光影盛宴——备受瞩目的重庆东
站正式亮灯。整座高铁站流光溢彩，宛
如一艘即将启航的星际战舰，完美诠释
了“山水千里，智慧光韵”设计理念。

这场融合“赛博朋克”风格与科技美
学的视觉奇观，与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铁）旗下中铁建
工集团的匠心设计密切相关。

5月21日，中铁西南区域总部传来
消息：“十四五”以来，中国中铁与重庆携
手深入合作，截至今年4月底，合作金额
超3000亿元，业务覆盖重庆东站等门户
枢纽、水陆空立体交通网、城市建设等领
域，参与并见证重庆从“蜀道难”到“立体
交通网”的华丽蜕变。

助力打通大通道
为基础设施建设强筋壮骨

回溯历史，中国中铁与重庆的缘分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已结下。1950
年，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破土动
工，中国中铁的前身——铁道部工程总
局西南铁路工程局勇挑重担，带领10万
军民，仅用两年时间便建成这条505公
里的钢铁动脉。成渝铁路打破了“蜀道
难”的千年困局，成为新中国铁路建设史
上的里程碑。如今，这份基建情缘在新
时代持续深化。

在重庆打造“米”字型高铁网方面，
中国中铁抢抓机遇，参与建设了郑万、渝

厦、渝昆、渝万、成达万、成渝中线、渝西、
渝宜等10余条铁路，合同总额约826亿
元，占全市铁路合同额的52%，助力重
庆加快打通出渝高铁大通道。

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区”，中国中铁
累计参与了重庆12条轨道交通线路投
资建设。截至目前，其参建总里程达
239公里，其中已运营里程197公里，占
全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的34%。其
中，中铁开投重庆轨道指挥部参建的15
号线一期，累计完成97.3%；27号线一
期，累计完成75.5%。

在高速路网方面，中国中铁投资参
与建设了永璧、永津高速、渝湘复线高速
等13条线路，建设里程达1028公里，并
承建果园港、江津港等8个港口码头项
目，以及江北机场T3B航站楼等项目。

擦亮“桥都”名片
创下多个第一

山环水绕、江峡相拥，一座座重庆桥
梁突破地理限制，与城市相融共生，让重
庆成为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桥都”。

“桥都”亮丽名片的背后，不乏中铁
长江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铁长江交通设计集团）的身影。

中铁长江交通设计集团前身为
1984 年成立的重庆市公路勘察设计
所。2020年8月，响应重庆国资国企改
革号召，中国中铁战略投资13.76亿元
重组重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成立中
铁长江交通设计集团。

之后，中铁长江交通设计集团在深
耕重庆的同时，积极走向全国，实现跨越
式成长。如今，该集团新签合同额、营业
收入较重组前增长80%，成为央地合作
的成功典范之一。

截至目前，中铁长江交通设计集团
已经在渝规划设计5000余公里高速公
路、300余座特大桥，100余项大型港
口、2000余公里国家高等级航道整治工
程，设计的众多桥梁隧道创下多个

“最”——
在建的奉节至湖北建始高速公路大

溪河特大桥，为世界最大跨径双边工字
钢组合梁斜拉桥，最高桥塔316米，为重
庆高速公路最高桥塔，首创了国内外置
式锚管索梁锚固体系；

在建的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
（武两高速）凤来特大桥，为世界最大跨
径钢拱桥；

在建的江龙高速复兴长江大桥，为
长江上游最大跨径桥梁；

已经通车的江津至贵州习水高速公
路（江习高速）笋溪河特大桥，为重庆第
一高桥；

江津鼎山长江大桥，是重庆绕城高
速的重要跨江通道，为长江上游最大跨
径公轨两用斜拉桥；

由其设计的城口至开州高速（城开
高速）城开隧道被称为“隧道不良地质博
物馆”，全长11.472公里，为目前重庆市
运营隧道中最长高速公路隧道；

在建的奉建高速龙骨坡隧道，全长
12.354公里，被称为“重庆第一隧”，隧
道最大埋深约1036米。

智慧赋能
助力重庆打造智慧城轨网

在数字重庆建设中，中国中铁以科
技重塑市民乘车体验。

5月20日上午，在4号线石船车辆
段，一位轨道交通巡检“新成员”——列
车巡检机器人，正自行行走在段内巡查。

这台机器人与普通巡检人员相比，
功能极其强大，巡检时“身兼多职”：拥有
灵活的机械臂，携带着高清3D相机，可
以360°无死角对车底、车侧关键部件进
行“CT”式拍片扫描。

它不仅能把控正线运营车辆走行部
关键数据，还能微观分析轨道交通运用
库检修列车下传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
精准分析，可以预判车辆可能存在的故
障，并指导维修工作“直击病灶”，巡检效
率是人工的3—5倍。

这个“强悍”的机器人，由中国中铁
参与组建的PPP项目公司——重庆轨道
四号线建设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
号线公司）引入。这也是重庆智慧城轨
建设的缩影。

4号线起于民安大道站，终点为黄
岭站，于2022年 6月实现全线贯通运
行，单程运行时间约69分钟。

目前，四号线公司正推动4号线向
“智能感知、智能分析、智能决策”智慧城
轨升级。

如在铁山坪站推出智能安检机，
这是重庆轨道线网运营车站中唯一一
个配置智能安检机的车站，融入了太
赫兹毫米波人体成像探测仪等前沿技
术，即便乘客随身携带小包等物件，也
无须特意停留，短短 3秒便能完成安
检程序。

打造的基于BIM平台智能运维系
统，可以对各个车站的生产系统，如电扶
梯系统、站台门系统等实时监测分析，提
供设备故障状态报告，分析关键设备的
亚健康状态，提前发现设备故障并及时
应对等。

数据显示，4号线自2022年6月贯
通运营以来，累计运送乘客7455余万人
次，大大便捷了沿线群众出行。

合作金额超3000亿元，业务覆盖重庆东站等门户枢纽

中国中铁助力重庆织密立体交通网

5月21日，涪陵区，渝万高铁石沱长
江大桥双联塔塔柱进入封顶冲刺施工
阶段，整个工程正按计划快速有序推进。

据了解，涪陵石沱长江大桥是渝万
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球首座公
铁合建双联塔斜拉桥，全长1416.9米，主
跨长度为608米，主塔高253米。其中上
游侧为铁轨，渝万高铁将从上经过；下游
侧通汽车，将作为涪陵绕城高速李渡至
新妙的衔接段，公路主桥全长 1056 米，
设计为双向6车道。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渝万高铁石沱长江大桥
双联塔塔柱进入封顶冲刺阶段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
琴）5月21日，我市举行营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
上获悉，围绕营商环境九大专项行动41方面
重点内容，重庆提出2025年度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任务200条，积极打造具有重庆辨
识度的营商环境改革成果。

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的营商环境创新试
点城市，重庆已连续6年在市级层面制定优
化提升方案。今年，重庆坚持系统集成、迭代
更新，在5月12日印发了《重庆市2025年度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任务清单》（以下简称《任
务清单》）。在此之前，重庆充分尊重企业意
愿，提前开展了“营商环境怎么干”意见征集
活动，在《任务清单》中直接回应企业所需、所
想的工作任务就有130余条。

具体来说，在提升政务环境方面，针对涉
企政策多而分散、企业“不好找”的问题，《任
务清单》提出加快建设“政策直达快享”应用，
建立个人与企业多维标签画像，通过AI大模
型、智能算法实现“政策找人”精准推送服务。

在提升法治环境方面，针对企业反映乱
执法、乱检查的问题，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
行动，整治趋利性执法以及乱罚款、乱检查、
乱查封等问题，关注罚没收入异常增长、大量
异地执法、大额顶格处罚等情况。

在提升市场环境方面，针对企业反映存
在公平竞争障碍的问题，将征集招标投标领
域设置隐性门槛和不合理限制线索，重点整
治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的行
为。

在提升创新环境方面，针对企业反映我
市鼓励支持创新的力度不够大的问题，要建
立完善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机制，重
点支持区域科创平台建设及能力提升、成果
孵化转化体系建设、人才团队基础研究，引导
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

在提升要素保障环境方面，针对企业反
映我市用地审批不够便利、融资难等问题，要
对重大产业项目用地应保尽保，实现重大产
业项目用地保障率达100%；开展银政企对
接活动，推动项目融资需求对接，降低企业融
资压力。

近年来，重庆不断优化政务环境、市场环
境、法治环境、创新环境、要素保障环境，让企
业入“渝”得水。2024年，全市民营经济实现
增加值1.98万亿元，同比增长6.2%，全市营
商环境持续向好。以优化政务环境为例，政
务环境提质增效，让企业穿上“轻便装”。“渝快办”平台迭代升级，
28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应上尽上”，推动两批200项高频事
项办理信息免填率提升至63%以上、政府核发材料免提交率提升
至60%以上。扎实推进“一件事一次办”，全市“一件事”集成服务
场景总量达到85个，覆盖企业、个人全生命周期主要阶段，平均减
环节72%、减材料52%、减时间68%、减跑动90%。川渝企业办理
迁移登记，现在仅需在网上提交一次申请即可邮寄收到营业执照
等证件，办理时限由9天压缩至3天，从两地反复跑3次以上优化
为一次都不跑。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重庆还多措并举持续优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

比如，提升外资服务水平，完善政企面对面沟通交流平台，
2024年召开外资企业圆桌会61场，解决企业诉求225个；搭建
法律服务“全球朋友圈”，与9家境外仲裁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推
动5家律所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10家，企业可通过重庆律所解
决境外法律纠纷、了解境外法律风险；完善外贸服务体系，推广

“渝贸全球”品牌，2024年组织超1000家企业参加100余场境外
展会；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报关、物流、金融等服
务，帮助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积极培育市场采购贸易、数字贸易、
跨境电商等新业态，让更多产品以更加便捷的方式走出国门；提
升开放平台能级，持续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2024年跨境人民币
实际收付金额增长37.1%，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人民币作为外贸
结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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