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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韩毅

市文化旅游委数据显示，三天端午
假期，全市接待国内游客730.11万人
次，同比增长4.1%；实现国内游客花费
45.13 亿元，同比增长 9.4%。多个
OTA平台数据也显示，重庆入选“全国
前十强热门旅游目的地”“全国亲子游
前十强热门目的地”“入境游前十强热
门旅游目的地”。

创意迭出
让传统民俗火爆“出圈”

作为节日消费的“顶流”，民俗活动
是端午假期带动目的地旅游经济增长
的主动力。

这个端午假期，我市围绕“民俗+”，
创新融合水上乐园、古镇古村、音乐会、
特色美食、艺术展览等多元场景，营造
新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举办“梦界水
世界”2025成渝双圈龙舟赛、2025重
庆龙舟公开赛等特色端午龙舟赛、第五
届长江·三峡非遗龙舟邀请赛、“千年荣

昌·龙舟争渡”端午龙舟赛、第十二届渝
湘黔三省（市）边区龙舟邀请赛等主题
活动上百场，使水上龙舟竞渡、赛场外
民俗活动体验、特色美食品味等，构成
了一幅生动的端午画卷。

我市多个景区还为传统民俗产品
注入新活力，瞄准亲子、年轻消费群体
打造“小而美”的文旅精品。

数据显示，我市重点监测的140
家景区通过创意迭出的主题活动，进
一步增强了文旅吸引力，累计接待游
客255.8 万人次，同比增长6.3%。其
中，接待游客排名前5名的景区依次
为：洪崖洞民俗风貌区（21.9 万 人
次）、荣昌夏布小镇（20.2 万人次）、磁
器口古镇（17.8 万人次）、重庆动物园
（15.02 万人次）、酉阳桃花源（12.9 万
人次）。

文化赋能
促进节日消费潜力释放

这个假期，全市各大文博场馆推出
了超130项特色活动，各大水上乐园也
陆续开门迎客，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了兼
具文化底蕴与欢乐体验的假日之旅。

数据显示，三天假期，全市博物馆

累计接待观众48.62万人次，同比增长
6.9%；开展传统文化体验展示展销活
动140余场次（同比增长5%），吸引群
众100余万人次（同比增长 20%）；全
市42家公共图书馆和41家文化馆均
向公众免费开放，累计接待到馆人数
达到了 67.53 万人次，线上服务也吸
引了50.42 万人次的参与；全市共举
办了 176 场群众文化活动，吸引了
30.29万群众积极参与。

“端午IP”
需更精细化个性化特色化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民俗节日与现代旅游的结合已成为一
种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
究基地首席专家、重庆旅游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罗兹柏表示，各地通过深入挖掘
特色民俗文化的魅力，不仅能够让游客
体验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生活方式，
还能有效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在他看来，“民俗+”跨界融合的魅
力，在于能够打破传统与现代的界限，
让民俗文化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
面前。这种融合不仅能够吸引更多年
轻人的关注，让他们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魅力，还能够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

飞猪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品
质旅游需求继续上扬，其中包含住宿、
玩乐、餐饮等在内的国内酒店套餐同比
大增约20%，定制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超50%。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今年端午节与
儿童节的“撞档”，为民俗游占主流的端
午假期增加了不少童趣。其中，亲子跟
团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80%，亲子房
订单量同比提升超过200%。

携程数据显示，这个端午假期，“民
俗体验+溯溪+漂流”相关产品热度环
比增长超50%；“民宿体验+直升机低
空观光+海钓+赶海”等新玩法，也受到
游客追捧。

“‘端午IP’的潜力远未触及天花
板。未来，文旅企业可进一步挖掘文化
IP价值，把端午元素融入日常消费场
景中，以地域特色激活‘差异化经济’，
从旅游观光到乐园狂欢、从舌尖美味到
文化体验、从地域特色到数字创新等，
打造以节日为载体的消费盛宴。由此，
我们不仅能看到旅游带动经济增长，更
能看到文化自信与消费升级共振的璀
璨光芒。”罗兹柏说。

重庆接待国内游客730.11万人次，实现游客花费45.13亿元

传统民俗成引擎“端午经济”释放消费活力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
记者 张亦筑）6月3日，记者从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24年底，经科技部批复，成渝地区

“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启动建
设。新闻发布会对该中心的功能定位，
以及建设过程中采取的具体举措进行

了介绍。
据介绍，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
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两地共建“一带
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2024年底，
经科技部批复，成渝地区“一带一路”国
际技术转移中心启动建设。

据了解，中心按照“一个中心、两地
共建、众点协同”模式，由四川省和重庆
市共同组织，依托四川省科技交流中
心、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联合共建，联
动成渝地区高校、技术转移机构、科技
园区、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形成多层
次的国际技术转移体系。

具体而言，川渝两地将从以下四个

方面加快成渝地区“一带一路”国际技
术转移中心建设。

着力搭建国际技术转移平台。整
合两地国际技术转移要素资源，建设需
求信息库、项目库和专家库，组建专业
服务团队，打造信息服务平台，并联动
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建设跨境
技术交易平台。

着力构建国际技术转移网络。组
建成渝地区国际技术转移服务机构联
盟，深化与中非创新合作中心、中国-东
盟技术转移中心等合作，集聚一批知名
技术转移机构，并在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联合建设技术转移节点。

着力培育国际技术转移人才。加

强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合作，
大力推动国际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常态
化举办各类先进适用技术、科技创新管
理培训班，开展国际技术经纪人培训。

着力深化国际科技人文交流。举
办“一带一路”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
会、科技创新合作先进技术展、创新创
业大赛等活动，常态化发布“一带一路”
科技创新合作机会清单，定期开展项目
路演等对接活动。

按照计划，川渝两地将用3年时间，
与共建国家打造国际技术转移节点20
个以上，促成国际合作项目100项以上，
组织国际技术培训1500人次以上，加快
建成面向“一带一路”的技术转移枢纽。

力争3年促成国际合作项目100项以上
成渝地区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黄光红）金融助力提振消费，重
庆再出招。记者6月3日从中国人民
银行重庆市分行获悉，重庆将实施金
融支持提振消费“四项行动”，系统促
进全市消费金融高质量发展，全力支
持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
联合重庆市商务委、市委金融办、市发
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住房城乡建
委、市文化旅游委、市体育局制定了
《关于金融支持重庆市提振消费的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四项
行动”进行了部署——

实施金融支持大宗消费更新升级
行动。其中，重点落实好重庆市消费
品以旧换新系列政策。鼓励银行业金
融机构通过自用乘用车“零首付”、适
当减免提前还款违约金等方式，大力
推动汽车以旧换新。探索国家补贴、
财政贴息与金融支持联动，积极支持
绿色智能家电、家装厨卫和数码产品
等以旧换新，持续加大大宗消费领域
的信贷支持。

实施金融支持服务消费高质量发
展行动。《方案》强调，要加大对养老托
育、餐饮住宿、家政服务、文体旅游等重
点领域以及绿色消费、冰雪消费等消费
新业态的金融支持，提供更多符合有关
企业和项目资金需求特点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同时，着力提升服务消费领域
企业融资便利度和可获得性，持续拓宽

企业融资渠道；积极赋能重庆市各类促
消费活动，打造“渝悦消费·金融畅惠”
品牌；支持商圈、步行街、夜间经济示范
区等消费载体建设和改造升级。

实施消费金融服务能力提升行
动。《方案》要求，各类金融机构要立足
自身职能和优势，找准工作着力点，构
建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工作格局，优
化信贷额度、业务流程、客户准入、内
部考核等管理机制；积极开展消费金
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围绕不同消费场
景，创新消费信贷抵质押模式，提高消
费金融与新消费场景的融合度。同
时，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发行金融债券、
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拓宽资金来源，以
更好支持消费。

实施消费金融发展环境优化行
动。《方案》提出，切实巩固提升支付便
利性工作成效，更好满足老年人、外籍
人员多样化支付服务需求。同时，全
面优化现金使用环境，加强银行网点
现金管理服务，提高零钞兑换办理效
率，持续整治拒收现金行为，保障公众
现金使用权益；全力构建数字人民币
消费生态，推动数字人民币融入“爱尚
消费”等促消费品牌。

此外，重庆还将健全金融支持促
消费长效机制，深化金融与商务、财政
等部门协同联动。突出数智赋能，加
强全市消费金融产品政策归集和监测
分析；发挥好消费金融基础设施作用，
打造资源聚合平台。

重庆金融实施“四项行动”
全力支持提振消费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罗芸）5月30日，沙坪坝与驻区
高校签订40个校地合作项目。据了
解，这些项目涉及汽车零部件、生物医
药、数字医疗、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
为沙坪坝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
动能。

此次现场签约的40个项目，总投
资约20亿元。其中，重庆大学航空航
天学院与利城减震关于车辆减震器悬
架迭代升级合作项目，将帮助汽摩企
业实现技术升级、降本增效；重庆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肺癌早筛甲基化成果
转化项目将聚焦体外诊断行业，这也
是沙坪坝区通过“成果挖掘—参赛推
荐—资源嫁接—落地转化”全链条服
务落地的代表性成果项目，已获2023
年全球卓越工程师大赛总冠军；重庆
金岱生物医药肿瘤类器官研发及技术

服务平台，将在该区研制类器官试剂
耗材、类器官自动化培养及药筛一体
机、肿瘤小分子抑制剂等产品；全领医
学检验实验室将就微生物学、免疫学
等开展检验，为预防、诊断、治疗人体
疾病和评估人体健康提供检测信息；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陆海
新通道研究院与得盟管理咨询公司开
展“关于中国企业出海综合服务及人
才培养提升合作项目”，将助力中国企
业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沙坪坝有16所驻区高校，是我市
驻区高校数量最多的区县。近年来，
该区围绕服务融入全市“416”科技创
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
系建设，与驻区高校合力构建环大学
创新创业生态圈，大力推动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以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培育。

共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沙坪坝与驻区高校
签订40个校地合作项目

（上接1版）

子企业布局
专业化分工支撑核心功能

针对子企业布局，《实施意见》要
求提升重要子企业应对市场变化能
力，科学布局子企业主业，强化子企业
管控，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
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
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进一步优化重
要子企业资源配置，切实提升核心竞
争力，确保重要子企业有效支撑集团
功能发挥。

例如，在科学布局子企业方面，重
庆交通开投集团按照“多网一体化、分
工专业化、经营市场化”原则，推动铁
路资产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管理转型，
多种交通方式由分业发展向专业发展
转型，重组设立四家专业子公司，分别
聚焦公交运营、轨道交通运营、交通建
设管理、交通资源开发，推进“投融建
管营”一体化发展。

重庆水务环境集团原水公司也是
案例之一，该公司由集团于2022年1
月成立，累计整合21户企业，聚焦已
成水库的专业化、集约化、标准化管
理。通过专业化整合带动提质增效，
2024年，该公司减少各类管理费用及
成本支出 608.94 万元，大坝安全监
测、水库管理技术咨询等业务板块实
现创收2345万元。

《实施意见》还明确，每户所属企
业原则上聚焦集团的1个主业方向发
展，同一管理层级中，原则上不出现

“一业多企”。对确需新设法人企业的
股权投资项目必须经过第三方评估，
确保新设子企业经营效益有保障、功
能发挥有支撑、可持续发展有预期。
同时还要建立“三无”企业动态出清机
制，对无业务、无贡献、无前景的子企
业实施强制退出。

在投资管理领域，则构筑起立体
化风控体系，明确重大投资项目决策
权限不得下放，其余投资项目集团向
下授权企业管理层级原则上不超过两

级、严禁转授权。改革同步强化经营
责任传导，加大对国有企业各级子企
业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
督促指导，进一步强化考核结果刚性
兑现。研究制定管理人员末等调整和
不胜任退出工作指引等制度文件，推
动管理人员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
度在国有企业普遍推行。

考核评价
“四个维度”精准到企业

《实施意见》要求“一企一策”建立
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结合企业战
略规划执行和调整情况进行动态更新
与完善，总体从增长与价值贡献、改革
与风险防控、投资与创新发展、功能与
使命担当等四个维度、16个方面，分行
业分领域设计行业共性指标和企业个
性指标，进一步细化成若干量化指标。

引导企业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发
展观，在中长期层面，以功能定位和主
责主业为基础，建立企业履行战略使
命评价指标体系；在短期层面，按企业
市场化程度和发展阶段，健全企业经
营业绩考核指标体系，实现中长期战略
使命评价和短期考核评价的有机融合，
为企业制定改革发展规划提供方向。

在考核方面，系统集成财务绩效
评价、经营业绩考核、战略使命评价等
指标体系，对企业各类目标任务完成
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常态检测、定期晾
晒和成效考核。此外，还将开展企业
综合价值画像，探索开展国有企业分
类监管和分类培养。

比如，重庆联交所集团作为服务
重庆公共资源交易的主导企业，其主
要考核指标就聚焦资产产权、招标采
购、自然资源、环境权益等公共资源要
素交易质量、促进企业积极拓展要素
市场等服务功能，以及国有资本回报、
成本管控、风险防控、合规经营等。

此外，《实施意见》还明确，将从加
强党建统领、强化政策支撑、完善激励
机制、加强数字赋能四个方面强化保
障措施，推动功能重塑改革，实现高质
量内涵式发展转型，为现代化新重庆
建设注入国资国企强劲动能。

（上接1版）

启动成渝地区“一带一路”
科技合作“双千”计划

据了解，本届大会将启动成渝地区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双千”计划。在
新闻发布会上，李文清对该计划的目标
内容和工作举措作了详细介绍。

“当前，成渝地区正在联手打造中
国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他表示，在科技
部等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四川省和
重庆市将联合发起成渝地区“一带一
路”科技合作“双千”计划，着力与共建
国家在联合攻关、技术转移、科技人文
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

第一个“千”，是“千项合作项目”
计划。聚焦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先进
材料、清洁能源、现代农业、食品健康
等重点领域，与共建国家联合实施一
批研发项目，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围绕公共卫生、医药健康、环境
治理等领域，推进一批重大标志性工
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帮助共建国
家民众改善生活条件、增进民生福

祉。对接共建国家技术需求，实施一
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促进技术
双向转移转化。

第二个“千”，是“千名青年科学家
交流”计划。建立科技人才联合培养机
制，每年选拔一批国内优秀青年科学
家，到国（境）外开展学习培训和联合研
究；资助一批共建国家青年科学家，来
华开展短期科研工作和交流。开展青
年人才技术培训，面向共建国家举办各
类先进适用技术、科技创新管理培训
班，大力培养共建“一带一路”青年科技
人才。搭建青年科学家交流平台，与共
建国家定期举办学术论坛等活动，推动
研究资源、知识和技术共享。

为此，川渝两地将建立专项对接工
作机制，设立“双千”计划专项资金，用
于支持与共建国家联合实施的研发项
目、青年科学家培养与创新创业，推动
与共建国家的科技合作走深走实。

获批建设全国首个“一带
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马震介绍，2023年首届“一带一

路”科技交流大会在重庆举办以来，川
渝两地以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
作区为引领，充分发挥成渝地区特色优
势，持续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取得了积
极进展。

首先，科技合作网络不断拓展。越
南、尼泊尔等30余国政企代表团来川
渝推动科技合作，与白俄罗斯、埃塞俄
比亚等国家的创新主体新签署科技合
作协议70余个。推动缅甸仰光大学、
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等3所高校加入

“一带一路”大学科技合作联盟，形成覆
盖11国的高校协同创新网络。

其次，国际联合研发深入推进。实
施300余项国际联合研发项目，新增获
批与匈牙利、古巴共建的“一带一路”联
合实验室2家、累计达到5家。中国-韩
国工业物联网联合实验室研发的网络
测试平台，相关技术已经在40余家中
外企业规模化应用；中国-新西兰猕猴
桃联合实验室培育的“红阳”系列品种
在11国推广种植3500余公顷。实施

“国际杰青计划”，吸引埃及、塔吉克斯
坦等国30余名杰出青年科学家前来开

展科研攻关。
第三，国际技术转移加快发展。获

批建设全国首个“一带一路”国际技术
转移中心，新增塞尔维亚等3个海外节
点，形成覆盖欧亚的“1+N”技术转移网
络。提质建设中国-新加坡、中国-韩
国等16个国际科技合作园区，推动中
冶赛迪钢铁工程技术向印度尼西亚输
出、东方电气新能源项目在老挝落地。
组建成渝地区“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
移联盟，培养国际技术经纪人200余
名，2024 年国际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188亿元。

他表示，下一步，两地将聚焦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一带一路”
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进一步发挥好“一
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的平台枢纽作
用，全面推进成渝地区“一带一路”科
技创新合作区和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
设，持续推动资源共享、人才交流、平
台联建、联合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6月2日，永川区国际会展中心附
近，市民游客在色彩斑斓的格桑花海
中拍照打卡。连日来，当地大片格桑
花绽放，宛如一幅绚丽的画卷铺展在
大地上。

近年来，永川区坚持以生态文明引
领城市发展，合理利用山水林田湖草等
自然资源，加强绿化美化，城市生态环
境不断改善。

特约摄影 陈仕川/视觉重庆

永川区：

格桑花海扮靓城市

端午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