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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25年中考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周芳）重庆2025年中考于6月12日至
14日举行，全市设中考考点472个，其中
联招考点84个，全市使用一套题。

据了解，今年，全市初中毕业生35.18万
人，其中报考普通高中29.24万人，报考中职

“3+4”6405人，报考公费幼师622人，单报
中职4.29万人，只毕业人数为9526人。

从今年开始，全市所有区县使用一套
试题；标准化设置考务培训内容，开展典型
案例复盘，2.3万名考务人员先培训后上岗。

为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各个学校做

足了准备。重庆市巴蜀中学（张家花园校
区）采取“三证核验+人工安检”双保险机
制，所有考场均配置标准化数字监控系统
和同步指令播放设备。重庆八中教育集团
渝北区数据谷中学对考室进行了专业消毒
和深度清洁，并对听力设备进行多轮调试，

医务室24小时待命，安保团队已完成专业
培训和应急演练。南岸区珊瑚中学明佳校
区专门进行了临时停电演练，并与区卫健
部门联动设置医疗点，安排急救预案。万
盛溱州中学设置了心理辅导岗，及时给予
考生心理支持和指导。

重庆35.18万名考生今日参考
从今年开始，全市所有区县使用一套试题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娃儿们，三年磨一剑，好好考哟！”“加
油，中考必胜！”6月11日早上7点半，云阳
县故陵初级中学2025届297名初三考生
登上了渡轮，他们要沿长江逆流而上40多
公里，到县城的双江中学考点参加中考。

在交通相对发达的今天，学生们为何
要坐船参加考试？如何安全顺利护送他们
赴考？6月11日，记者随行体验这段已持
续21年的江上送考路。

道路蜿蜒狭窄，乘船是最安全
和舒适的选择

“你们醒了吗？”
“有点睡不着，早就醒了。”
当天早上5点50分，故陵初级中学和

宇楼男生宿舍309寝室，寝室长袁昊很早
就起床了，语气中难掩兴奋。

开灯、洗漱、整理行李……就在大伙忙
着收拾的同时，班主任贺华林也来到了和
宇楼。“要带的生活用品最好都放进箱子，
不带的放床上，考完回来拿。”“别忘记带拖
鞋。”“最好先上个厕所。”……贺华林一遍
遍叮嘱着班上的学生。

在学校操场上，校长罗义军、副校长陈
明以及初三年级主任杨秦，正指挥两辆货
车停放。所有去赶考学生和送考老师的行
李，将由货车运至县城考点。

既然有汽车，为什么要坐船？罗义军
告诉记者，作为云阳县域内最远的初中学
校所在地，故陵镇离县城76公里，道路狭
窄，加上全是盘山公路，很容易晕车，会影
响孩子们考试发挥。

“坐船，成为孩子们赴考最安全和舒适
的选择，这一坐，就是21年。”罗义军说，作
为故陵片区唯一一所初级中学，学校招生
范围覆盖了故陵和附近的堰坪镇、新津乡、
普安乡三个乡镇。前几年，学校初三学生
最多的时候达到700多人。这两年，虽然
学生少了，但肩上沉甸甸的感觉一点没
少。“哪怕只有1个娃娃，我们也要安全送
过去。”

提前一个月做送考方案，天气
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雾，空气优，20℃—33℃。这个天气
合适，早上出雾，中午肯定就有太阳了，是
个大晴天。”5点多醒来的还有杨秦，作为
陪同送考老师和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她睡了
不到5个小时。

杨秦的手里紧紧捏着一份长达6页的
送考方案。“每一年，我们的送考方案从一
个月之前就开始准备了，天气因素是我们
最先要考虑的问题。”她说。

“11日，预计10∶30全体师生到双中
码头下船，各班分班清点人数后，按照班级
顺序，步行前往双江中学考点”“按年级安
排入住考点对应寝室，就餐按双中作息要
求在考点食堂指定位置就座”“14日，中午
11∶15集合分班按时分班清点人数后，发
放牛奶面包，按照班级顺序，排队前往双中
外码头坐船返校”……

在这份送考方案中，从6月10日—14
日，每个时间段具体做什么，都写得十分详
细，一目了然。

7点30分，孩子们从学校出发。经过
老街时，道路两旁早已站满了前来送行的

居民们，不仅有考生家长，还有交巡警、网
格员、志愿者等，他们纷纷给孩子们加油打
气。

船行半个小时后，贺华林从包里掏出
一沓真题试卷。“同学们试着做一做，这份
试卷我们不打分，但是一会我要检查答案
哟。”

贺华林告诉记者，这个“诀窍”是他向
以前带考老师“取经”而来的，一方面能让
学生们在船上不到处乱跑，另一方面，也能
让他们在考前再巩固巩固知识。

昔日“赶考人”今变“护考人”，
考点有志愿者服务

10点30分，经过近3个小时的匀速航
行，两艘渡轮抵达云阳双江中学旁的四方
井码头下船点。与乘车不同的是，平稳行
驶的船不会颠簸，所以当孩子们下船时，一
脸轻松。

一路护送的重庆海事局云阳海事处几
名队员早早地下船，在岸边湿滑的淤泥里
垫上几块石头，方便同学们上岸。海事队
员中，就有2011年毕业于故陵初级中
学的刘宇。“当年的今天，我
也 是 一 名‘ 赶 考

人’，现在我变成了一名‘护考人’，大家加
油！”刘宇搀扶着学弟学妹们下船。

考点双江中学离码头步行只要十分
钟，双江中学校长朱可带着20名学生志愿
者在寝室等候。“考试这几天，有什么事情
尽管来找我们。”朱可说，这样的志愿帮助
服务，自双江中学作为中考考点以来，一直
延续着。

记者了解到，从故陵镇到云阳县城的
高速路今年将动工，预计在2028年建成投
入使用。这也意味着，“乘风破浪赴考场”
还将持续三年。这条“不同寻常”的路，就
像成长中额外赠予的青春礼物——教会他
们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云阳故陵中学297名中考生“乘风破浪”赴考场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双双

●涪陵城区有荔枝街道、荔枝园社区，地名沿用多
年；荔枝园原址上建起文化公园，让历史记忆成为现代
景观

●涪陵5个乡镇、35个村规模化种植万亩荔枝树，
荔枝年产值突破9000万元

当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中主角还在忧愁如何将荔枝
鲜果运送至长安时，重庆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的荔枝林
里，一颗颗果实压弯了枝头，成为老百姓增收账本上的甜
蜜数字。

涪陵城区有荔枝街道、荔枝园社区，地名沿用多年；
荔枝园原址上建起文化公园，让历史记忆成为现代景观；
5个乡镇、35个村规模化种植万亩荔枝树，惠及1.8万农
户……深挖荔枝文化，发展荔枝产业，涪陵正围绕一颗小
小的荔枝大做文章，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

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夔州路·涪州》中记载，“妃
子园在（涪）州之西，去城十五里，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
唐杨妃所喜。”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吴船录》中也写道：“自
眉嘉至此，皆产荔枝。唐以涪州任贡，杨太真所嗜，去州
数里有妃子园。”

为活化文化根脉，2023年，涪陵在原荔枝园附近建
成“荔圃春风”文化园，一座牌坊和“种荔枝、采荔枝、运荔
枝、品荔枝”四组雕塑，再现唐代涪州的历史盛景。

2024年，涪陵又在文化园旁边建成“蜀道·荔枝道涪
陵文献馆”，收藏荔枝道古籍、文物、地图等珍贵史料150
余件，配套开发全景沙盘、数字展屏等科技展陈设施，年
接待读者超100万人次。

涪陵还充分利用影视 IP 力量展现荔枝文化魅
力。2024 年 5月，原创微短剧《涪陵的荔枝》上线播
出，通过爱情故事引出“荔枝古道”历史内核，实景展
现涪陵历史人文、城市发展与自然风光，获得了很大
的关注。

在深挖荔枝文化的同时，涪陵因地制宜发展荔枝产
业，将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如今，涪陵5个乡镇、
35个村规模化种植万亩荔枝树，荔枝年产值突破9000
万元。

早在1999年，睦和村就已经开始规模化种植荔枝，
是涪陵区较早种植荔枝的村镇。全村目前种有荔枝400
余亩，年产荔枝8—10万斤，价格在15—30元之间，每到
采摘季，入园采摘的市民游客无数。

为进一步提升涪陵荔枝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涪
陵依托长江师范学院现代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专业力
量，成立长江上游龙眼荔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系统
收集保存重庆地区荔枝种质资源182份，筛选出4份
特色种质资源，引进培育妃子笑、仙进奉等25个优质
品种，创制荔枝杂交后代300多个，筛选出荔枝新优系
2个，构建起涵盖传统品种保护与现代品种创新的多
维种质库。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涪陵荔枝，正以全新姿态融入现
代生活，以荔枝文化为切入点，融入旅游、采摘，昔日的

“妃子笑”正化作“百姓甜”。

涪陵深挖荔枝文化，发展荔枝产业

万亩“妃子笑”甜了百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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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2024年
4月，渝中区率先在全市启动“支付便利化示范区”建设，
助力重庆高水平对外开放。记者6月5日从中国人民银
行重庆市分行获悉，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渝中区已有超
5600户商户可受理境外银行卡，119家银行网点支持外
币兑换，13个境外电子钱包可用于扫码支付，外籍人士
消费付款时，不论刷卡、使用现金还是移动支付，都非常
方便、“丝滑”。

近年来，重庆与世界的互动愈发密切，越来越多的外
籍人士参与到我们城市生活的各个场景。优化支付服
务、提升支付便利性，让外籍来华人员更加便利地参与城
市发展、与重庆市民同享城市生活，是重庆建设中西部国
际交往中心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促进全市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内在要求。在此背景下，2024年4月，中国人民银
行重庆市分行、重庆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和渝中区人民
政府统筹规划，共同在渝中区启动打造“支付便利化示
范区”。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渝中区可受理外
卡商户达到5624户，较2023年末增长139%，覆盖全区
大型商业综合体、3星级（含）以上酒店、3A级（含）以上
景点、文娱场所、医院等重点场所重点商户。2024年1
月至2025年3月，渝中区累计发生外卡交易笔数达7.36
万笔，金额达1.59亿元，较2023年分别增长223.6%、
196.3%。

移动支付方面，中国银联、蚂蚁集团在渝中区持续拓
展“外包内用”应用场景、提升“外卡内绑”支付体验，通过
简化身份验证流程、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上调移动支付交
易限额等方式，提高外籍来渝人员使用移动支付便利
度。如，目前支付宝“外包内用”服务已支持10个国家和
地区的13个电子钱包，“外卡内绑”支持维萨、万事达等
全球7大主流卡组织。

为方便外籍来渝人员使用现金支付，相关各方积极
推动渝中区银行网点提供外币兑换服务，组织渝中区银
行网点和出租车、服务商贸等行业开展“零钱包”兑换专
项活动。

已有超5600户商户可受理境外银行卡

渝中区打造
“支付便利化示范区”

黔江区民族职业教育中心 构建“三维联动”双创教育新生态
一场大雨过后，货车司机刘师傅

的车在一段乡间狭窄路段抛锚，车子
卡在原地出不去，大型救援车堵在外
面进不来。正在刘师傅一筹莫展之
际，黔江区民族职业教育中心（以下简
称“黔江职教中心”）“牛牛工匠”汽修
移动服务车赶到了现场，从智能诊断
到现场维保，不出1个小时便解决了故
障。

这款汽修移动服务车由黔江职教

中心学生团队自主研发，首创“移动上
门维保服务车+智能化管理系统”一
站式解决方案，直击传统汽修“到店
难、耗时长、流程繁”三大痛点，首台服
务车试运营3个月就创收10万元，签
约 21家合作企业，项目前景十分广
阔。

直击痛点、打通堵点，汽修移动服
务车项目体现的不仅是产业革新的价
值，更蕴藏着学校“双创育人”的智慧。

近年来，黔江职教中心直面中职学
校在“双创教育”顶层设计、课程整合、信
息技术运用等方面的现实困境，开展基
于中职“双创教育”的拔尖技能人才育人
路径探索与实践，构建人才培养、资源建
设、实践孵化“三维联动”的双创教育新
生态。

融通人才培养。学校面向汽车机
电维修、汽车维修接待等岗位（群），在
实际教学环节中融合创新精神、创业意

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构建知识、能力、素
养的三维人才培养目标。同步建立“校
校—校企—校地—校科”的协同育人机
制，形成“通识教育+其他课程教育+辅
助教育”课程体系，并将双创教育结果
评价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联动资源建设。学校组建由政府
部门指导人员、行业协会人员、优秀企
业家、在校教师、优秀毕业生等组成教
师团队；牵头编写《中职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实践》通识教材，并利用“超星数
字创业学院”“创业邦”“创成汇”等线
上学习资源，提升学生学习创新创业
能力。

强化实践孵化。学校针对所有汽
修专业学生实施“青蓝计划”，依托汽
车与电子产教联盟、武陵创业孵化基
地、渝东南创业孵化基地等实践平台
实施“青苗计划”，针对优质项目团队
实施“未来企业家计划”，并提供政策、

项目、资金、导师、场地等服务，鼓励学
生在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中磨练提升。

数据显示，学校近年毕业生对口就业
率达 99.70%，用人单位满意度达
99.75%；学生参加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互联网+”、渝创渝新创新创业大
赛等累计获奖41人次，36名学生成功创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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