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傍晚时分，渝中区石油路街道时代天街
商圈附近，外卖小哥李林完成一单配送后，
熟练地把电动车停在路边专门划定的专属
停车位。

“这个停车位紧邻商圈入口，设置了明
显的标识，我们停车很方便。”李林说，以前
停车是个大难题，有时为了找个临时停靠的
地方，得绕好大一圈，还担心被贴罚单。

据了解，像李林这样的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全市有近280万人，占就业人员总数的
15.93%。

近年来，市委社会工作部围绕超大城市
现代化治理，梳理整合涉新就业群体政策资
源，联合16家部门出台关爱服务15条措施，
差异化、清单化发布实施第一批53个具体服
务项目并持续迭代，以镇街为单元、社区为
场域，着力营造设施、人际、治理、未来“四个
友好”场景，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中更有归
属感、认同感与获得感。

设施友好
贴心细节，打造便捷港湾

“找不到楼？不存在的！”在沙坪坝区，
481个物业小区入口都张贴着醒目的“骑手
友好地图”。这份由社区、物业与外卖平台
联合绘制的导航图，将模糊的诸如“3栋2单
元”之类的定位转化为精准坐标，让骑手不
再“进门难、找路难”。

“我们梳理出新就业群体尤其是外卖骑
手面临的8个难题——进门难、停车难、找路
难、充电难、休息难、就餐难、融入难、发展
难，整合资源力量，逐一解决。”沙坪坝区委
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李聪介绍，目前全区已建
成“友好小区”800余个，增设“友好车位”

1000余个，建成“友好驿站”230个。
细节的背后，是重庆编织的“2+41+N”

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阵地体系，包含2个市
级集成化中心、41个区县综合性中心和“N”
个镇街嵌入式站点。这些阵地不仅是新就
业群体的休息场所，更是为其提供全方位服
务的“温馨驿站”。

在重庆市（江北）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
中心，设置有多功能活动室、生活服务中心、
休闲露台、淋浴间等，还配备了洗衣机、冰
箱、微波炉、换电柜等，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学
习教育、沐浴洗衣、电动车换电、餐食加热等
20余种服务。

为解决新就业群体在小区进门难、诉求反
映难等问题，重庆搭建了“小哥来了”数字化
应用平台。“以前，骑手进入小区常常要在门
口登记等待，如今通过该应用进行身份核验，
骑手平均入门时间从3分钟缩短至5秒。”市
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有7508

个“友好小区”覆盖推广“小哥来了”应用，累
计扫描5万次。同时，新增小哥临时停车位
6198个，设置网约配送和寄递集中送取点
3101个，布设饮水、休憩等暖“新”服务设施
7323处，“友好小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此外，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渝快
办”，市委社会工作部推动整合零工市场、法
律援助、住房申请等27项部门服务资源，联
通各个网上办事渠道，实现一站式服务。

这些贴心的设施建设和应用开发，让新
就业群体在城市的奔波中感受到了实实在
在的便利与关怀。

人际友好
关爱相伴，温暖城市角落

“三、二、一，开始！”周末的午后，渝北区
SM城市广场上，一场外卖员劳动技能比拼
趣味赛正热火朝天地进行。28岁的冉渝川

和队友们扛着模拟餐箱冲刺，挥洒汗水的同
时，欢笑声此起彼伏。“过去跑单像座‘孤
岛’，现在通过活动交到好多朋友！”他抹去
额角的汗珠说。

“交朋友”一度是包括冉渝川在内的小哥
们渴望但难办的事。渝北区充分用好社区这
个联结点，不断创新交流联谊形式，利用节假
日开办形式多样的暖“新”活动，吸引800余
名新业态劳动者参与，为新就业群体“交朋
友”搭建平台。

情感的联结需要制度护航。全市打造
了友好驿站6384个、友好商户3772家、友好
食堂328个。比如光华物业依托社区食堂、
校园食堂和餐饮连锁企业，共同建立“小哥
食堂”，推出爱心套餐，深受骑手们欢迎。“在
外面吃饭，不但贵还不卫生。现在有了‘小
哥食堂’，价格实惠，饭菜也合口味，吃饭问
题解决了一大半。”骑手王琦开心地说。

住房问题也是新就业群体的心头大
事。不久前，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公租房管
理局在渝北空港乐园小区为美团骑手举办
了一场公租房专场政策宣讲会。“一直都想
申请公租房，但工作忙没能深入了解。现在
才知道，原来申请起来这么简单，配租速度
也很给力！”美团骑手宁书香是四川人，在重
庆跑了五年外卖，听完宣讲，他立马向公司
提交了报名申请。

据了解，市住房城乡建委打破户籍限
制，新就业群体与本地居民享有同等公租房
申请资格，满足住房、收入标准等条件即可
申请，已保障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等新就
业群体10000余套。同时，建立灵活就业人
员住房公积金“愿缴能缴”新机制，引导灵活
就业人员开户41.2万人。

此外，全市还实施新就业群体子女托管
项目3000余个，让新就业群体在工作时无
后顾之忧。 （下转2版）

构建“四个友好”场景 打造温暖之城

重庆让28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更有归属感

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16主管主办单位：中共重庆市委
出版单位：《重庆日报》编辑部

星期一 2025年6月
农历乙巳年五月廿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0-0001
第26600号 代号77-1 今日8版

CHONGQING DAILY

本报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邮政编码：401120 网址：www.cqrb.cn 广告许可证：渝工商广字第9500618号 总编辑：刘长发 总值班：周秋含 版面统筹：张珂 主编：周立 美编：赵炬 图片编辑：罗伟 订报热线：63735555 零售价：1.5元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6月 16日出版的第12期
《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
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
10月至2025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
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

优势。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目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
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
深入、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加速了我国现
代化发展进程。

（下转2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
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骏 白麟

6月15日，2025（第二十七届）重庆国际
汽车展览会（以下简称2025重庆车展）正式
闭幕。在为期10天的活动中，不仅有车商与
观众的互动，还有一场场关于汽车行业的深
度对话。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
官员、企业家汇聚山城，共商汽车进入电动
化、智能化时代后的行业前景，其中，“全球
化”成为焦点。

“中国汽车已开始在全球布局。”中国贸
促会汽车行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柴占祥介绍，
2024年，中国汽车出口超过600万辆，其中
新能源汽车出口首次突破200万辆大关，连

续三年成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
这些数字和声音，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

国汽车布局全球化的澎湃动力，也感受到中
国汽车正迈入“出海”的最佳时期。

面对机遇与挑战，渝车又当如何作为？

中国汽车正在布局全球版图

“全球化”，是2025年重庆车展的主题
之一，而中国汽车正成为该行业“全球化”的
主角。

“中国汽车在北美及南美汽车市场的机
会”头脑风暴上，巴西驻成都总领事馆副总
领事杜瓦尔·巴罗斯公布了一组数据：2024

年，巴西汽车上牌量 263 万辆，同比增长
14.1%，创近十年以来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车
有17万辆，同比增长85%，中国的新能源汽
车占了大部分。2024年，中国品牌的新能源
汽车在巴西销量超过11万辆，市场占比达
65%。

“比亚迪、奇瑞、长城等中国车企已在巴
西投资建厂，广汽集团也计划明年下半年在
巴西建整车厂。”杜瓦尔·巴罗斯认为，在巴
西进行本土化生产，正成为中国车企辐射拉
美市场最好的选择之一。

在中国－东盟汽车行业专题研讨会上，
尼 泊 尔 NADA 汽 车 经 销 商 协 会 主 席
Karan Chaudhary分享了一个令人震撼的

数据——在尼泊尔，中国电动汽车的市场占
有率高达95%。

无独有偶。
密西根经济发展署亚太投资促进代表

王晶也表示，2024年，拉美地区销售的电动
汽车新车，超过50%是中国品牌，电动公交
车几乎全来自中国。

马来西亚电动汽车协会主席Dennis
Chuah介绍，仅今年一季度，马来西亚就有
7000辆新注册的新能源车辆，且这种增长的
趋势没有放缓的迹象。他说：“中国在新能
源汽车领域走在全球前列，自然能拿下很多
市场份额。”

（下转2版）

透过重庆车展看中国汽车如何加速出海
“渝车出海”目标：2027年整车出口量占全国10%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6月12日，
市畜科院与重庆骨源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就利用SPF荣昌猪
联合开展异种骨修复材料研制进行签约。记者从签约仪式
上获悉，目前骨缺损修复材料存在较大缺口，市场规模已达
到近百亿元，随着该材料的研制，一只荣昌猪的经济价值和
社会价值将得到大幅提升。

市畜科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吴梦说，骨缺损问题在
骨科、口腔科及多种外科手术中广泛存在。目前常见的骨移
植材料包括自体骨、同种异体骨、异种骨和人工合成骨材料
等，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源限制或生物学性能限制。

“去年，荣昌区人民医院向我们提出利用SPF荣昌猪研发
异种骨修复材料的构想。”吴梦说，随后团队查阅了大量资料，
发现国内在这方面有过一些探索，也推出了类似产品。

“我们的SPF猪相比之下会更有优势。”吴梦介绍，SPF猪
即无特定病原猪，是指从出生到育成都不带任何病原的猪。
去年，荣昌猪获得了国家实验动物新资源许可，每一头猪的遗
传谱系都能够溯源，更加安全可靠，SPF猪开发的生物材料产
品用于人体时排斥反应会更小，生物安全性更好。

吴梦说，由于猪在器官大小、代谢特征以及组织成分等
许多方面都与人体相近，所以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
的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目前，团队已利用SPF荣昌猪，开
展了脱细胞真皮补片、人工肌腱、组织细胞外基质水凝胶等
多种产品研发。

目前，市畜科院生物工程研究团队已初步推出相关产
品，且达到骨源修复材料的国家标准。这些材料用于人体非
承重骨缺损填充后，可以在体内诱导新生骨形成，助力骨缺
损部位的自然愈合。

据介绍，这款产品有望在2028年完成产品注册，形成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

瞄准百亿级市场

荣昌猪骨骼有望成为
人体骨修复材料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医保基本医疗保
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中关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共济使用的有关要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近日创新研发的“医
保钱包分布式账本库”率先在重庆分行成功落地。该项目创
新实现了不依赖实体户的纯虚拟账户独立运营体系，开启医
保个人共济服务新模式。

据悉，该项目严格遵循国家医保局规范，以医保钱包为支
付载体，医保个人账户共济作为应用场景，依托全国统一医保
信息平台，实现了医保钱包在银行端开立、管理和记账等核心
功能。其突出优势在于采用“即接即用”“零改造”设计，既满
足标准化设计要求，又能灵活兼容各省市医保个性化需求，助
力各省市分支机构快速拓展市场。作为邮储银行在“虚拟户”
管理领域的创新重要突破，该项目首次建立了不依赖实体户
的纯虚拟账户运营体系，为未来拓展政府福利账户、商圈会员
管理等场景奠定基础。

截至目前，邮储银行医保业财一体化业务已覆盖360个对
公账户，累计交易金额超560亿元。该项目的落地不仅提升了
该行在医保金融领域的竞争力，增强了客户黏性，还为医保金
融业务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未来，该行将持续发挥金融
科技优势，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人民群众医疗保
障获得感贡献更大力量。 武怡君

邮储银行创新医保钱包分布式账本库在渝落地
开启医保个人共济服务新模式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6月15日，记
者从市档案局获悉，继刚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之
后，白鹤梁题刻又将冲击《世界记忆名录》。

据介绍，《世界记忆名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
年启动的一个文献保护项目，旨在促进文献遗产保护利用，
提高人们对文献遗产重要性的认识，每两年评审一次，我国
迄今已有《本草纲目》《黄帝内经》《南京大屠杀档案》等18项
档案文献成功入选。

白鹤梁题刻位于重庆市涪陵区长江中的天然石梁上。
与其他人们所熟知的写于纸上、留于相片和视频中的档案不
同，白鹤梁题刻是一部以刀为笔、以石为纸造就而成的特殊
档案，横跨唐、宋、元、明、清及近现代，记录与展现了不同历
史时期水文、历史和艺术的特色与变化，题刻数目庞大、形式
多样、保存完整，更有精美的书法艺术、精湛的雕刻技艺实体
呈现，是多元的东方金石雕刻艺术的典型，也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资料库。

经历千余年，白鹤梁题刻目前在外形、质地、位置等方面
未发生明显变化，绝大多数题刻仍清晰完整地留在石梁表面。

冲击《世界记忆名录》，白鹤梁题刻有何优势？
“白鹤梁题刻是记录社会活动和历代枯水水位信息的

实物档案，且具有重要水文科学、历史人文和书法艺术价
值，具有独特性和稀有性。”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馆长蒋锐介
绍，它以在石梁上刻鱼为标的独特方式，记录长江历代枯水
水位信息，形成了珍贵的枯水水文记录档案，在世界范围内，
都极具创造性、系统性、连续性。其采用石鱼作为基准点、以
石刻文字记录水位距离基准点尺度的方式，与世界已知记录
水位方式皆不同，是一种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发明创
造。古人通过观察石鱼出水的情况来判断长江的水位和气
候变化，这种独特的水文观测方式在世界水文史上独树一
帜，展现出极高的稀有性，是中国乃至世界记忆文献遗产中
的瑰宝。

白鹤梁题刻将冲击
《世界记忆名录》

保

重庆为新重庆为新就业形就业形态劳动者构建态劳动者构建友好友好场景场景数数
读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280万人 占就业人员总数的15.93%

保障公租房
10000余套

实施子女托管
项目3000余个

新增小哥临时
停车位6198个

设置网约配送和
寄递集中送取点
3101个

建成友好驿站
6384个
友好商户3772家
友好食堂328个

推进职业伤害
保障试点
投保超63万人

6 月 13 日晚，酉阳县酉州古城灯火
璀璨 、流光溢彩，市民游客在此逛街
游玩。

近年来，酉阳县以夜经济为抓手，不
断挖掘新空间、营造新场景、培育新业
态，推出“梦幻桃源”沉浸式戏剧等夜游
项目，持续激活夜间经济活力。

特约摄影 邱洪斌/视觉重庆

酉阳：

持续激活
夜间经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