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2 2025年6月25日 星期三
编辑 逯德忠 美编 丁龙

政务简报

重庆市新闻道德监督电话 023-63898720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职业道德（打击新闻敲诈、假新闻）监督电话 63907049 63907189 监督邮箱 cbjtxwb@sina.com 采编质量 63907205 印刷质量 62805041 发行投诉 63735555 印刷单位 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 发行方式 邮发+自办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珺）6月24日，全市三级治
理中心实战推进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三级治理中心基本能力建设，完
善运行机制，强化实战实效，全方位提升超大城市发展、服务、治理能
力和水平，奋力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建设。市委副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明清出席并讲话。副市长江敦涛主持。

推进会以视频方式召开。与会人员观摩了丰都县地质灾害救援
和高新区供水调度保障实战演练，市级有关部门和区县作了交流发
言。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用为要、以用促建，着力深化基础建设，持续
抓好数据归集治理，完善感知监测能力体系，深化板块跑道建设，大
力开发AI智能体，夯实“用”的底座；着力迭代平台功能，完善应用功
能、能力组件、智能预案，提升“用”的质效；着力完善运行机制，推进
区县治理中心与两办值班室并轨运行、与城治办融合运行、与综治中
心贯通联动，强化“用”的保障；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善于利用三级治
理中心流转事件、解决问题、处置突发、推动工作，形成“用”的习惯。
加快打造“9+2”中心城区一体化综合场景，推动三级治理中心运行
实战能力整体跃升。

会议指出，要健全“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统筹机制，构建
规、建、运、治一体化融合机制，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深化
中心城区缓堵促畅攻坚行动，大力推进行政执法“大综合一体化”改
革，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稳定，加快打造超大城市治理标志性成果。

全市三级治理中心实战推进会召开
李明清出席

■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上海苏州河北岸，光复路1号至21号，肃穆的混凝土建筑外墙上，
悬挂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行仓库抗战旧址”的铭牌。向
西数十步开外，纪念广场上瞻仰者众多，人们仰望四行仓库西墙在抗
日战争期间留下的累累弹痕，立正、鞠躬、献花，向抗战英雄致敬。

88年前，这里是淞沪会战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硝烟阵地，谢晋元
等“八百壮士”临危受命，与日本侵略者在此进行了长达四昼夜的激
烈攻防战，留下可歌可泣的“八百壮士”英雄事迹，鼓舞全民族抗战斗
志。当时有歌传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
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斗守战场。”

谢晋元，广东省蕉岭县人，1905年生。1922年考入广州国立高
等师范。1925年底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10月毕业，参加
北伐战争。1934年9月于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二期毕业。次年任第
88师补充团中校营长。

1937年，侵华日军将魔爪伸向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
日方增援部队源源不断自长江口登陆上海，中方军民死伤惨重。战
事持续两个多月后，上海北部战略要地大场失守，第88师262旅524
团团附谢晋元受命，率官兵420余人于10月26日深夜进驻苏州河
北岸的四行仓库（88师师部所在地），掩护主力撤退，同时尽力争取
国际舆论支持。为了迷惑敌人，四行守军对外宣称“建筑内有八百
人”，故外界敬之为“八百壮士”。

10月27日清晨，日军发现四行仓库内仍有中国守军，立刻发动
进攻，遭到“八百壮士”勇猛阻击。10月28日晚，谢晋元向官兵传达
了“与最后阵地共存亡”的命令，表达了与全体官兵同坚守共存亡的
决心，并勉励他们要展现不怕流血牺牲的军人气概和挽救国家民族
危亡的精神。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馆长马幼炯介绍，谢晋元以卓越胆识
和机敏指挥，率部在弹丸之地与穷凶极恶的日军激战四昼夜，打退敌
人10余次疯狂进攻，毙伤日军200余人，用生命和鲜血奏响了一曲
抗击侵略的凯歌。

当时，苏州河南岸各界声援不断，百姓自发为守军运送旗帜、食
物、药品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八百壮士”孤军奋战的事
迹，借助当时上海发达的传媒力量声名远扬，不仅为中国军队后撤赢
得时间，更进一步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抗战斗志，向世界表明了全体中
国人抗战到底的勇气和决心。

2015年8月，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正式开馆，包括仓库西
墙等建筑主体在内“修旧如故”。近十年来，到此瞻仰者众多，累计人
次已逾610万。谢晋元之子谢继民、孙女谢骏等相继加入志愿讲解
行列。

今天的苏州河两岸高楼林立、生态宜居。谢骏说：“通过千百次
的讲述，我们将先辈的抗战精神传承下去，铭记历史，才能珍惜当下，
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上海6月24日电）

孤军浴血守四行
“八百壮士”远名扬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松）6月24日，重庆市现
役军人“三后”工作军地推进会议在南岸召开，军地相关部门共商务
实举措，解决矛盾问题。市委常委、重庆警备区王燕崎出席并讲话，
邓艳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三后”工作事关官兵切身利益、事关部队军心士气、
事关备战打仗质效，要深刻领悟其国之大者、军之大事的内涵意蕴，
把领袖关心关怀落实到“三后”工作实践中，让广大官兵心无旁骛抓
备战、谋打赢，不断提高“三后”工作对战斗力的贡献率。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担起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搞好力
量统筹，合理调配资源，推动工作落实；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要强化主管
主抓意识，用活政策规定，抓好需求对接，满足合理诉求；各级双拥工
作部门要传承发扬双拥共建优良传统，研究解决突出矛盾问题，把国
家暖心政策落实到官兵心坎上；各接收安置单位和学校要始终带着责
任干，带着真心做，带着情怀抓，解决好官兵最关切、最忧心的问题；警
备区要充分发挥牵头协调作用，优化制度机制，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
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广大官兵要时刻铭记地方党委政府
的关心厚爱，始终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当好守护巴渝大地平安的精
兵、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援兵、拥政爱民文明守纪的标兵。

重庆市现役军人“三后”工作
军地推进会议召开
王燕崎出席并讲话

6月24日，“中华文化巴渝行——走进铜梁”系列文化活动启动
仪式暨“放声歌唱迎七一”文艺演出活动举行。市政协副主席王昱出
席活动。 （记者 卞立成）

蹲点点位：高竹新区
蹲点记者：郭晓静 赵伟平

潘强和妻子站在一楼大厅中心的
位置，有些着急地环视了一下不远处的
办事窗口，没等工作人员过来引导，潘
强突然眉头舒展——他看到了自己想
找的税费征管服务中心。

此刻是6月24日上午10∶06，夫妻
俩第一次走进川渝高竹新区政务服务
中心。

“你好，麻烦帮我开一张500元的
电器维修发票。”潘强一边说一边拿出
自己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接待他
俩的是税费征管工作人员彭雪米，查验
完基本信息后，彭雪米随即登录中国税
务网填写相关信息，几秒后，一张发票
就开好了。

拿到发票的潘强，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和记者拉起了家常。潘强高中毕业
后拜师学习电器维修，1年后便入职某
电器公司成了一名维修工。2012年，
在姐夫支持下，他回到邻水县坛同镇老
家，在镇上开了一家电器销售和维修的
门店。

“我的客户主要有两类。”潘强说，
一类是场镇或周边村社的居民，多数时
候他们不要求开票；另一类是企事业单
位，他们则需要开票。为了给客户开具
维修发票，他过去需要骑行20多公里

摩托车，到邻水县城的办税大厅办理，
一去一来要花半天时间，偶尔还会耽误
店里生意。

2021年10月，重庆、四川联合批复
成立川渝高竹新区税费征管服务中心
后，重庆市渝北区税务局、四川省广安
市税务局双方共派驻9名税务工作人
员联合办公，让两地纳税人缴费人“进

一家门，办两家事”。去年6月，税费征
管服务中心搬迁到政务服务中心，同步
实施“去柜台化”改造，全面取消前台窗
口，探索“一般业务线上辅助办理、复杂
业务后台兜底办理”的服务模式。

税费征管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副
主任周翔说，为便利川渝两地企业和群
众办税缴费，川渝税务部门共同设立了

9个“川渝税费争议联合调解室”，电子
税务局“川渝通办”税费事项已达84
项。并联合推出12366纳税缴费服务
热线互答，实现“打一地电话，答两地问
题”，大幅缩减纳税人缴费人咨询时间
和成本。

今年初，潘强在邻水县税务中心开
发票时，工作人员告诉他，今后发票可
在川渝高竹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
23日下午一企业客户维修了空调，需要
开具500元维修费发票，24日一早，潘
强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离家10
分钟车程的政务服务中心，“没想到几
秒钟就搞定了！”他对高效的办事体验
大加赞赏。

此前，税费征管服务中心一共梳理
了118项税费差异化事项，目前其中79
项实现了川渝税费的统一办理。“剩下
的39项没有统一的，我们正在向上汇
报或者协同其他部门共同推动改革。”
周翔说。

在征管服务中心办公室，来自广安
市税务局的周翔与渝北区税务局工作
人员相向而坐，他俩办公桌右侧则是一
个简易的税务直播间，两地税务工作人
员会在这个直播间联合开展一些税务
政策宣讲，因此从办公桌无缝转场到直
播间是常态。记者离开之际，周翔已经
起身，为即将开展的下一场税务知识直
播做起了准备。

“几秒钟就搞定！”跨省开票好便捷
川渝高竹新区已有79项税费差异化事项实现统一办理

蹲点点位：石柱县桥头镇
蹲点记者：邹密 栗园园

6月24日下午，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桥头镇，天气由晴转阴，乌云逐渐聚拢，
山间顿时阴沉起来。

记者从极具烟火气的瓦屋小镇向
高山驱车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了瓦屋村
海拔1400米杂树丛生的韭菜坪（小地
名）。过去，这里人迹罕至，但去年3月
乡村公路通了以后，这里的林间就种上
了天麻。

此时已是天麻最佳播种时节的尾
声，业主陈华正忙着指挥10多位村民，
赶在下雨前抢种天麻。

杂树丛中的薄地，被开垦出的一垄
垄田土上，整齐铺设了一小段一小段的
木块。村民们有的正在麻利地分割菌
包，有的则将分割后的菌包放到木块的
间隙，然后覆土掩埋。大家各司其职，
场面忙碌而有序。

“这些木块和菌包，就是天麻的固
定床，菌包的菌丝在木块上繁衍后，就
能产生大量木质素，是天麻生长的营养
来源。”陈华说，这样待天麻种子播种下
去后，就不需要再施用农药、化肥，“由

于固定床营养来源足够丰富，我们的天
麻中天麻素含量比野生的还要高，具有
更高的药用价值！”

陈华种植天麻超过10年，去年来
到瓦屋村，发展了70亩天麻。

“我们请来陈总，让他‘唤醒’这些
沉睡的资源。”一旁的瓦屋村第一书记
孙淑培说，“这些年，瓦屋村山下的民宿
发展得有声有色，但高山地区没有太大
变化，大量的林地闲置，非常可惜。”

去年，瓦屋村决定盘活闲置林地资
源，在林下种植经济效益较高的中药
材，并成功引入一批业主，陈华就是其
中之一。

“高山上气候合适天麻生长，这几
年天麻行情也稳定，我还是挺有信心！”
站在田垄间，陈华算了一笔账：一亩地
可产天麻1.6万斤，以每斤收购价17元
计算，亩产值就能达到27万元。

在一片去年栽下的天麻地里，陈华
试着用手一点点刨开土层，像土豆一样
的天麻挨个露出了头。

“看嘛，已经有鸡蛋这么大了，再长
几个月，到国庆节前后就可以采收了，
都是‘金疙瘩’呀。”陈华一边将土重新
盖回，一边说：“起垄、锯木桩、分菌包、
覆土、挖天麻，哪个环节不用人工哦？
我这里一个工人一天工资有120元至
150元，去年已为这里的村民支付了一
两百万元工资。”

孙淑培说，通过大户带动，目前瓦
屋村天麻种植面积已超过100亩，还种
植了黄连、连翘、百部等中药材。“下一
步我们计划带动村民发展食用菌、跑山
鸡等林下产业，进一步拓展村集体和村
民增收渠道。”

林下种天麻 长出“金疙瘩”
石柱县瓦屋村盘活闲置林地助农增收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 （记
者 董博婷 孙少龙）今年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
年，我国将隆重举行纪念活动。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将出席系列活动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部
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日举行新闻发
布会，介绍纪念活动总体安排。

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军
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少将副局长吴泽棵
介绍了阅兵有关情况。他说，这次阅兵由
徒步方队、装备方队和空中梯队组成，在
总体设计上，科学安排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参阅力量，精心编组各受阅方队、梯队。

主要有以下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
是，既注重历史传承，又富含时代特色，一
方面，通过展示抗战部队老番号、老功勋
和特有精神，彰显对英烈的缅怀、对功勋
的崇尚、对抗战精神的传承，体现抗战英
雄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历史丰碑，永远屹
立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着人民军
队誓死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另一方面，

通过展示我军新体制、新能力、新风貌，彰
显新时代强军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
生的历史性变革，体现人民军队向世界一
流军队迈进的铿锵步伐。第二个特点是，
既体现军兵种特色，又展现一体化联合，
徒步方队，重点展示我军改革重塑后新的
军兵种结构布局，以及“三结合”的武装力
量组成；装备方队，重点展示我军装备体
系建设最新成果，通过群队联合、方队合
成的编组方式，体现我军联合指挥、联合
行动、联合保障的力量运用新模式，反映
我国武器装备自主创新能力；空中梯队，
重点展示我空中作战力量体系化水平和
快速提升的先进战斗力。第三个特点是，
既有传统主战力量展示，又有新域新质力
量参阅，这次参阅的所有装备均为国产现
役主战装备，我们在展示新一代传统武器
装备的基础上，也安排部分无人智能、水
下作战、网电攻防、高超声速等新型作战
力量参阅，体现我军适应科技发展和战争
形态演变、打赢未来战争的强大能力。

吴泽棵表示，这次阅兵，受阅的武器

装备全部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是我军体
系作战能力、新域新质战力、战略威慑实
力的集中展示，是我国武器装备自主创新
能力的集中体现。主要有几个特点：第一
个特点是，成体系。参阅的所有武器装备
都是从各军兵种作战部队遴选抽组，既有
一部分战略打击力量，也有一部分战役战
术先进装备，还有一些与未来战争形态相
匹配的新质力量。第二个特点是，要素
全。基本涵盖了指挥控制、侦察预警、防
空反导、火力打击、综合保障等各类型力
量。第三个特点是，实战化。按照作战群
队编组受阅，体现了信息主导、体系支撑、
精兵作战、联合制胜的特点。

吴泽棵说，这次阅兵聚焦诠释抗战胜
利主题，注重抗战元素、历史元素融入设
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传承
抗战血脉。参阅部队大多从具有抗战部队
血脉的单位中抽组，涵盖了八路军、新四
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等抗战主力，充
分反映人民军队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反
映红色基因的历史传承。第二个是，崇尚

功勋荣誉。遴选我军抗战时期的功勋荣誉
旗帜，体现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
伟大胜利、建立的不朽功绩，表达对革命先
烈的深切缅怀、对功勋荣誉部队的始终铭
记、对优良传统作风的接续传承。第三个
是，重温历史经典。这次阅兵我们抽组联
合军乐团，演奏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抗战
经典曲目，专门设计了阅兵专用标识等，让
全国人民重温抗战历史、感悟抗战精神，激
励人民军队誓死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

今年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
动35周年。吴泽棵表示，今年阅兵将安
排执行过维和任务的部队参阅。民兵是
我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这次阅兵将安
排民兵方队参阅，这是民兵首次参加以纪
念抗战为主题的阅兵活动。

据悉，这次阅兵将安排参加过抗战的
老战士、老同志、老民兵、地方支前模范代
表和抗战烈士亲属代表，邀请国民党抗日
老兵，以及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
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到现场观礼。

9月3日阅兵式 这些看点值得期待
受阅武器装备全部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基本涵盖指挥控制、侦察预警、

防空反导、火力打击、综合保障等各类型力量

川渝高竹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潘强和妻子在开具发票。
记者 刘力 摄/视觉重庆

6月24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桥头镇瓦屋村韭菜坪，村民们正在抢种天麻。
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上接1版）
黄循财表示，新中友好源远流长，双方

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两国关系稳定发
展，合作密切。新加坡历任领导人都高度

重视对华关系，中国是我连任后出访的首
个东盟以外国家。新加坡将继续坚持一个
中国政策，反对“台独”。在两国共同庆祝
建交35周年之际，新方愿充分运用中国繁

荣发展带来的机遇，扩大双边贸易、投资规
模，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
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中关系取得
更大发展。面对动荡的国际形势，新方愿

同中方密切在区域和多边平台协调合作，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相信中国
一定会为世界和平发挥更重要作用。

王毅参加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