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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水生生物多样性明显提升

长江干流（重庆段）水生生
物完整性指数评价从“无鱼”提
升 2 个等级，长
江鲟、胭脂鱼、岩
原鲤等珍稀特有
鱼类出现频率明
显增加

长江十年禁渔实施长江十年禁渔实施44年多来年多来，，我市取得了四个方面的阶段性成效我市取得了四个方面的阶段性成效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退捕渔民稳定向好

有就业意愿的 6525
人全部稳定就业，符合参
保条件的 10315人全部
参保，困难退捕渔民 303
人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水
平全面加强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禁捕秩序总体平稳

各级党委、人大、政府
统一部署，农业农村、公
安、市场监管等部门高效
协同，深入实施“亮剑”“平
安长江”等专项行动，常态
化开展“四清”，非法捕捞
风险隐患动态消除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执法监管能力不断提升

布局建设共享 AI 视频
监控 1000 余个，实现“三
江”干流全覆盖。探索建设

“长江治渔”应用，涉渔风险
隐患核查处置时长由一天
缩短至 2 小时内，闭环处置
办结率达到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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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新时代文明实践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
伟平）7月7日，全市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现
场推进会在江津区举行。会上，印发了《深
入 推 进 长 江 十 年 禁 渔 工 作 行 动 方 案
（2025—2027年）》（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涵盖持续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
障、持续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持续强化执法监
管、持续加强执法体系建设、持续加强水生生
态保护修复、持续推进生态渔业高质量发展、
持续推进社会共治七大重点26项工作。

持续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方面，将重
点推进加强动态精准监测、跟踪做好就业帮
扶、及时开展困难救助、持续落实养老保险
政策等工作。

持续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方面，首先是继
续加强执法协作，统筹开展“平安长江”“渔
政亮剑”等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捕
捞违法犯罪行为；其次是常态化开展联合暗
查暗访，进一步完善行刑双向衔接机制，实
现线索双向移送、结果双向反馈的闭环管
理，杜绝“以罚代刑”；最后是开展跨省联合
巡航执法，构建跨省域执法信息平台互通、
执法资源共享、案件高效协作的长效机制。

持续强化执法监管方面，将针对涉渔市
场、禁用渔具、禁捕水域船舶治理、规范休闲

垂钓管理强化执法监管。如，规范休闲垂钓
管理，将坚持疏堵结合，依法分类处置，对首
次轻微违规行为以教育劝导为主，对“爆炸
钩”“泥鳅钓”“可视锚鱼”等变相捕捞行为进
行严厉打击。同时，探索“行业自律+严格执
法+合理疏导”的综合治理模式，推动休闲垂
钓管理规范化、精细化。

持续加强水生生态保护修复方面，将围
绕加强珍贵濒危水生生物保护、科学规范开
展增殖放流、开展重要生境保护和修复、加

强资源调查监测和特许捕捞许可管理、加强
外来物种防治五个方面重点发力。如加强
珍贵濒危水生生物保护，将实施长江鲟等珍
贵濒危鱼类拯救行动，开展圆口铜鱼、长鳍
吻鮈、多鳞白甲鱼等人工繁育技术攻关，推
动珍贵濒危物种的保护性开发。同时，开展
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分布调查监测，以及依
托动物园、水族馆等专业和社会收容救护力
量，提升水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能力。

《方案》明确，到2025年底，退捕渔民安置

保障进一步稳固，实现有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
就业率100%，需救助退捕渔民纳入帮扶体系
率100%；禁捕水域监管效能进一步提升，非
法捕捞发案率下降 5%，督办案件侦破率
100%；水生生物资源进一步保护，水生生物完
整性指数达到58。到2027年底，有就业意愿
的退捕渔民就业率保持在100%，需救助退捕
渔民纳入帮扶体系率100%；非法捕捞发案
率下降9%，督办案件侦破率保持100%；水
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达到63，提升一个档次。

重庆深入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工作

渔民保障不打折 江鱼保护再升级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卞立成）7月7日，
川渝新时代文明实践“一廊四带”建设媒体采访活动走进潼
南区。

媒体团先后走进大佛街道大佛坝、双江镇老关村、双江
镇金龙社区等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及潼南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调研采访文明实践工作、参与文明实践活动。
在双江镇老关村，正开展“清凉过暑假 安全不‘放假’”文明
实践活动，近30位小朋友围坐一起，以安全为主题，或是团
扇作画、或是彩石贴图，尽情创作自己的作品，在艺术创作
中潜移默化学习安全教育知识。

记者注意到，现场除潼南区本地居民外，还有不少来
自四川省毗邻地区的小朋友。“我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磨溪镇丁坪村，假期经常来老关村玩，并参与这里的活
动。”12岁的何飞宇手持画笔，在调色盘上确认了好几次，
直到满意后才开始在团扇上作画，“在这里参加活动，我
不仅交到了新朋友，更学到了生活安全、红岩文化等新知
识。”

自去年“巴蜀同脉 文明同行”文明实践川渝共建行
动开展以来，潼南区正式解锁川渝文明实践“CP”新模式，
辖区双江、卧佛、新胜、古溪、崇龛等街镇围绕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持续推进移风易俗重点任务，携手四川省资阳市
护龙、龙台、毛家和遂宁市磨西、西眉、蓬南等镇，开展“文
明实践‘六讲’”“祭扫英烈”“乡村大舞台”“亲子研学”等
文明实践活动100余场，持续叫响“两地四城涪江双城记”
文明实践活动品牌，不断扩大川渝精神文明共建“朋友
圈”。

当日，由重庆市委宣传部、四川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
的“巴蜀同脉 文明同行”川渝新时代文明实践“一廊四
带”建设媒体采访活动在潼南区启动。活动旨在挖掘、梳
理川渝两地联合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做法，展现一
年来两地文明实践协同发展成果，展示“川渝一家亲、携
手向文明”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凝聚两地跨区域精神文明
建设合力。

接下来近两周时间里，来自川渝两地的主流媒体记者
将兵分两路，围绕重庆市与四川省范围内相关点位展开走
访调研。重庆线路记者将先后前往潼南、大足、荣昌、江津、
永川、合川、渝北、长寿、垫江、梁平、万州、开州、城口等区
县，深入基层一线、走进实践阵地，用脚步丈量建设成效，用
镜头和文字捕捉记录文明实践的生动场景以及两地协同的
创新举措。

资源共享、阵地共建、人员互访

潼南区解锁
川渝文明实践“CP”新模式

蹲点点位：渝中区大礼堂片区
蹲点记者：颜安 左黎韵

7月7日下午，记者顺着人民大礼堂背
后的石阶往上走，十几栋民国时期的建筑错
落有致，青灰砖墙爬着老藤，木窗棂透着斑
驳阳光，渝中区马鞍山传统风貌区就藏在这
片静谧里。

这天是农历小暑，虽然天气炎热，但依
然有不少游客在此打卡、拍照。镜头里，以
红墙、大礼堂为背景，红色与绿色轰然碰撞，
配上树影，很有意境。

谁能想到，这个打卡地一度是老旧、杂
乱的棚户区——马鞍山项目是渝中区大礼
堂片区城市功能品质提升重点子项目，通过

“修旧如旧，留改拆并举”的城市更新策略，
这个片区通过系统性风貌改造和功能提升，
实现了华丽转身。未来，马鞍山片区将与三
峡博物馆、人民大礼堂形成一条旅游动线，
打造主客共享的“城市会客厅”。

“电线像蜘蛛网，私搭的
棚子挤得人喘不过气”

一条不足4米宽的小巷像天然的界碑，
把马鞍山片区分成东西两区，合计约23亩
地，面积不大，却藏着不少“老故事”。沈钧
儒、史良、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茅盾等知
名人士曾在此居住、活动。他们曾在沈钧儒
旧居的二层小楼里，寻找中国的出路在何
方。

时光荏苒，这些砖木、砖混结构的老房
子，在岁月里慢慢成了危房。居民搬走后，
这儿成了市民刘华琼记忆里“不敢租”的棚
户区。

“2008年刚从万盛来到这里，马鞍山的
电线像蜘蛛网，私搭的棚子挤得人喘不过
气。”39岁的刘华琼与老公在马鞍山旁开了
十几年小饭馆，她总记得朋友租的那间“鸽
子笼”：十来平方米的空间隔成两单间，四五
十元一个月，楼道里堆着煤球和烂菜叶，“我

和老公扒着门框瞅了眼，霉味直往鼻子里
钻，赶紧扭头就走。”

改变，从2017年开始。这一年，作为重
庆首批传统风貌区，马鞍山的改造正式启
动。项目组拿着卷尺一栋栋量，给每栋老建
筑开“药方”。马鞍山60号那栋近百岁的

“高龄”筒子楼，曾挤着几十户居民，共用厨
卫，木质楼板腐蚀严重。工人先小心拆了整
栋楼，再按原样1∶1复原，施工中用传统工
艺烧制仿古青砖砌墙，既改善了建筑的使用
功能，又延续了原有的历史韵味。

马鞍山片区改造负责人、渝中区文旅发
展集团战略发展部经理李晓路说，在马鞍山
项目的改造过程中，小到一棵树、一块墙砖，
都尽量延续这种思路。“你看这棵古树，当年
差点被私搭的棚子闷死，现在特意留了片空
地让它扎根。”他说，“就想让走在这儿的人，
能踩着老重庆的纹路。”

2020年，马鞍山西区改造完毕那天，刘
华琼和老公特意上山转了转。私搭的棚子
没了，腾出的空地摆上了竹椅木桌，老砖墙
爬满三角梅，“有老头在树下下棋，小年轻举
着相机拍夕阳，空气都是香的。”

“游客在广场拍大礼堂，
我们在楼里忙订单”

2020 年，马鞍山西区 7000平方米地
盘上的 17栋老楼刚改造完毕，就撞上了
疫情。李晓路攥着招商方案在办公室转
圈——原本想参照十八梯、山城巷的路子，
做个文旅街区，承接大礼堂和三峡博物馆的
游客，可谈好的几家商户都黄了。“那会儿站
在空楼里，能听见自己的回声”。

转机来得挺突然。一天下午，重庆渝欧
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欧公
司）的人找上门，指着图纸说：“这十多栋，我
们全要了。”

“当时我们在大溪沟的写字楼挤得转不
开身，业务扩得太快，新场地找得头疼。”渝欧
公司负责人笑着说，公司要整层的办公区，而
项目部正为西区招商犯愁，双方一拍即合。

2021年，渝欧公司进驻马鞍山西区，建
成渝欧跨境数字贸易产业园，先后集聚了链
多多、云仓跨境物流等上下游关联企业。

谁也没料到，这片办公楼竟成了网红。

有博主爬上西区的观景台，镜头往下一
压，大礼堂的红墙绿瓦正好框在老楼的飞檐
间。照片发到网上，第二天就有人举着相机
来敲门。最多的时候，一天涌来5000多名
游客，石阶上时常排起长队。

麻烦也跟着来了。渝欧公司的员工常
对着李晓路苦笑：“有阿姨推开办公室门问

‘这是景点吗’，还有小孩在走廊里追着跑，
视频会议都得停好几次。”

李晓路犯了难：不让游客来，对不起大
礼堂片区引流的初衷；让游客随便闯，又耽
误企业干活。他带着团队在楼里转了3天，
终于想了个招：办公楼装了门禁，员工刷脸
进出；楼下辟出块小广场，摆上长椅和导览
牌，为游客导引。

“现在挺好，游客在广场拍大礼堂，我们
在楼里忙订单。”渝欧公司负责人边说边指
向窗外：夕阳下，办公楼的灯和大礼堂的檐
角灯一起亮了。

“西区有跨境电商，东区
就补点烟火气”

走进与马鞍山西区项目一街相隔的马
鞍山东区，十余栋红砖堆砌的苏式建筑错落
有致。“东区项目正在进行最后的收边收口，
预计9月前将正式交付。”李晓路说。

马鞍山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地形特
征，因形似马鞍而得名。东区项目在拆除原
有棚户区域的基础上，重新修建了12栋低
层建筑。“根据地形地貌设计了复合立体步
行系统，通过10多条便道、连廊将各楼宇连
接起来，完成多楼宇的一体化开发，有效抵
消坡地高差带来的不便。”李晓路说。

顺着楼梯往下走，4层车库藏在被削平
的山坳里，200多个车位大大缓解了整个片
区的停车难问题。李晓路说：“以前游客开
车来大礼堂，时常找不到车位，现在停这儿，
步行去大礼堂只要5分钟。”

负责招商和运营的重庆长翔文旅发展
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主管董美婧最近天天
往东区跑，她手头已攥了不少餐饮连锁品牌
递上的意向单。“西区有跨境电商，东区就补
点烟火气。”她说，将来这里会有能看山景的
餐厅，带老重庆味道的民宿，文创小店挨着
产业基地，“东西区打通了，上班的、游玩的、
住家的，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老藤红墙间，踩着老重庆的纹路看新生
——记者走进渝中区马鞍山片区探寻老旧棚户区怎样升级为“城市会客厅”

7月7日，渝中区马鞍山传统风貌区，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7月7日，黔江区太极镇李子村，村民正
操作无人机喷洒生物农药防治水稻病虫
害。

当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暑。黔江区抓
住农时，忙着管护水稻、养蚕等农事，田间
地头到处是忙碌的身影。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黔江：

小暑管护水稻忙

（上接1版）
城口县纪委监委紧扣问题治理，扎实推进城镇燃气

管道“带病运行”专项治理。针对调研发现的餐饮场所、
居民厨房“翻新罐”、私接三通等燃气使用中存在的安全
隐患，督促发改委、经信委、应急局等多部门联动发力，
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整治，累计排查各类隐患3000余
处，发现、交办、整改问题134个，推动构建定期会商、联
合监督、线索移送、安检维护等6项燃气安全长效监管机
制。

转作风树新风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通过开门教育，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转作风、
树新风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日益显现。

云阳县深入开展转作风促发展专项行动，推动干部
作风大转变、能力大提升、工作大落实、发展大提速。通
过健全学习体系，压实工作责任，激发党员干部担当作
为的动力活力；创新搭建“云声回响”平台，建立干部作
风穿透式监督和作风问题“红黄蓝”预警机制，紧盯问题
查改关键环节；建好用好政务App、发文、开会、督检考

“四张清单”管理和实干争先季度例会机制，深入开展服
务企业活动，1172名驻企服务专员帮助企业成功融资
38.5亿元。

“金田村高海拔地区供水项目管网已完成安装，预计7
月底通水，届时困扰该村262人的饮水安全隐患将得到彻
底解决。”日前，在巴南区一品街道金田村高海拔地区供水
项目施工现场，区水利局工作人员向前来了解工程建设责
任落实情况的纪检监察干部介绍。

巴南区纪委监委扎实推进全区纪检监察系统学习
教育，重点整治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等问
题，通过跟进监督、精准监督，督促各部门各单位进一步
转变工作作风，高质量推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0件
42人，推动干部作风持续转变。

重庆深化学习教育提升群众获得感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一叶）日前，重
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重庆体彩）发布数据称，
全市体育彩票1—6月累计实现销售额68.82亿元，同比增
长18.59%，高出全国平均增幅15.01个百分点，增幅位居全
国第一。

重庆体彩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体彩上半年销售额实
现高速增长，是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体育事业发展大局，与
城市同频共振的结果。重庆体彩主动融入重庆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聚焦文旅经济、假日经济、夜经济、体育经济等
消费新潮流，广泛开展文体旅商融合实践，在销售渠道、产
品游戏、市场营销、品牌宣传、公益惠民等方面推出多项举
措，通过消费与公益的双轮驱动，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双向奔赴。

“我们将继续探索具有重庆辨识度的体彩高质量发展
路径。”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重庆体彩计划协同推进五大
任务，着力构建责任彩票与城市战略深度融合的创新范式，
为重庆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
出更大体彩贡献。

销售额68.82亿元，同比增长18.59%

重庆体彩上半年销售额
增幅全国第一

记者 赵伟平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