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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重庆日报记者3月1日从市发
展改革委获悉，经重庆市政府、四川省政府签署的川渝两省市
《协同加强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备忘录》（下称《备忘
录》）于2月26日正式执行。

《备忘录》中，重庆从疫情信息动态互通共享、人员流动互
认互通、两地务工人员安全有序返岗服务协作、应急生活物资
互帮互济、共保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合并撤除交界处防疫检查
卡口、社会治安联合管理、完善两地卫生应急联防联控长效机
制等8个方面，与四川省全面建立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
作机制，进一步增强社会协同治理能力。

据了解，川渝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是重庆、四川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

当前，重庆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但随

着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人员流动增加，疫情反弹风险
不容忽视，更需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重庆市与四川省建立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能够有序推动
川渝两地复工复产，进一步畅通人流、物流，接续产业链、供应
链、资金链，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助于实现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努力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影响降到最低。

为此，市发展改革委按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调度会
工作要求，切实推动川渝两省市建立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2月21日，市发展改革委赴成都与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会商对接川渝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形成了《关于川渝协同加
强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有关建议》，经双方各
部门协商后，形成《备忘录》报两省市政府主要领导签署发
布并执行。

川渝建立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本报讯 （记者 李珩）3月1日，市新
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办
公室下发通知要求，各类企业、住宅小区等
要全面使用“渝康码”，实行扫码和测温管
理。

“渝康码”是为在渝居民便利出行提供
健康信息申报、动态健康状态展示、外出务
工健康证明申报等多种服务的便民信息系
统。

申办对象为所有在渝居住且接受当地
村(社区)管理的人员、来渝返渝和外出务工
人员。老人、儿童以及其他不熟悉线上操作
或没有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的人员，可由其
共同居住的成年亲属代为线上申报。其他
无法线上申报的人员，按各区县(自治县)和
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以下统
称区县)原有相关要求执行。

“渝康码”使用场所主要有5类。一是
各类企业。各类企业将全面使用“渝康码”
实现员工上岗健康数据采集，做到全覆盖、
无遗漏。对全体企业员工实行扫码和测温
管理，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处理。市属国
有企业将率先普及使用“渝康码”。

二是住宅小区。住宅小区要全面推广
使用“渝康码”，按照疫情分区分级分类防控
措施的相关规定，管理工作人员要对居民实
行扫码和测温管理，实时掌握居民动态健康
信息，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处理。

三是公共场所。机关事业单位、商场市

场、机场、火车站、港口码头、长途客运站、出
租车、网约车、高校、医疗机构等人流量较多
的，要实行“亮码”和测温管理。

四是市外运用。已申请“渝康码”的个
人前往与重庆市签订了健康证明互认协议
的其他省(区、市)，可通过展示“渝康码”实现
跨省健康证明互认。

五是外出务工。外出务工人员可在
“渝康码”申办线上《健康证明》。线上《健
康证明》与《关于做好外出务工人员健康
申报证明的通知》规定的纸质《健康证明》
具有同等效力，并在市内各区县和签订互

认协议的省(区市)实现务工人员健康证明
互认。

居民个人可在微信、支付宝、云闪付
App上搜索“渝康码”，自主申报并上报个人
健康信息后，便能生成“渝康码”。

重庆各类企业、住宅小区、公共场所全面推行使用“渝康码”

2 月 29 日，万州环线
高速新田至高峰段新田长
江大桥正在加紧施工。

新田长江大桥主跨为
1020米，一跨过江，也是重
庆在建的最大跨径桥梁。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施工方抓紧建设，目前
南北两岸主塔塔柱已完成
80%的浇筑任务，最高点
达150米，有望于6月初左
右实现主塔封顶。新田长
江大桥建成后，对于优化
长江过江通道布局，改善
长江港口集疏运条件等具
有重要意义。

记者 龙帆 摄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稳投资成为全市经济工作
的重要任务之一。2月28日，来自市财政
局的消息称，重庆近期准备开工复工100
个项目，年度投资预计1200亿元，这些项
目的投资规模大、分布领域广、项目质量
高，既能加快有效投资、补短板，也将为未
来发展增后劲。

“建设稳则投资稳，投资稳则经济稳。”
市财政局局长封毅称，按照中央和市委做
好“六稳”工作的要求，我市备好重大项目
开工复工“粮草”，组合政府性基金、公共资
源、政府债券、PPP模式等多种形式，吸引
各路资金加速涌入，为减小疫情对经济的

冲击提供坚实的投资支撑。
重大项目建设，钱从哪里来？据悉，市

财政局已会同市发改委等部门，通过“资金
池”与“项目池”对接协同，开年之初采取统
筹政府性基金收入、公共资源和政府债券
等办法，筹集了1600亿元资金，基本满足
了市级重点项目建设、土地整治和政府债
务还本付息的资金需求。

政府性基金方面，市财政将综合考虑
房地产市场和项目推进实际，合理把握土
地出让的节奏和时序。

公共资源统筹方面，进一步盘活公租
房商业资产、矿业权资产等，扩大政府投资
项目资金来源。

发行政府债券方面，今年重庆计划扩
大政府债券发行规模，用于土地储备、棚户
区改造以及铁路、轨道、教育、医疗、水利、
冷链物流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目
前，2020年首批新增政府债券332亿元正
公开招标发行，资金到位后将及时拨付使
用到项目。

推进PPP项目方面，我市将提速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让民间资本放心且积极参与补短板等
重点领域项目的建设运营，并在医疗、养
老、教育、城镇综合开发等领域，策划并尽
快推出一批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高质量项
目。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加快
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是做好投资工作
的重要前提。”封毅表示，市财政局正会同
有关部门，指导区县有关方面按“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原则，严格落实项目建设条
件，区分轻重缓急、科学有序推进。从今年
财政资金的投向看，将聚焦有利于增加就
业容量、具有科技含量、确保环保质量的好
项目。一方面，优先投向公共卫生、脱贫攻
坚、生态环保和社会民生这些关键项目，支
持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补齐民生短板；另
一方面，重点保障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渝双
城经济圈等市级重点项目和两地共建的紧
要项目。

稳投资 重庆打出“组合拳”
近期准备开工复工100个项目 年度投资预计12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李星婷）3月1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为给高校毕业生在疫情防控期间提供
方便快捷、精准高效的就业服务，3月5日，我市将启动2020
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大型网络双选活动。

活动由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共同举办，本次活动的主题
为“就在山城 圆梦青春”。活动采取“互联网+招聘”方式，
毕业生可通过网络查询岗位信息、投递电子简历、参与在线视
频面试，实现岗位匹配和互动求职。

“3月5日到12日为集中网络招聘时间；3月13日至疫情
结束后3个月内为常态化网络招聘时间。”市人力社保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有招聘需求的企事业用人单位、全市2020届普
通高校毕业生和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经活动组织方审核
同意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都可参加此次活动。

“我们还将推出网络招聘激励政策。”该负责人说，参与活
动并为用人单位提供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享受
200元/家用人单位服务补助。

市教委官网（jw.cq.gov.cn）和市人力社保局官网（rlsbj.
cq.gov.cn）、重庆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www.cqbys.
com）、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网站（www.cqhri.com）和重庆
就业网（rlsbj.cq.gov.cn/cqjy）将同步发布参与网络双选活动
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单及其平台入口链接，用人单位和求
职毕业生可关注相关信息。

2020年高校毕业生网络
双选活动3月5日启动

□本报记者 周雨 实习生 刘玉娇

2月29日上午11时，重庆市荣昌
区委书记曹清尧与四川省泸州市委书
记刘强视频通话，商议双方拟签订《推
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体化发
展2020年行动方案》的有关内容，以
实现产业互补、交通互联、政策共享，
促进荣昌泸州两地经济社会一体化发
展，共同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
要增长极。

这是两人今年的第四次通话。今
年春节前，荣昌区和泸州市已就两地
合作协议达成一致意见，并商定春节
后上班第一天，泸州市党政代表团来
荣昌座谈并正式签署协议。

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导致双方不能见面，但两地始终保持
着电话联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各项合作工作也在有序推进。

曹清尧告诉记者，今年年初，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进
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是
荣昌发展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为
荣昌与相邻四川地区之间的合作指明
了方向，两地干部群众不仅是“好邻
居”，更成了“一家人”。

一手拆“门槛”
一手建“支点”

荣昌位于重庆最西边的川渝交界
处，共有9个镇街与四川省11个镇街
毗邻，素有“重庆西大门”之称。

“有门就有门槛！”曹清尧说，
2016年，他刚到荣昌工作时去荣昌高
新区调研，群众形象地称园区“白天晒
太阳，晚上看月亮”。其主要原因就
是，重庆主城与成都两个特大城市，长
期都是“背向发展”，由此出现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式”
发展结构。荣昌所在的成渝中部地区因远离两个特大城市的
辐射带动范围，成了“中部产业塌陷区”，招商引资工作十分困
难。

荣昌与毗邻的四川地区，基本是“老死不相往来”，交通基
础设施落后，除成渝高速、成渝公路外，毗邻园区、镇街大部分
是“断头路”“死胡同”，生产生活非常不便。

2016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这让
荣昌区委、区政府一班人敏感地意识到成渝两地发展由“背向
发展”转为“相向发展”的趋势，“拔河效应”将被“抱团效应”所
取代，地处成渝之间的荣昌区将由过去的区位劣势变为区位
优势。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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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长江大桥
加紧施工

□新华社记者 李勇 张桂林 周凯

田间抢收榨菜、重点企业抓紧复工、扶
贫车间又开动起来……在武陵山区的重庆
市酉阳县，记者走访田间地头、企业车间看
到，基层干部群众一手抓防疫，一手抢农
时、促复工复产。近日，酉阳作为重庆最后
一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现“摘
帽”，但当地干部群众防疫、战贫不松懈，持
续壮大绿色扶贫产业。

田间管护忙 机器响起来
2月底的武陵山区乍暖还寒，酉阳县泔

溪镇漫山的花椒树已发出嫩芽，郁郁葱
葱。72岁的贫困户刘自荣在树丛中熟练地
剪枝，在青花椒基地工作已经两年的她，每
天可以拿到80元工资。

刘自荣一家曾因儿子生病成为建卡贫
困户。“我复工半个多月了，儿子儿媳也外
出务工了。家里脱了贫，现在种点地、打点
工，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刘自荣说。

酉阳县山多地少，过去部分区域石漠化
严重。如今，1.1万亩的青花椒不但给泔溪

镇的群山披上了绿色，还成为当地村民增收
的重要来源。投资青花椒产业的重庆和信
农业公司通过“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调味
品、化妆品、牙膏等产业，带动村民广泛种
植。企业负责人曾朱周说：“通过土地流转、
务工等，基地每年能为当地村民增收近500
万元。现在正是青花椒剪枝的季节，复工后
只要做好管理，疫情对我们影响不大。”

员工进出测温、消毒，洁净车间错峰生
产，在酉阳县武陵山制药公司，208名员工
中已经有187人到岗。公司总经理芦达
说：“我们2月10日开始复工，通过筛查员
工出行痕迹、严格车间管理，这几天就可以
全面恢复生产了。”

“酉阳是重庆贫困人口最多、脱贫任务
最重的县，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我们也

在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酉阳县委书记陈
文森介绍，全县仅有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自2月10日以来，全县24家规上工业
企业、317家涉农企业分别已有18家、62
家有序复工复产，另有932户工商个体户
开门营业。

抢收青菜头 损失降最低
收割、分拣、装车，在苍岭镇岭口村海

拔七八百米的山地里，蔬菜专业合作社组
织的20多位村民正抓紧抢收因疫情耽误
了近一个月的榨菜原料青菜头。

贫困户冉翠英也在抢收队伍里，开春
以来，她自家收割9000多斤青菜头，加上
参与合作社收割每天85元的劳务费，2月
有4000多元收入。她说：“疫情虽然耽误

了一些农时，但收入还是有保障。”
走进苍岭镇青弘翔农业公司，记者看

到了大山深处的露天加工车间。一车车青
菜头运进来，10余名工人将菜倒入腌制池
内，撒上盐，用膜盖好。企业负责人惠昌蓉
介绍，作为当地的扶贫车间，企业吸纳了10
余名贫困户就业，“2月13日复工后，紧急
收购蔬菜，尽量减少村民损失，现在几名贫
困户已经到岗，扶贫车间又动起来了，等收
购完就全面恢复生产。”

在五福镇高桥村油茶苗圃基地，贫困
户陈昌会正在锄草，这份临时工作每天能
给她带来70元的收入。陈昌会和丈夫此
前在厦门务工，因疫情学校延迟开学，她暂
时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让丈夫先返回厦门
务工。 （下转2版）

防疫促复工 战贫不放松
——来自重庆最后“摘帽”贫困县酉阳的一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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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面”服务助力
大批企业项目复工

又有16例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全市累计已有438名患者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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