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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多点”布局▶

开发挖掘多处工业遗存点

加快建设音乐半岛、重大体育设施两大系
列功能设施项目

重点打造音乐、体育、文化创意、旅游休闲、
互联网娱乐五大产业

培育“3+N”精品节会活动，持续举办草莓、
春浪、迷笛“三大音乐节”，培育“穿越2号线”音
乐节等本土音乐品牌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1月3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打造‘南部人文之城’、推
动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大渡口
区将以打造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大渡口段）
为重点，积极推动“南部人文之城”建设。

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是“南部人文之城”
建设的核心载体和主战场。湾区岸线长约
25公里，总面积约26.6平方公里，其中大
渡口区域内岸线长18.4公里、面积19.38
平方公里，占比均约3/4。

大渡口区区长张国智说，全力建设“南
部人文之城”，是该区继重钢环保搬迁后面
临的又一历史性战略机遇。该区将努力把
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建设成为重庆乃至长江
流域的靓丽名片，努力把大渡口建设成为

“南部人文之城”核心示范区。

“三区多点”建设“南部人文之城”

大渡口区将按照“三区多点”的布局，
以打造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大渡口段）为重
点，积极推动“南部人文之城”建设。

具体来看，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将这样
打造：在钓鱼嘴半岛，着力推动长江音乐
厅、长江音乐学院等重大功能设施建设，吸
引音乐产业和音乐人才集聚发展，高品质
建设“长江音乐半岛”；在老重钢片区，紧紧
围绕宝武西南总部、钢铁工业博物馆、研究
院、宝武大学等“四个一”项目落地，大力发
展工业文创、工业总部、工业设计等相关产
业，激活工业文化遗存、建设工业文化艺术
区；在茄子溪片区，推动中交茄子溪港等传
统物流企业转型升级，发展音乐城市融合
发展区。

伏牛溪体育文化片区将按照承办国际
赛事标准，规划建设网球及乒羽赛事场馆
和城市体育综合体，整合周边李雪芮运动
学校、城市公园、健身走廊等“健康资源”，
带动城市综合开发和健身休闲产业发展。

金鳌山文化片区将充分利用金鳌山风

光和石斧文化等特色资源，大
力发展乡村休闲、农业体验研
学旅游、特色民宿，打造农旅融合旅游区。

此外，经初步梳理，大渡口区有40多
处可待开发挖掘的工业遗存点，如建于民
国时期的白沙沱老街、兵工署第二十一兵
工厂火工所旧址等。大渡口区将按照“点
上点靓、线上贯通、面上提升”的思路，“多
点开花”打造全域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产
业群。

重点建设两大系列功能设
施项目

围绕“南部人文之城”建设目标，大渡
口区将突出重大功能性项目建设、新兴产
业导入、文化节会活动三大载体，促进产、
城、文、旅多元融合发展。

该区将重点打造两大系列功能设施项
目——

一是加快建设音乐半
岛重大功能性项目，将长江

音乐厅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音乐艺术殿堂
和长江上游的地标性建筑，将长江音乐学
院建设成为音乐人才聚集之地，并同步建
设音乐附中、音乐附小，构建全周期音乐人
才培养体系。此外，该区还将建设长江音
乐博物馆、音乐广场、音乐营、音乐台等系
列项目，共同承载都市音乐文化集聚功能，
形成展现重庆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文化新
地标。

二是加快建设系列重大体育设施项
目。在伏牛溪片区建设国际网球、羽毛球、
乒乓球、垒球等比赛场馆，以及小球运动学
校、小球运动训练馆等。

重点打造五大产业基地

为搭建建设“南部人文之城”主要载
体，大渡口区将重点打造音乐、体育、文化

创意、旅游休闲、互联网娱乐五大产业基
地。其中，音乐产业基地以钓鱼嘴音乐半
岛为核心，重点发展音乐制作、培训、版权
交易等，以及国内主流媒体音乐平台5G
产业总部和音频制作、互联网影音等相关
产业，建设西部最大的音乐用品市场和国
家级音乐产业基地；体育产业基地将打造
集体育教育、培训、训练、赛事、产业于一
体的综合性体育基地。充分利用滨江道
路、都市乡村等特色资源，大力发展户外
运动、休闲旅游相关产业，打造国内户外
运动首选目的地；旅游休闲产业基地则重
点依托36公里长江岸线和重钢崖线，串
联重庆工业博物馆、义渡古镇等，打造滨
江文化旅游带。

此外，大渡口区还将培育“3+N”精品
节会活动，持续举办草莓、春浪、迷笛“三
大音乐节”，培育“穿越2号线”音乐节等
本土音乐品牌，积极承办各类音乐论坛、
展会、音乐节等文化活动，持续营造艺术
氛围。

以打造长江文化艺术湾区为重点

大渡口全力建设“南部人文之城”

钓鱼嘴音乐半岛效果图。
（大渡口区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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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北碚胜利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350040060 许可证流水号：0065858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
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胜利路81号
邮编：400700 电话：023-68295433
成立日期：1988-06-01 发证日期：2020-10-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巴南融汇半岛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35005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65903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
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宾一路274号
邮编：400054 电话：023-66480662
成立日期：2012-09-26 发证日期：2020-11-0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巴南监管分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巴南区鱼胡路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50050008 许可证流水号：0065903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
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巴南区鱼胡路74号附39号负1-8、1-9、1-10
邮编：401320 电话：023-66452839
成立日期：2005-02-02 发证日期：2020-08-1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巴南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高新分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编码：B0003L25000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65956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中路21号附1,2,3,4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65331920
成立日期：1999-10-12 发证日期：2020-10-2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金开支行
机构编码：B0048S250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5955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金开大道90号附1号[2]层[2-01]和[2-02-1]号商铺
邮编：401120 电话：023-67088888
成立日期：2008-09-11 发证日期：2020-09-2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朵力公司”）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0年10月30日上午09:15在朵力公司三会议室（朵力
物业）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
23975万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3218.02万股的72.17%。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男男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对一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根据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一项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并通过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30日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忠县支
公司拔山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任秀
机构编码：000005500233007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忠县拔山镇新花路844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忠县拔山镇新花路C栋

2-3号二层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4300
联系电话：023-54239013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

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
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1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

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
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生 谭杰）11月3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近日，我市发布《2020重庆英才大会事业单
位考核招聘高层次人才公告》，在2020重庆英才大会期间，重庆事业
单位将推出1893个岗位招聘人才。11月4日9∶00—7日17∶00，有
意者可登录重庆人事考试中心报名网页（http://ggfw.rlsbj.cq.gov.cn/
wsbm/wsbm_jsj/jump2.htm）报名。

本次推出的1893个招聘岗位涉及教育、卫生、农业、水利、规划、
土木、林业、环保、信息技术等诸多领域。其中，区县事业单位岗位
1078个，约900个岗位的招聘对象为理、工、文、医、农等各学科专业
具有研究生学历学位的人才。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招聘共有31个区县同时接
受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报名。有意应聘各区县事业单位的人员，须
在11月4日09∶00—7日17∶00期间，通过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官网进行网上报名，每人仅可选择一个岗位报名。

所招聘人员一经聘用，即订立《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建立人事关
系，相关待遇按重庆市有关规定执行，其中符合《重庆市引进高层次
人才若干优惠政策规定》（渝府发〔2009〕58号）、《重庆英才计划实施
办法（试行）》（渝委办发〔2019〕52号）等规定的，可按程序申报，享受
相关优惠政策。

同时，拟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博士研究生，可按规定申请
进入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培养，并享受《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快
博士后事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渝人社发〔2020〕70号）等优
惠政策。

2020重庆英才大会期间

我市事业单位将考核招聘
1893名高层次人才

□本报记者 韩毅

群贤毕至襄盛会，山水之
城弥诗韵。来自市文化旅游委
消息，11月4日，第六届中国
诗歌节重庆活动正式启幕，以
文化繁荣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赋能，奏响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诗乐曲”。

以诗为歌，奏响“双城记”新乐章

成都开幕，重庆闭幕，双城共办。
中国诗歌节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作

家协会联合省级地方人民政府主办的国家级文化活动，是目前国内
最高规格的诗歌艺术盛会，每3年一届。自2005年以来，先后在安
徽省马鞍山市、陕西省西安市、福建省厦门市、四川省绵阳市、湖北省
宜昌市举办了五届。

第六届中国诗歌节以“诗歌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为宗
旨，体现中国精神、时代风采、地方特色和诗歌品格，以推动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

“今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拉开了两地经济、文化等多领域
的合作发展，在此背景下，文化和旅游部决定把第六届诗歌节由成渝
两地共同举办，旨在用诗歌凝聚奋进力量，以文化繁荣为成渝地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市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称。

两地共同举办诗歌节，也被列入川渝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重大项目。

千里为重，诗情画意写春秋

作为国内规格最高的诗歌艺术盛会，本届中国诗歌节在成渝举
办，既是对成渝地区诗歌文化的肯定，也是对成渝人文风貌和城市形
象的一次展示。

成渝两地山水相依、文化相连，一句“自古诗人皆入蜀”生动展现
了巴蜀大地的深厚底蕴。作为拥有3000多年璀璨文明的历史文化
名城，重庆的好山好水更是饱含了大量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和浓烈
情感。

无论是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卢象的“高唐几百里，树色接
阳台”，还是李商隐的“却话巴山夜雨时”、王周的“巴江江水色，一带
浓蓝碧”，都足以见证重庆诗词文化的丰厚。

把历史的卷轴拉到近现代，老舍曾在北碚创作了《四世同堂》，留
下小说、戏剧、散文等名品近百篇；郭沫若在重庆完成了《屈原》《高渐
离》《虎符》等历史剧；艾青、臧克家、冰心、梁实秋、巴金、朱自清等文
坛巨匠与重庆都有不解之缘。

“时至今日，我市更是加快推进文化强市建设，不仅创作了许多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也诞生了不少在
中国诗坛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诗人。”市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称，
本届诗歌节在渝举办，必将进一步繁荣重庆文化事业，推动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建设。

三类活动，用诗歌凝聚奋进力量

本届诗歌节重庆活动将以中华诗词体验创作为主线，围绕川渝
两地底蕴深厚的诗词文化，举办闭幕式文艺演出、诗歌主题活动、文
旅融合活动三大类活动。

闭幕式文艺演出，以《直挂云帆济沧海》为主题，将于11月7日
在南岸区弹子石广场举办，把重庆璀璨夜景文化与古典诗词相结合，
打造一台别开生面的综合性文艺晚会。

诗歌主题活动，包括诗歌论坛、诗歌讲座、诗歌传诵、诗歌赏析
等，除了邀请著名诗人、诗评家、学者及部分诗歌刊物主编开展学术
交流和研讨外，并增加了群众性诗歌文化交流互动环节。

文旅融合活动，将组织诗人、学者、艺术家开展交流采风活动。
此外，我市还将集中推出十条精品诗歌旅游路线，让游客在赏山赏水
的同时，领略重庆诗词文化的魅力，推动重庆文旅经济发展。

第六届中国诗歌节重庆活动今日启幕——

千里风光致广大
诗韵山城更流长

□本报记者 龙丹梅

10月30日，龙河（丰都段）全国示范
河湖创建工作以96.94分的成绩通过市级
初步验收，这意味着龙河距成为全国示范
河湖只差“临门一脚”——今年11月，水利
部将对全国示范河湖建设进行最终验收。

2019年11月，水利部在全国开展示
范河湖建设，在全国遴选出17条河湖，用
一年左右时间，通过实施系统治理和综合
治理，建设“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
示范河湖，让其成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幸
福河，为全国河湖管理及河长制湖长制工
作提供“样板”。

龙河（丰都段）成为重庆唯一入选全国
首批示范河湖建设名单的河流。

经过一年的全力攻坚，龙河水质持续
向好。目前，龙河（丰都段）汇入长江水质
总体稳定为Ⅱ类，野生猕猴、鸳鸯等国家级
保护动物时隔20年再次出现。

为什么是龙河

重庆江河纵横，水系密布，有大小河流
5300余条。为何只有龙河进入创建全国
示范河湖的名单呢？

丰都县县长、县总河长罗成介绍，和进
入水利部全国示范河湖创建名单的其余
16条河流比，龙河显得籍籍无名，却有其
独特性。龙河是长江右岸一级支流，发源
于武陵山脉南麓，从石柱县下路街道进入
丰都，从丰都县城汇入长江，全长164公
里，流域面积2779平方公里。其中丰都境
内全长62.5公里，流域面积1347.5平方公
里。

“一条龙河串联起了武陵山区和三峡
库区，因此，龙河创建全国示范河湖，对于
促进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三峡库区
生态屏障建设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罗成
说。

为了保护龙河，丰都县在市、区县、乡
镇、村（社区）四级河长的基础上，创新河道

管护模式，把龙河途经的8个乡镇、41个
村、85个社划分为三级网格，聘任了103
名网格管护员开展巡河护河，每名网格员
每月巡河不少于22次。同时，每个网格根
据河道的特点实行“一格一策”，以此来解
决河道管护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不仅如此，丰都县还探索人大、政协法
律监督职责在水环境治理、河库治理中的
作用，实施各级人大、政协担任河库督导长
制度，严格督导河长履职尽责。

探索退耕还湿保护河流生态

10月30日，丰都县三建乡鱼泉子村
大河坝，清澈的龙河河道旁，昔日的滩涂地
种上了水杉、枫杨、桂花等植物，葱绿的绿
植倒影在碧绿的河水中，呈现出一幅山水
交融的美景。

河道、消落带范围内的耕地，一直是河
道管理保护的难题。龙河（丰都段）基本上
全流域被国家湿地公园和县级湿地自然保
护区覆盖，河道管理难度更大，部分因为河
道范围划定时间较晚产生的合法耕地，很
难引导农户退出耕种。

对此，丰都县创新实施退耕还湿，即对
合法耕地以退耕还林的标准对老百姓进行
补偿，退出的土地河岸部分进行生态修复，
结合乡村旅游打造湿地景观。目前，丰都
已累计清退河道范围内的耕地471.1亩。

龙河（丰都段）沿线有27座小水电站，
曾因生态基流下泄流量不足导致丰都境内
龙河23.6公里河道常年断流。在创建全
国示范河湖过程中，丰都县通过清理整治，
关停了6座小水电站，整改16座，如今龙
河流域实现了正常生态基流，终结了23.6

公里河道22年常年断流的历史。
不仅如此，通过推进湿地公园建设、实

施珍稀动植物保护工程，龙河（丰都段）流
域内目前植被、鱼类、鸟类分别达到930
种、153种和124种。其中，野生猕猴、鸳
鸯等国家级保护动物时隔20年再次出现。

智慧河长24小时智能治河

10月30日，丰都龙河湿地自然保护
区九溪沟管护中心内的大屏幕上，该县江
池场口、李河渡、大河坝等龙河重要节点实
时画面轮流切换，龙河河长情况、巡河次
数、事件处置概况、监测站点实时水质、水
电站生态基流下泄监控等龙河相关的信息
数据也一目了然。

这是龙河（丰都段）正在打造的智慧
河长系统，集自动监测、智能分析、精细
管理、智慧决策等功能于一体。通过整合
多部门的监测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云
平台、高清视频、无人机、水质在线监测等
科技手段，该系统实现了龙河干流（丰都
段）从江池入境口到长江入江口的可视化
监控。此外，由于整合了沿线水质自动
监测站点、生态基流流量监测点、负氧离
子在线监测点等实时数据，一旦出现水
质异常等情况，系统可自动预警并进行
智能响应。

据了解，丰都通过实施龙河智慧河库
建设，利用遥感卫星、无人机无人船及智慧
河长系统，对龙河开展全方位立体巡河和
信息采集，实时查看河道动态，实现高效定
位，让“河长”们变得更加“耳聪目明”。

此外，丰都还与石柱签订协议共建全
国示范河湖，通过信息共享、联合巡河、联
合执法、应急处置协同、区县间生态补偿等
共治机制，统筹实现龙河全域“三水”共治
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共同推进龙河
全流域创建水生态文明示范区。

建设“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示范河湖

龙河（丰都段）代表重庆打造全国“样板”

丰都龙河湿地美景。 通讯员 高志相 摄/视觉重庆

深化河长制 建设幸福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