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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曜）12月
21日，成渝两地正式实现公交、轨
道“一码通”，这是重庆日报记者从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获悉的。

据了解，重庆市民只需要在
重庆市民通App上开通“重庆公
共交通乘车码”，就可在市内扫码
乘坐公交轨道；到成都出行，也只
需要在市民通App上开通“成都
公共交通乘车码”，即可扫码通刷
成都主城的公交、地铁、有轨电车

及BRT（快速公交系统）。成都市
民到重庆主城出行，打开天府通
App，开通“重庆公共交通乘车
码”，同样可扫码通刷重庆主城的
公交轨道。

重庆市民通App已开通重庆
畅通卡的线上充值、查询、敬老卡
年审、学生卡充次等多种交通出行
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000
万人次提供公共交通充值、查询等
服务。

成渝公交轨道
实现一“码”通行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
日报记者12月22日从市财政局了
解到，今年以来，重庆下达重大新产
品研发成本补助资金3.25亿元，惠
及217家企业371件重大新产品，撬
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55亿元，带动
产品市场销售额超过630亿元。

统计显示，5年来，我市累计下
达重大新产品研发补助11亿元，惠
及676家企业的1152个重大新产
品。

重大新产品，是指符合重庆市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和传统支柱产
业发展方向，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
计构思研制、生产，或在结构、材质、
工艺等某一方面比原有产品有重大
改进，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
了使用功能，并经市场认可的技术
含量高、经济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
的新产品。

市财政局人士介绍，重庆2016

年出台了重大新产品研发成本补助
政策，对经评定的重大新产品，按新
增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50%给
予财政补助，每项重大新产品的财
政补贴资金最高可达2000万元，每
年度单户企业重大新产品财政补贴
资金总额最高可达5000万元。

据悉，在我市申请重大新产品
评定的企业和产品，须满足申请企
业应在重庆市区域内注册登记、产
品已列入《重庆市技术创新指导性
项目推荐目录》、单款产品年销售
收入1000万元（不含税）以上或年
实际缴纳增值税40万元以上等条
件。每年初，符合条件的企业填写
《重庆市重大新产品评定申请表》
报区县经济信息委（工业主管部
门）审核，市经济信息委将组织专
家采取资料审查、答辩评审及现场
核查等方式，对企业申报的产品进
行评定。

重庆下达资金支持重大新产品研发

累计惠及676家企业
1152个重大新产品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2月
21日，重庆市人社局和四川省人
社厅举行视频会议，签署了《推进
川渝失业保险协同发展的合作协
议》（简称《协议》），决定建立川渝
失业保险政策协同和服务共享机
制。未来，川渝两地失业人员可在
参保地、户籍地申领失业保险待
遇，两地还协同互认参保关系和参
保年限。

根据《协议》，川渝两地失业人
员可在参保地、户籍地申领失业保
险待遇，两地协同互认参保关系和
参保年限。对于在参保地申领的，
按照现行政策执行。对于在户籍地
申领的，转出地按个人应享未享的

失业保险金总额的150%划转。转
入地按转出地标准及时发放失业保
险金，并由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提供职业培训、创业培训、职业介绍
等服务。

在职职工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方
面，单位成建制或职工在职期间跨
川渝地区转换工作单位的，失业保
险关系应随之转迁，转出前单位及
其职工个人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不转
移。

同时，在优化办理流程、简化
办理材料方面，将加快推进两地关
系转移网上平台建设，尽快实现转
移办理材料“应减尽减”。两地失
业人员凭本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
卡，在转出地经办机构办理失业保
险待遇关系转移，不再需要转入地
经办机构开具接收函。两地相关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内部信息
交流协查的方式，核定失业人员领
金标准及月数，确认相关银行账号
等信息。

川渝两地可异地
申领失业保险待遇
参保关系和年限实现协同互认

□本报记者 黄光红

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重庆交
出了怎样的成绩单？12月22日，市政
府新闻办举行“让金融活水直达实体经
济——重庆市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
作推进情况”新闻发布会，就此给出了答
案。

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通报，今年以
来，全市融资呈现“总量增、结构优、成本
降”的良好势头。1-10月，全市社会融
资规模新增7386亿元，同比增加2851亿
元，创历史新高。截至11月末，全市首次
获贷普惠小微市场主体新增13.9万户。

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主任马天禄表
示，这主要得益于重庆出台了“40条”措
施，推动各项“稳企业保就业”金融政策
快速落地，精准直达企业。

助企业渡难关
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514亿元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企
业造成的冲击，重庆金融业用好直达实

体经济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助力小
微企业渡难关。

一方面，落实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
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6-11月，全市
银行机构已为3.9万户市场主体的690
亿元到期贷款本金实施延期。另一方
面，大力推进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计
划。全市银行机构推出107款信用贷款
产品，1-11月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
款514亿元，比2019年同期多161亿元。

今年重庆还组织开展了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融资保障行动，全面推进

“渝融通”民营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中心建
设，提高创业担保贷款额度和降低政策
申请门槛。

政策推动下，金融机构加大力度向
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截至11月末，
重庆已建成民营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中心
32个，共计发放贷款16.4亿元；全市普
惠小微贷款余额达2976亿元，同比增长
29.8%；信用贷款、首贷占比持续提升，其
中全市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占比较上年末
提高3.6个百分点，首次获贷普惠小微市
场主体新增13.9万户。

政银企对接
助814家企业新获贷414亿元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一些企业难以

获得贷款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此，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会同重

庆多个行业主管部门建立政银企对接机
制，为企业及时提供融资支持。截至11
月末，共帮助814家企业新获得贷款414
亿元，支持就业24万人。

组织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保市场主
体”大走访，加大“一企一策”服务力
度，是重庆金融业解决银企信息不对
称、帮助企业渡难关的又一项重要举
措。

据介绍，截至11月末，全市银行机
构已对接企业4.7万家，其中通过新增授
信540亿元帮助了2万家企业，通过延
期、展期帮助了1.3万家企业，通过续贷
帮助了1.2万家企业。

此外，重庆还聚焦重点领域开展专
项行动。如，建立了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项目白名单制度，截至11月末实现新增
授信58亿元，推动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
速达27.5%；建立重庆企业直接融资项
目储备库，并搭建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对
接机制，截至11月末，推动企业债券融
资同比增长32.8%。

政策工具显成效
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行

一系列举措，为全市疫情防控、经济

恢复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数据显示，
截至11月末，全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达41579亿元，同比增长12.8%。

贷款额明显增加的同时，企业融资
成本也明显下行。11月，全市企业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仅为 4.59%，同比下降
0.69个百分点，处于历史低位；1-11月，
企业债 券 融 资加权平 均 利率仅 为
4.99%，同比下降0.86个百分点。

“融资成本的下降，得益于多方面因
素。”马天禄说，今年重庆充分发挥了再
贷款再贴现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

截至11月末，共计支持地方法人
银行向全市5.4万户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等市场主体，累计发放优惠利率贷
款（含贴现）426亿元；落实好稳健的货
币政策，强化融资总量保障，今年前11
个月累计支持全市法人银行和消费金
融公司发行三农债、小微债等 239 亿
元，并推动金融机构累计向抗疫保供、
复工复产领域提供750亿元低成本资
金。

此外，全市金融机构还通过减免收
费等举措累计为实体经济让利超过
100亿元；截至11月末，全市银行机构
金融机构在“金融保市场主体”大走访
活动中，通过降息举措帮助了1.1万家
企业。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近日，总
投资143.45亿元的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
初步设计报告获水利部批复，该工程建
成后年供水量为10.12亿立方米，将惠及
渝西地区近1000万人口。重庆日报记
者12月22日从市水利局了解到，“十三
五”以来，全市水利系统加快完善水利基
础设施网络、加强涉水事务监管、健全水
利发展体制机制，全市水安全保障水平
持续提升。

重庆山高坡陡、水资源分布不均，工
程性缺水已成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矛盾之一。为补齐这一短板，2018年
以来，重庆以水源工程三年行动为牵引，
全力推进水源工程建设，推动地方水网
与国家水网的衔接融合。目前，水利部
已牵头编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水安
全保障规划》，并上升为国家层级规划；
长征渠、中部片区水资源配置工程、渝南
水资源配置工程等重大项目进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纲要》。此外，渝西
水资源配置工程、藻渡水库、跳蹬水库、
向阳水库、福寿岩水库等5个大型水源
工程被纳入全国2020—2022年150项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清单。

据了解，我市现有在建水源工程
124座，总投资规模超 600亿元，其中

“十三五”期间新开工89座。此外，巴南
观景口水库、南川金佛山水库两座国家

“172”重大水利项目即将建成投用。
今年汛期，重庆遭遇历史罕见特大

洪水袭击，长江、嘉陵江、乌江分别形成
5次、2次、1次编号洪水，我市通过精准

监测预警，为31万余群众提前安全转移
提供了决策依据。通过水利部、长江委
联合调度长江上游水库群，共拦蓄洪水
超60亿立方米，最大限度减轻了中下游
防汛压力。今年汛期，我市共成功抗御
12场暴雨天气过程及67条河流超警戒
以上水位洪水，全市未亡一人、未溃一
堤、未垮一库。

在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的同时，我
市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也得到提
高。在全市GDP稳定增长的态势下，全
市用水总量由2015年的79亿立方米下
降到76亿立方米，万元GDP用水量、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28.8%、
32.6%，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0.48
增加到0.4991。

“十三五”期间，我市全面推行河长
制，建立健全三级“双总河长”架构和四
级河长体系，实现了全市5300余条河
流、3000余座水库“一河一长”全覆盖，
河长制正从“有名”向“有实”转变。目
前，长江干流重庆段总体水质保持为优，
国家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提前实现，
岸线生态功能正加快恢复。

重庆全力补短板，加快完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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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市全面实施河长制以来，河流水质不断改善。图为龙溪河梁平云龙段水清岸美。 （市河长办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2月
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
委获悉，《重庆市应急医疗物资储备
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已印发并实施。《办法》提出，按
照集中管理、统一调用、平时服务、
灾时应急、采储结合、节约高效原
则，建立市级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制
度，推动应急医疗物资安全储存和
有效利用。

据了解，《办法》所称应急医
疗物资主要包括药品、疫苗、检测
试剂、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护
目镜等救治药品和医疗防护物
资。

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实行品种控
制、总量平衡的动态储备，原则上储
备实物的库存总量不得低于市级储
备计划的70%。

区县发生突发事件时，原则上

应就地组织调用应急医疗物资。当
地应急医疗物资不能满足突发事件
处置需求，确需调用市级应急医疗
储备物资的，按有偿使用原则申请
调用。

应急医疗储备物资实行轮换制
度。在储备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为
保持应急医疗储备物资质量、有效
期符合规定，承储企业应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轮换。

市经信委、市财政局、市卫生健
康委和市药监局根据各自职责，对
各区县、有关部门和有关企业落实
应急医疗物资储备政策和使用应急
医疗物资储备资金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对在应急医疗物资储备管理和
监督活动中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等行为的，将依法依纪追
究有关人员责任。

重庆建立应急医疗
物资储备管理制度

药品疫苗口罩均在列

重庆：让金融活水直达实体经济
出台金融“40条”稳企业保就业，前11月首次获贷普惠小微

市场主体新增13.9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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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月，全市银行机构已为3.9万户市场主体的

690亿元到期贷款本金实施延期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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