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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的政治
生态和营商环境、
文明的社会氛围、
充足的能源供应，
都是保障一方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
的要素。

近年来，铜梁
区 着 力 要 素 保
障。通过加强执
行力建设，营造清
清爽爽的政治生
态、工作思路、同
志关系和干事环
境，激励干部担当
作为；致力解决
“七难”，优化营商
环境；紧扣少云精
神壮大志愿者队
伍，推动文明创
建；立足优势创新
思路，充分保障能
源供应。“四大要
素”为龙乡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重
要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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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铜 四大要素有保障 赋予发展新动能

今年1月7日，福果至大庙工业园区
供气管道工程建成投用的消息，在铜梁大
庙镇周边不胫而走。“这下好了，我们再也
不用担心‘气荒’了！”附近群众奔走相告。

大庙工业园区是铜梁“实业兴区”的
重要阵地。为保障园区用气，铜梁潜能燃
气于去年8月启动工程建设。工程投用
后，供气能力增加近4万立方米/天，不仅
完全能满足大庙工业园区生产之需，也能
保障大庙镇、围龙镇用气需求。

铜梁页岩气资源富集，有页岩气矿权
面积约800平方公里，资源量约3800亿立
方米，涉及蒲吕街道、石鱼镇、大庙镇、华
兴镇等15个镇街。

去年，铜梁与页岩气企业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保障页岩气优先使用。在确保传
统气源遂宁磨溪气田正常供气情况下，新
增石鱼至高新区页岩气输送管道，打造第
二气源，为社会用气提供有力保障。全区
燃气供气能力达到180万立方米/天，最大
单日用气量53万立方米。

电能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能
源保障。去年，铜梁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
强，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售电量突破20亿
千瓦时，增速15.65%，位列全市第4。110
千伏华兴变电站等一批电网工程建成投
运，有效满足了大庙园区企业新增用电负
荷需求。同时，通过实施降电价政策和扩
大直购电交易规模以及指导企业优化用
电方案，累计为企业节省电费支出5850
万元。

“十三五”末，铜梁电网拥有500千伏
变电站1座、220千伏2座、110千伏变电
站11座、35千伏变电站14座，变电容量
72万千伏安；最高负荷由2015年的24.63
万千瓦提升至2020年47.34万千瓦，日最
大电量由2015年的482万千瓦时提升至
2020 年的 958 万千瓦时，增速均超过
90%，供电能力明显提高。

中央直达资金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
问题的重要“活水”。铜梁采用“直达基
层、直达企业、直达项目”的方式，第一时
间将资金用到急需的刀刃上。

资金直达村级账户，用于发展脱贫产
业项目，从根本上打破了个别村集体“零
收入”现状，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增加群众
实际收入，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通
过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真正实现群
众的获得感更加充实、幸福感更可持续、
安全感更有保障。

铜梁区还从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3
个方面着手，将资金投入到更高效益的现
代制造业当中。安排资金加快重庆铜梁小
米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引进核心配套企
业5家，落户小米生态链企业10余家。

针对疫情影响，铜梁化危为机，将完
善公共卫生体系与发展中医特色康养结
合，安排直达资金用于区中医院整体迁建
及外科大楼建设，主体工程已于去年6月
竣工。

更多的路通了，敬老院翻新了，
农村新房建成了……“十三五”时
期，一大波民生实事的落地，改变着
铜梁人的生活。一张张民生清单，
兑现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铜梁区推行重点任务清单管
理，解决“盲目执行”问题。树牢“从
执行当中看执行力，从重点任务落
实上看执行力”思想，建立重点任务
清单管理制度，实行挂图作战、照图
施工，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全区共梳理重点工作755项，
制定完善发展、民生、安全稳定、环
保、改革、党建“六张清单”重点任
务，逐一定人、定责、定目标、定时
间、定任务、定标准，明确任务书、路
径图，把重点任务落实到每周、每

天，挂图作战、打表推进。
铜梁区推行重点项目模块化管

理，将发展、民生、环保等清单中的25
个项目纳入模块化管理，逐一梳理项
目计划表，明确主体责任、细化时间
节点，定期汇总项目实时推进进度，
掌握整体情况。严格落实在建项目
设计、施工、监理、甲方代表“四同步
四到场”，安排专业人员现场驻点，有
问题及时解决，各个重点项目实现了
进度、质量和安全“三提升”。每月收
集指标推进完成情况，以红黄绿“三
色”进行标注，对按序时进度推进的
标注绿色，对推进较为缓慢的标注
黄色，对推进不力的标注红色，按色
发出“交办、提示、督办”三单，向慢
作为、不作为的单位分别发出“蜗牛

奖”“皮球奖”，传递鞭打“慢牛”、棒
打“懒牛”的导向。近3年，全区重
点项目开工率达86%以上。区领导
报送抄报单15份，向镇街、部门发
出提示函139份、工作提醒单5份、
黄色催办单28份。

开展“四治四提”专项行动，是
铜梁区聚焦“软懒散瘫”靶向施策、
提升干部执行力的重要之举。

围绕整治牵头不理事、配合不
主动、请示不答复、指导不到位、遇
事不担当、承诺不兑现、困难不到
场、出事不担责“八不”问题，铜梁区
深入开展干部作风“软懒散瘫”治理
和干部提神、办事提速、工作提质、
民生提效“四治四提”专项行动，解
决干部“不愿执行”的问题，“说了就

算、定下就干、干就干好”蔚然成风。
近年来，铜梁区还围绕提升干

部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持续举办
“学习大讲堂”14期，举办半天、一天
的短班和小班163期，培训干部2.4
万人次，解决干部“不会执行”的问题。

同时，铜梁区完善考核激励机
制，开展“新时代担当作为奖”评选，
解决干部“被动执行”问题。发挥干
部考核指挥棒、风向标、助推器作
用，“一户一表”精准设置考核内容，
既引导各单位聚焦主业、回归本位，
又减轻考核负担。建立健全容错纠
错、澄清保护机制，评选表彰“新时
代担当作为奖”先进集体20个、先
进个人100名，切实调动干部干事
创业激情。

去年2月下旬，铜梁高新区企
业陆续复产。尽管生产秩序逐步恢
复，但重庆涪柴动力的销售形势却
相当严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过去热销欧洲的发动机产品订
单降幅超过80%。

和涪柴动力一样，去年复工复
产之初，铜梁高新区不少企业出现
类似“订单难”。如何助企业重获订
单，渡过难关？

针对辖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大健康三大产业集群，铜梁高新区
通过抓龙头企业带动，对接上下游
相关联企业，整合区内产业链资源
配套，组建6个产业联盟，62家企业
建成“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使企
业成本降低同时销量上涨。成功对
接上下游企业相关联配套企业14
家，涉及产品20余种。

铜梁高新区配合涪柴动力，将
企业主打产品由发动机调整为微型
农耕机，借势春耕开拓国内市场，带
动园区欣创箱体、启超油箱、国祥机
架等厂家共解订单难。去年，涪柴
动力微型农耕机的生产规模，从过
去的年产1万台扩大到4万台，成功

渡过生存难关。
近年来，铜梁聚焦突出问题、精

准靶向施策，着力解决企业创新创
业难、融资难、引才用工难、政策落
地难、降本增效难、转型升级难、准
入难“七难”，加大力度破解企业订
单难题。两项重要的改革深入推
进，极大地推动了“七难”的解决。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
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动态调整
机制，及时公布调整后的行政权力
清单，全面梳理并细化公共法律服
务事项，集中清理并公布涉及群众
办事的各种申请材料和证明材料。
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
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
项制度”，落实涉企重大行政处罚备
案制度。深化“双随机一公开”执法
监督改革，建立“双随机一公开”两
单一库一细则，并依法向社会公开。

大力推行企业开办“四零”改
革。建成全市首个企业开办无费
区，实现企业开办“零材料、零见面、
零费用、零跑路”，全流程无纸化申
办企业，服务专员点对点远程指导，
企业开办时限压缩到2小时左右，
所有费用由区财政统一解决，审批
结果由工作人员当天点对点送达。
从2020年4月推行“四零”改革以
来，铜梁区共开办企业1754家，较
2019年同期增长33.79%；全年累计
新开办企业2144家，较2019年同
比增长25.76%，在疫情影响的背景
下，依然实现了大幅增长。

以全区产业发展的“主阵地”铜
梁高新区为例。高新区去年共收集
到380家企业“七难”问题446件，
成功解决443件，剩余3件亦有望近
期解决。

巴川街道正街社区北街馨苑居
民张桂芳，每天最大的乐趣便是到
楼下侍弄自己认领的那块小绿地。
浇水、施肥不在话下，她甚至会用手
一点点地捏开板结的土坷垃，捡掉
里面的小石子。在她的精心照顾
下，绿地里的花卉生机勃勃。居民
的点赞，总会让这位87岁的志愿者
心中，感到无比的高兴。

龙山社区小南街37号的龚老
师认领了楼下的小设施。每天，他
都会拿着抹布擦一擦公共区域的文
化墙、宣传橱、晾衣杆，或者给健身
器材打打油。“有了龚老师这个‘主
人’，公共设施好用多了！”附近居民
一致评价。

相比张桂芳和龚老师，体育街
社区鑫龙花园小场地认领人蓝兴才
最近清闲了不少。自打认领小区停
车场后，蓝兴才不断纠正车辆随意

停放现象。他按照大家的
使用时段，合理调配车位，

解决了不少停车难题。随着大家
文明停车习惯的逐步养成，蓝兴才
每周的巡逻频率，由3次变成了1
次。

位于铜梁老城的巴川街道老旧
小区众多，如何改善环境，为老旧小
区群众提供舒适的生活，一直是街
道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去年，巴川
街道积极打造“少云志愿者”队伍，
开展小绿地、小设施、小场地“三小”
认领。随着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老旧小区“脏乱差”面貌有效改善。

巴川街道开展的“三小”认领，
是铜梁打造“少云志愿服务”品牌，
全面推动全国文明城区创建的创新
举措之一。

铜梁是一座英雄的城市。邱少
云的英雄事迹，镌刻在铜梁人民的
风骨和精神里。在全国文明城区创
建中，铜梁坚持内外兼修，厚植文明
底色。坚持
把人民至上

的理念贯穿创建的方方面面，把群
众参与、群众共享作为文明城区创
建的生动实践。推动城市“颜值”更
高，“气质”更佳，人民群众的“三感”
不断增强。

铜梁将无私奉献的“少云精神”，
与“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
务精神有机结合，大力开展“少云志
愿服务”，引导人们把心灵感动转化
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实际行动。

目前，铜梁已全面建起横向覆

盖行业系统、纵向覆盖基层社区，以
“三护+”（绿化养护、环境保护、秩序
维护“少云志愿服务队”+特色队伍）
队伍为主体的“少云志愿服务”体
系。注册志愿者超过13万人，精心
策划开展了文明劝导、衣旧情深、爱
在身边、美化家园、守护绿水青山等
志愿服务项目20余个，逐步形成了
有影响力的志愿服务品牌，让“少云
志愿服务”成为践行“少云精神”的
最生动实践。

加强执行力建设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致力解决“七难” 优化营商环境

传承奉献精神 厚植文明底色

提供发展动能
普惠经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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