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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元）3月22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今年1-
2月，全市多项经济发展指标相比去年同
期有大幅飞跃,实现了经济“开门红”。

在工业经济方面，今年1-2月，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7%，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44.4%，股份制企业增长51.9%，外
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80.5%，私
营企业增长53.3%，多项指标呈现两位
数增长。

分行业看，1-2月，在全市39个工业
大类行业中，有36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在主要产业中，汽车产业增长
100.7%，摩托车产业增长75.1%，电子产
业增长95.1%，装备产业增长60.7%，医
药产业增长 36.3%，材料产业增长
50.4%，消费品产业增长38.6%，能源工
业增长13%。

“去年初，受疫情影响，全市主要经
济指标一度下滑较快。随着当前疫情防

控向好态势巩固，企业复工复产进展良
好，经济运行秩序随之加快恢复。”市统
计局人士表示，去年以来，我市通过把握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机遇，
国家恢复经济发展的政策机遇，疫情催
生的市场机遇，以及全球化深度调整带

来的时代机遇，赢得了发展主动权。因
此，今年1-2月全市多项经济发展指标，
不仅相比去年同期有大幅飞跃，纵向比
较2019年1-2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也增长 19.1%，两年来平均增长
9.1%。

不仅工业经济发展明显提速，全市
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
指标也取得大幅增长。

1-2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52.4%，其中按产业划分，第一产业投
资同比增长85.3%，第二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 56.4%，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2%；按投资领域划分，基础设施投资
同比增长 51.9%，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56.4% ，房 地 产 开 发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54.8%。

1-2月，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2255.32亿元，同比增长48.5%，其
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933.12亿元，同
比增长47.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22.2
亿元，同比增长55.9%；按消费类型分，
商 品 零 售 1995.0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5.6%，餐饮收入260.29亿元，同比增长
75.8%。

今年以来，重庆主要整车企业及其配
套企业开局良好，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整体
发展态势喜人。3月22日，市统计局发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1-2月，重庆汽车产业的
增加值同比增长100.7%，迎来“开门红”。

产业链上，主要整车企业捷报频
传。3月9日晚间，长安汽车公布2月份
销量快报，2月份长安系中国品牌汽车销
量为139488辆，同比增长591.8%，其中
乘用车销量103894辆，同比增长621%，

居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第一名。
而前不久，上汽红岩与非洲刚果

（金）矿业公司也举行了重型卡车交付仪
式，100台“重庆造”卡车开赴非洲，双方
现场还签订了200台重卡新订单。

配套企业也表现不俗。包括重庆韩

泰轮胎有限公司、重庆宝钢汽车钢材部
件有限公司、伟巴斯特车顶系统（重庆）
有限公司等汽车产业上游配套企业，前
两个月产值和增速均实现正增长，部分
企业增速超过100%。

汽车企业订单多、销路广、口碑好，

是目前重庆汽车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
市统计局数据显示，1-2月，我市汽车产
品产量同比增长2.2倍。目前，各家车企
的一批重磅新车型，如新锐界、林肯、
UNI-K等,正陆续推向市场,为产业添
加后续新动力。 （本报记者 白麟）

重庆汽车产业订单多销路广口碑好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3 月 2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水利局获悉，近年
来，重庆市以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为抓手，实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行动，不断强化水资源管理，加强水
资源保护。目前，我市嘉陵江、乌江等16
条河流已完成并印发水量分配（分解）方
案。

对重要河流水量进行合理分配，是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促进水资
源合理配置的客观需要，也是维护河流
健康、改善流域生态环境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我市全面推进“合理分水”基础
工作，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促进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
按照全国总体部署要求，目前重庆

完成了国家已批复的嘉陵江、乌江、沱
江、汉江、沅江5条跨省河流水量分配
方案，并分解落实到相关区县；同时结
合重庆市实际需求，按照“能分尽分”
原则，全面完成龙溪河、小安溪、大溪
河、小江、普里河等 11 条流域面积
1000平方公里以上跨区县河流的水量

分配；安排部署各区县开展流域面积
100-1000平方公里河流水量分配，涉
及的250条河流分配方案已初步完成
技术审查。

以龙溪河为例。龙溪河流域面积
3200余平方公里，主要涉及长寿区、垫
江县、梁平区、忠县等 4个区县，已于
2018 年完成水量分配方案制定和批
复。通过水量分配，明确到2030年，龙

溪河流域用水总量控制目标为5.05亿立
方米，其中长寿区1.24亿立方米、垫江县
2.36亿立方米、梁平区1.23亿立方米、忠
县0.22亿立方米。

通过推进河流水量分配，全市逐步
建立起流域区域用水总量控制红线，倒
逼流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优化，强
化节水政策措施落实，推动流域、区域经
济发展布局与水资源条件相适应。

重庆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嘉陵江乌江等16条河流完成河流水量分配方案

□饶思锐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千年小
康梦业已实现，振兴乡村的历史使
命又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在当下，
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
点——哪些地方发展较好，哪些地
方乡村振兴有了成功案例，典型案
例有哪些可取之处等等，都是人们
十分关心的问题。

乡村振兴，要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对各地而言，乡村如何振
兴，说一千道一万，不如成功的实践
案例有说服力。在全市上下齐力奔
小康的进程中，有些乡村率先迈出
了振兴步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
有益的经验；有些乡村涌现出了一
批热爱乡村、矢志振兴乡村的典型
人物，在振兴乡村的过程中积极贡

献，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些
乡村因地制宜、反复探索、不断实
践，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振兴之
路……这些富有首创精神的先进
典型和成功案例，十分具有借鉴意
义，有助于引领和带动更多乡村少
走弯路、多些坦途、早日振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市委
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农业农村
委、市扶贫办指导下，重庆日报报业
集团启动2020重庆乡村振兴十大年
度人物、十大示范案例评选活动，寻
找并广泛宣传巴渝乡村振兴榜样，
就是为了把我市乡村振兴中的成功
案例甄选出来，把振兴乡村的领头
羊、带头人遴选出来，把各地探索出
的可供借鉴的有益经验总结出来，把
有示范性的发展案例推广开来，助力
乡村振兴从点到面、全面开花结果。

振兴乡村需要榜样引领

本报讯 （记者 颜安）3月22
日，重庆首个数智化乡村振兴学院
在位于永川的重庆智能工程职业
学院挂牌成立，该学院将依托华为
（永川）联合技术创新中心平台，开
展乡村振兴所需人才培养、技术服
务和协同创新，探索助力乡村振兴
新方法。

何为数智化？“实际上就是智
慧农业。”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院
理事长、执行校长程前介绍，该院
将利用华为5G、大数据、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技术和设备，携手现代农

业、乡村旅游企业，打造智慧农业、
智慧乡村、农产品智造示范项目，
助推农产品电商、乡村旅游经营等
新业态发展。

比如说，针对生猪养殖，学院
将与华为合作，对养殖企业进行数
字化改造，实现生物消防和园区管
理，从而确保养殖场更加安全、高
效。同时，也可为每头猪建立一套
包括品种、日龄、体重、进食、运动
强度、频次、轨迹等的档案，结合声
学特征和红外测温技术，判断猪是
否健康，并做出预警。

重庆首个数智化乡村振兴学院挂牌成立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实
习生 谢轲）3月22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市政府办
公厅日前印发《重庆市全面推行涉
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首批
50个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在行政机
关办理时实施告知承诺制，涉及市
场监管、公安等20个领域。

其中，音像制作单位设立、变更
审批等41个事项在全市范围内实
施告知承诺制，会计师事务所分支
机构设立审批等9个事项在自贸试
验区试点实施告知承诺制。

据了解，以上涉企经营许可事
项实行告知承诺制后，申请人作出
承诺时，仍需提交有关申请材料。
但行政机关不再对申请材料进行实
质性审查，而是当场作出许可决定，
大幅简化审批程序，实现快捷办证
和快捷领证。

具体来说，申请人现场办理时，
行政机关向申请人一次性告知事项
办理相关信息。申请人自愿填写告
知承诺书，会同相关资料一并提交，
行政机关当场作出许可决定。申请
人也可以通过网络下载告知承诺
书，按要求填写完毕后，通过“渝快
办”政务服务平台线上办理。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实行告知
承诺制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若申

请人不愿承诺、无法承诺的，按照一
般程序办理。另外，有较严重不良
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
等情形的申请人，在信用修复前也
不能适用告知承诺制。

为让企业、群众尽快享受便利，
《实施方案》要求各级行政机关立即
编制工作推行规程，完善办事指南，
制作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并通过
对外服务场所、门户网站和“渝快
办”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公布，方便
申请人查阅、索取和下载。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推进告知承诺制顺利实施，
重庆率先探索开发告知承诺制线
上应用系统，在不增加市场主体负
担的情况下，实现自动触发办理、
自动信用归档、自动推送核查等功
能。目前，相关功能已基本开发完
成。

今后，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市
发展改革委还将会同市级各行政机
关，适时调整更新涉企经营许可事
项告知承诺制目录，陆续发布其他
推行告知承诺制的涉企经营许可事
项清单。

重庆全面推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

首批50个事项可快捷办证领证

重庆市涉企经营
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
目录(第一批)

扫一扫 就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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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增长2.2倍
摩托车增长79.4%
微型计算机设备增长2倍
手机增长1.4倍

液晶显示屏增长74.2%
钢材增长48.2%
铝材增长65.8%
水泥增长65.4%

另外，1-2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

率达到99.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

货值698.37亿元，

同比增长102.6%

全市391种主要工业产品中 有333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数据来源：市统计局 制图/乔宇

个案点击>>>

3月22日，万州区陈家坝街道向坪
社区，志愿者在长江消落带栽种了1000
株中山杉。据了解，近5年该区在长江
两岸累计植树 900 余万株，不断筑牢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特约摄影 冉孟军/视觉重庆

绿化长江
消落带

（上接1版）
农业是用水大户。近年来，我市农

业农村、水利部门通过推广喷灌、微灌、
管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支持大中型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和高效节水灌
溉工程建设，“十三五”时期，完成新增高
效节水灌溉面积约70万亩，在永川、大
足、渝北等18个区县建立水肥一体化示
范片7293亩，年均推广池塘“一改五化”
技术30万亩以上，示范区节水减排60%
以上，稻田养鱼53.7万亩，标准化稻渔综
合种养示范17.8万亩。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在位于梁平区
金带街道双桂村的重庆数谷农场看到，
这里建立了大棚雨水收集、生产用水循
环两大系统，采用了18种立体栽培模式
和轨道种植模式，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平
台，可以实现定点、定时、定量精准水肥
一体化灌溉。与传统灌溉模式相比，该

农场节水率超40%，节肥率超30%，不但
节约了水资源，也降低了生产成本。

工业节水改造也是我市推进水资
源集约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
我市出台了加强工业节水指导意见，推
广普及节水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
减少废水排放，努力提高工业用水效
率。积极推动火电、钢铁、化工、纺织、
造纸、食品等高耗水行业的节水改造，
鼓励企业采用节水新工艺、新技术、新
产品和新装备，组织实施10余项市级节
水技术改造工程，利用600余万元撬动
企业投资近亿元，年节约水量30万m3以
上。

重庆钢铁是长寿区的用水大户，
近年来，重庆钢铁开展节水型企业创
建，通过修订完善节水管理制度，实施
废水处理系统能力提升、新建高炉冷
却塔等节水改造项目，来减少水资源

的消耗。节水型企业创建完成后，重庆
钢铁吨钢耗新水量降幅达24.4%，节水
效果明显。

我市还大力实施城市节水改造，推
进非常规水源利用。我市以城镇污水处
理厂为中心，在渝西开展区域性系统再
生水回用示范建设。以璧山区为例，该
区从2010年起启动再生水回用工程建
设，该区所有工程车辆清洗、道路消防、
市政环卫、园林浇灌、景观用水、河流补
水等都使用再生水，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40%以上。目前，我市已要求单体建筑
面积2万m2及以上的新建公共建筑应建
设再生水回用设施，绿色生态住宅小区
绿化、道路浇洒、洗车、冲厕等非饮用水
采用再生水、雨水等非传统水源，以进一
步提高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把
节水载体建设作为节约用水工作的基本

内容和重要抓手，已累计创建各类节水
载体3000余家，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引领
各行业节水。以高校节水为例，重庆理
工大学引入社会资本投资节水产业，由
社会资本自行筹集资金、自行承担运行
风险，并全程实施合同节水各项水务工
作。未实施合同节水前，学校年均用水
量160余万m3，实施合同节水后，2019
年，该校用水量下降到82万m3，节水率
达到49%。

此外，近年来，我市还坚持以水定
城、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最大刚性约束。目前，我市渝西地
区永川、南川、璧山、铜梁、大足、合川、荣
昌、潼南等8个区已获评国家节水型社
会达标区县，涪陵、长寿、梁平、垫江等4
区县已通过市级节水型社会达标区县评
估验收，今年，黔江、綦江等5个区县达
标创建工作也正在推进中。

（上接1版）
此次评选活动共设置2020重庆

乡村振兴十大年度人物、2020重庆
乡村振兴十大示范案例两个奖项，具
体参评标准、投票时间、报名表格均
可扫描下方二维码就可一键获得。

具体报名方式是：1、本次评选只
接受网络报名。组委会在重庆日报
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和两江观察微信
公众号同步开设报名通道，参评典型
在上述任一报名通道按提示上传资
料。（扫二维码进入报名通道）

2、参评典型同时需扫描底部
二维码下载评选表格，填写详细资
料发至电子邮箱（cqxczxpx@163.
com）（若有区县级以上重要表彰复
印件，重大业绩证明，以及在各级媒
体公开报道过的相关佐证材料，需
将扫描件或照片附在表格后一起打
包发送邮箱）。

3、参评典型需同时完成客户
端（或微信）网页材料填报、并把填
好的表格发送到指定邮箱后，才算
报名成功。

4、接受单位推荐、媒体推荐、
自荐、他荐等多种方式，需写明推举
理由。

5、组委会秘书组联系方式
（1）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

大道416号
（2）电话：63907707
（3）E-MAIL：（邮件请标明）

“乡村振兴年度人物报名”或“乡村
振兴示范案例报名”cqxczxpx@
163.com

（4）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刘玉珮
15215091649 肖娅15923321937

具体投票规则是：1、重庆日报
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和两江观察
微信公众号开设投票通道，由公众
在5月6日-5月12日期间对候选
典型进行投票。

2、每人每天可投票5次，严禁
刷票行为。

3、评审专家团根据公众投票
结果和实地考察报告等，对入围候
选典型进行投票表决。

短评>>>

报名通道 下载报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