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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21〕12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1年7月6日12时——2021年7月13日12时。7月6日12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
所领取竞买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交易；申请购
买总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交易，未成交的，继续公告。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门户网站（https://www.ccle.cn/），在地票专栏中查询。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21年7月6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21012（总第145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774855

亩

1162.2825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301

万元/亩

20.0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拟对2021年度
（2021年8月16 日下午16:00-2022年8月
16日下午16:00）废旧材料处置项目进行公
开招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废旧材料品种
废报纸、废书刊纸、裁切纸花、废边角料

纸、废纸芯筒、废包装纸，废白破纸、废PS
版、废塑料桶等（不含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
司用于打包打捆的少量废旧纸和包装车间
生产废料。）

二、招标对象
1.具有法人资格、满足招标文件中废旧

物资经营许可及相关服务要求的独立单位。
2.具备独立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并有

良好商业信誉和履行合同记录的独立单位。
3.需提交在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重庆市

第三方征信机构—华龙信用（https://
www.hlxy.com）出具的有效信用报告并加
盖投标人单位公章，信用报告显示投标人近
三年无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对象
名单、黑名单记录。

4.本次投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报名要求和标书截止时间
1.请于2021年7月6日 -7月9 日每日

9:00—16:00报名并领取或下载招标文件。
2.报名所需资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副本）、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重庆市第三
方征信机构—华龙信用（https://www.

hlxy.com）出具的有效信用报告、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被授权
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复印件需加盖单
位鲜章)。

3.标书截止时间：所有投标人应于2021
年7月15日中午16:00时（北京时间）之前
递交到招标工作组（重庆重报印务公司物资
保障部）,逾期不予接受。

四、报名地点、联系方式
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康泰路99号
欢迎来电垂询。
联系电话：62827254
联系人：左先生

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

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2021年度印刷废旧材料处置项目招标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垫江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350000010
许可证流水号：00656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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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重庆市垫江县

桂溪镇人民路49号
邮编：408300 电话：023-74512756
成立日期：1978-12-10 发证日期：2018-12-2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涪陵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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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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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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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开州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35000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657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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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重庆市开州区
文峰街道富厚街114号

邮编：405400 电话：023-52289009
成立日期：1978-12-01 发证日期：2019-07-3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万州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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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予以撤销，并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巴南云篆山水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350050005
许可证流水号：0037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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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鱼洞云锦路301号
成立日期：2014-08-15 发证日期：2014-08-1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巴南监管分局

□本报记者 陈钧

今年6月，新加坡世界商品智能交易中
心与两江新区订立盟约，双方将在两江新区
打造果园港世界商品智能交易中心。

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新加坡世界商品
智能交易中心向全球批发商户提供大宗商品
交易，有丰富的国际资源，能实现数据互通和
交易互联，可完善果园港发展国际大宗贸易
的生态圈；果园港有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
范基地、西部陆海新通道等优势，能提供涵盖
交易配对、通关报关、供应链物流、贸易融资、
供应链金融等服务。

此次签约，是重庆两大开放平台的一次
联手——

两江新区是中国内陆第一个开发开放新
区，目前正朝着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高品
质生活示范区（简称“两高两区”）目标大踏步
前进。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简称“中新互联互通”）是中国和新加坡设立
在中国西部地区的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
目，正以重庆为运营中心深入推进。

还有不断改革创新的重庆自贸试验区，
充分释放加工贸易活力的两路寸滩保税港
区，不断丰富口岸功能的西永综保区……近
年来，重庆借力开放平台，克服地理局限，冲
破山水阻隔，“内陆腹地”正变身“开放前沿”。

瞄准“两高两区”新目标
国家级新区展现新作为

前不久，在重庆工作的唐女士想要在成
都天府新区注册一家食品生产企业。在两江
新区政务中心异地通办窗口，她迅速完成信
息填报，并在网上完成了审批。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2020年6月5日，两江新区政务大厅开

设了川渝第一个异地互认的办事窗口——
“两江天府合作示范窗口”，新办企业可通过
集群注册的方式在两地进行注册。共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川渝两地的国家级开发开
放新区冲锋在前，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在产业方面，党的十九大以来，两江新区
产业结构形成了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先导产业排浪式推进的格局。汽车、电子信
息两大支柱产值突破千亿元；数字经济、高端
装备、生物医药、金融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
做大做强；软件信息服务、服务贸易等先导产
业也快速崛起。

2020年，两江新区贡献了全市约15%的
经济总量、工业产值、数字经济增加值，集聚
了30%的实际利用外资、进出口，以及50%的
世界500强企业、60%的汽车产量。

近年来，中央出台了《关于支持国家级新
区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等重要文件。重庆市委、市政府大力支
持两江新区做大做强、实现高质量发展。两
江新区站上了发展新起点。

围绕“打造内陆开放门户，建设重庆智慧
之城”新定位，“打造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高品
质生活示范区”成为新区新目标。

承接新机遇，两江新区铆足干劲，力争上
游，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出了国家
级新区的新作为：

新区将科技创新作为“一号工程”来推
进，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和资
金链深度融合。

在两江协同创新区的明月湖畔，通过协
同创新纳八方之才，吸引了哈工大重庆研究
院、北工大重庆研究院、湖南大学重庆研究院
等35个大院大所落户，产业、人才、生活、生
态协同发展，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加速融
合。

在礼嘉智慧公园，机器人冲咖啡、无人汽
车载客、机器臂弹钢琴、5G自行车竞速等可
体验的智慧项目和场景有近百处，人工智能、
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贯穿于生产
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各个方面。

作为重庆数字经济主战场——两江数字
经济产业园自开园以来已经聚集企业超过
5600家，为两江新区提供着持续不断的科技
创新源动力。

不仅如此，两江新区还推出“1+2”文件
（即《两江新区关于贯彻落实市委五届十次
全会精神深入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重庆两江新区打造产
业创新高地行动计划》、《两江新区管理委员
会关于高标准打造两江协同创新区 2021 年
重点任务》），为科技创新提供政策支撑。同
时，作为建设“两高两区”的具体抓手，新区
还一口气推出两江协同创新区建设工程、礼
嘉悦来智慧园建设工程、两江数字经济产业
园建设工程、果园港枢纽港建设工程等十大
工程。

“联结”西部与世界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打造

中新合作“3.0”

2015年，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落
地重庆，至今已走过5个年头。

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苏州工业园，到
2008年的天津生态城，再到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中新两国将合作从工
业、生态，推向服务业、物流和互联互通等领
域，体现出两国经贸合作与时俱进、不断开拓
创新的特点。

可以说，主打“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
务经济”的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是中新政府间
合作的“3.0”版，其在金融服务、航空产业、交
通物流和信息通信等四大重点领域的推进，
为中国广袤的西部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金融服务领域，中新跨境融资通道持续
拓展，有力解决了西部解决融资难题并促进
金融国际化。截至2021年5月底，累计落地
跨境融资项目167个，折合151亿美元。其
中，四川、广西、新疆等其他西部9省区企业
获得境外资金逾55亿美元，项目辐射、示范
性进一步凸显。

航空领域，机场非航业务强势发展，渝新
空中通道更宽更畅。即便在疫情中，中新机
场商业合作公司运营的江北机场非航业务，
也实现强劲复苏。新加坡胜安航空每周保持
1班客运服务（2021年3月起，由新加坡航空
执飞），新加坡航空开通每周2班载货客机航
班，保障了重庆和新加坡之间的空中通道畅
通。

物流领域，为西部联结世界提供“大通
道”“大物流”支撑。2020年，全线陆海新通
道国际铁海联运班列同比增长57%，为各方
抗击疫情、稳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发挥了积
极作用。实施中新（重庆）互联互通多式联运
示范项目，助推以果园港为核心区的多式联
运体系建立；探索中新海关关际合作和渝新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对接，促进数据、信息交
互共享联通；开展中新农业合作示范计划，助
力中国—东盟贸易合作发展。

信息通信领域，推动“1通道+2中心+N
应用”中新数字经济合作新生态取得初步
成效。在数据传输层面，双方持续深化中新
数据专用通道项目合作，开展通道应用推广
和政策创新；在数据处理层面，积极谋划中
新（重庆）国际超算中心在技术研发、市场
开拓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在数据存储层
面，深化与新加坡科技电信媒体合作加快
建设万国数据重庆数据中心；在数据运用
层面，促成10余家中新企业联合开发新应
用，助力重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为打造联
通中国西部与东南亚的信息高速路奠定坚
实基础。

可以说，相对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生态
城这两个有园区载体的中新合作项目而言，
不设实体区域的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惠及面

更广，站位也更高。与此同时，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与其他为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建设而设立的区域联动，堪称是“现
象级”的互动共赢佳作。

比如，两江新区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
核心承载地。项目实施至今，两江新区与新
加坡在金融、物流、信息、航空等领域开展了
全面合作。截至目前，两江新区累计签约项
目37个，约占全市31%，签约金额107.5亿美
元，约占全市50%。这堪称是国家级新区和
国家层面的对外合作项目的同频共振、优势
叠加。

当好改革“试验田”
重庆自贸试验区积极开

展首创性差异化探索

2020年6月，一桩案件，让重庆两江新区
（自贸区）法院成为全国司法、铁路、贸易等领
域关注的焦点。

原被告因货物交付问题对簿公堂，双方
围绕“提单持有人是否可以提货”这一焦点争
执不下。此案，被称为全国“铁路提单第一
案”。

当月30日，法院作出判决：支持铁路提
单持有人(原告)的诉讼请求，确认原告享有铁
路提单项下车辆的所有权，物流公司向原告
交付车辆。

这一判决结果意义重大，它明确了铁路
提单的物权属性，其确立的裁判规则，对推
动铁路提单交易行为规范、建立陆上贸易规
则、规范中欧班列运行等具有重要的示范意
义。为此，该案例入选《中国审判》和最高法
院研究室联合评选的“2020年度十大典型案
例”。

这直接推动了重庆铁路提单进一步发
展。目前，重庆已实现了铁路提单批量化运
用，截至2021年2月底，累计签发铁路提单
81笔，融资金额约2200万欧元。

铁路提单只是重庆自贸试验区积极探索
陆上贸易规则的冰山一角。类似的探索还有
很多。

比如，重庆自贸试验区制定的国际货运
代理铁路联运作业规范等3项标准，已于去
年获批为国家标准；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

重庆推广“铁路原箱下海、一箱到底”全程多
式联运模式，实现通关时间压缩40%；依托
长江黄金水道，与上海自贸试验区联动，开
行渝申集装箱直达快线，在全国率先开展水
运转关“离港确认”模式试点，提升江运时效
40%等。

重庆自贸试验区挂牌4年多以来，积极
开展首创性、差异化的改革探索，较好地发
挥了改革发展排头兵、开放发展制高点、创
新发展先行者作用，为重庆打造内陆开放高
地提供了重要平台支撑，发挥了改革创新

“试验田”、风险压力“测试区”的作用，成效
明显。

截至2020年底，重庆自贸试验区培育创
新成果79项，铁路提单信用证融资结算等6
项改革试点经验和最佳实践案例向全国推
广；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四自一简”被作为优
化营商环境典型受到通报表彰，创新物流大
通道运行机制改革入选“中国改革2020年度
50典型案例”。同时，重庆自贸试验区总体
方案确定的151项改革试点任务已全部落
实，复制推广全国改革试点经验和案例216
项。

4年多来，重庆自贸试验区探索权限下
放，让基层“点菜”，41项市级管理权限下放
到各片区，对523项中央设定和14项地方设
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全覆盖清单管
理。

同时，重庆自贸试验区各片区全面提升
公共服务水平，比如在全国率先推出“全程电
子退库系统”、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等，将
出口业务办理时限缩短至5.3个工作日，低于
全国10个工作日的平均水平，企业开办时间
压缩至3个工作日以内。

作为重庆重要的开放平台，重庆自贸试
验区积极发挥集聚效应，培育壮大开放型经
济主体，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现新旧动
能转换，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

4年多以来，区内新兴产业不断聚集，累
计新增市场主体超过5万户，是设立前的3.5
倍，德国埃马克、博世创新中心、奥特斯IC载
板、万国数据和中欧数字生态城等一大批标
志性项目相继落地。目前，重庆自贸试验区
已集聚了全市超1/4的进出口企业，贡献了
全市约70%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吸引了超全
市40%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借力开放平台借力开放平台 克服地理局限克服地理局限 冲破山水阻隔冲破山水阻隔

重庆由“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

2 月 18 日，桥吊司机在果园港吊
运集装箱。（资料图片）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一
月
四
日
，在
两
江
新
区
（
自
贸
试
验
区
）
政
务
大
厅
﹃
川
渝
通
办
综
窗
﹄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为
市
民
办
理
业
务
。
目
前
，全
市
各
区
县
实
体
政
务
服
务
大
厅
已
全
部
设
置
﹃
川
渝
通
办
﹄

综
合
窗
口
。（
资
料
图
片
）

记
者

张
锦
辉

摄\

视
觉
重
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