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邮政编码：401120 电子信箱：cqrb@cqrb.cn 广告许可证：渝工商广字第9500618号 总编辑：张永才 总值班：雷太勇 版面统筹：许阳 主编：谭永超 美编：赵炬 图片编辑：鲁道新 订报热线：63735555 零售价：1.5元

27
星期一

2021年12月

农历辛丑年十一月廿四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0-0001

第25333号

代号77-1

今日16版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网址：www.cqrb.cn

CHONGQING DAILY

资料来源：
西部（重庆）科学城

数说·西部（重庆）科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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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芸

12月23日，位于武隆区火炉镇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一期工程投产。根据规划，该项目每年能“吃进”21.9万吨
生活垃圾，发电1亿千瓦时。

“更关键的是，它能每年减少6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武
隆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这为武隆保护生态、实现绿色发展又
增“利器”。

近年来，武隆发挥“绿”优势，做足“旅”文章，成为我市唯
一一个同时获得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命名的区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经济对武隆的经济发展贡
献巨大，去年该区人均GDP在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中位列
第一。

增绿 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市三甲

数九寒天，海拔800多米的火炉镇筏子村风洞堡社，脱贫
户余云兵正在给自家桃树“刷白”。桃树林里，随处可见灰白
的石灰岩，桃树在其中“见缝插针”地生长。

“这里土很薄，种玉米、红苕收成很少。”余云兵告诉记
者，原来没种桃树的时候，村里能打工的人都外出了。

筏子村曾是武隆石漠化最严重的村之一，全村8000多亩
耕地，近一半石漠化。为让大山“复绿”，武隆在石漠化面积较
大的火炉、黄莺等乡镇开展治理工作，鼓励当地种植兼具生态
与经济效益的树种。 （下转3版）

做好“绿”文章
武隆大力建设绿色发展创新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未来的乡村什么样？如何把乡
村建设好？近日，市农业农村委、市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了
《重庆市乡村建设行动“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为
“十四五”时期全市乡村建设行动画出了“路线图”。记者梳理
《规划》发现，全市将在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硬
件建设的同时，更注重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等软环境的提升，
让美丽宜居乡村有“里”有“面”。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规划》首先明确了乡村建设行动的总目标：
把乡村建设行动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加快促
进乡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乡村发展活力充分激发，乡村文明
程度得到新提升，农村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农民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高。

在单项工作方面，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是重中之重。“目前
乡村建设历史欠账仍然较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任务相当繁
重。”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规划》，我市将加快
推进乡镇和建制村硬化路升级改造，提升村民小组通硬化路
率和乡镇通三级公路比例；实施城乡一体化和规模化供水
工程，优化乡村供水基础设施布局；让乡村实现从“用上电”
到“用好电”，同时加快燃气下乡进度以及农村生物质能源发
展；按需推进乡镇及农村网络覆盖以及加快农村客运基础设
施建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也是“重头戏”：一是进一步扩大
农村改厕覆盖范围，完善农村户厕规划、设计、建设、粪污处
理、维护管理等，有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二是推进城镇污水
管网向周边农村地区延伸，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是合理
配置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
资源化利用；四是开展“五清理一活动”专项行动，着力提升村
容村貌；五是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成片整治试点示范，建设
一批成渝毗邻地区美丽巴蜀宜居乡村示范带。

《规划》在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提出了一揽子计
划：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提升
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和健康管理水平，全面推进健康乡村建
设；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配套建设等。 （下转3版）

重庆乡村建设
画出未来五年“路线图”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25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当
前“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研究部署
2022年“三农”工作。

会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专题研究“三农”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必须着眼国
家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
作，措施要硬，执行力要强，确保稳产保供，确
保农业农村稳定发展。

习近平强调，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
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
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
粮。保证粮食安全，大家都有责任，党政同责

要真正见效。要有合理布局，主产区、主销
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耕地保
护要求要非常明确，18亿亩耕地必须实至名
归，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要实打
实地调整结构，扩种大豆和油料，见到可考核
的成效。要真正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确保猪肉、蔬菜等农副产品供给安全。

习近平指出，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要持续抓紧抓好，让脱贫群众生
活更上一层楼。要持续推动同乡村振兴战略
有机衔接，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切实维护
和巩固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成就。“三农”工作领
域的领导干部要抓紧提高“三农”工作本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要毫不放松抓
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供应，严格落实地
方粮食安全主体责任，下大力气抓好粮食生
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促进大豆和油料增

产。要切实保障农资供应和价格稳定，调动
农民积极性加强田间管理，全力确保夏粮丰
收。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强耕
地保护和质量建设。要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要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发展建设，改
进和完善乡村治理，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
环境，不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
务条件。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讲话和李克
强部署要求，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
意见（讨论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农业生产保持稳中
有进，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脱贫
攻坚成果得到巩固和拓展，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迈出坚实步伐，成绩来之不易。农业农村
改革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对开新局、应变

局、稳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明年将召开党
的二十大，做好“三农”工作、稳定“三农”这个
基本盘，对于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
民安的社会环境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做好
2022年“三农”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
裕，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牢
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两条底线，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突出年度性任务、针
对性举措、实效性导向，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下转2版）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李克强提出要求

□本报记者 张亦筑

12月22日，西部（重庆）科学城50个重
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达1063亿元。

这其中，不仅有科学会堂、金凤城市中心
一期等城市建设类项目，还有重庆大学科学
中心、磁悬浮产业研究院及制造基地等科技
创新类项目，以及中国平安科学城大健康科
技园一期、小康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发展类
项目。

西部（重庆）科学城是重庆科技创新的主
平台。今年以来，围绕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个主目标，西部（重庆）科
学城锚定“科学之城、创新高地”总体定位，紧
扣“五个科学”“五个科技”，着力“铸魂”“筑
城”“赋能”，正在加快打造重要科技创新策源
地。

“铸魂”
加速布局大装置、大平台、大院所

高水平建设五大创新支撑
今年5月，重庆首个大科学装置——超

瞬态实验装置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开工，占
地500亩，总投资30亿元。

拥有先进的大科学装置，甚至大科学装
置群，是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的重要支撑和基本条件。超瞬态实验装置
建成后，将重点解决先进制造、先进材料、新
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共性关键技
术需求，开展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融通创新。

聚焦生命科技的金凤实验室，一期主体
楼宇已经完工。全部建成后，实验室将打造

智慧病理、脑科学与脑疾病、医学检验三大研
究集群，布局生物医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中
心、生物影像信息与分析中心、实验动物中心
等六大公共技术平台，引进一批国内外顶尖
科学家，攻克一批引领性前沿技术，形成一批
标志性原创成果，提升重庆在生命健康领域
的源头创新能力。

此外，中国自然人群生物资源库、北京大
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重庆医科大学国际体

外诊断研究院等建成投用，中科院重庆科学
中心、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等也在加快建
设。

围绕着力“铸魂”，一年来，西部（重庆）科
学城瞄准智能科技、低碳科技、生命科技等重
点领域，加速布局大装置、大平台、大院所。
目前，科学城核心区市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增
至92个，累计引育市级以上研发机构304
个，市级孵化器增至16个，科创元素加速汇

聚，创新动能持续增强。
企业是创新主体。着眼于增量引入和存

量提升，西部（重庆）科学城一方面对接国内
产业龙头，通用技术集团国测时栅科技项目、
思拓凡生物药高端制造基地、安能集团区域
总部等一批重大项目纷纷落地；另一方面为
已经落户的创新企业提供“一对一”保姆式服
务，中国电科重庆声光电、联合微电子等企业
加快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下转2版）

紧扣“五个科学”“五个科技” 着力“铸魂”“筑城”“赋能”

西部（重庆）科学城加快打造重要科技创新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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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历史主动
创造新的伟业

92个 截至目前，西部（重庆）科学城核心区
市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增至92个，累计引育市级以上研
发机构304个，市级孵化器增至 16个

92个 2021年前三季度，西部（重庆）科学城
核心区新入库科技型企业349家、总量达 1122家

1122家

92个 2021年前三季度西部（重庆）科学城
核心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15.3%，居全市第一

15.3%

92个 1481项政务服务事项“一站式”服务，
“一窗综办”率达到 100%，1299项“最多跑一次”，240
项“零材料提交”，“三评合一”等23项创新举措全国、
全市领先

23项

我市多个区县这两天下雪了！黔江、酉阳、秀山等区县海
拔600米以上的地区及南川、丰都、石柱、武隆、彭水等区县海
拔1000米以上的地区已出现中雪到大雪，局地暴雪。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12月27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陆海新通道运营公司了解到，25日，陆海新通道组织了老
挝本地产的900余吨大米和木炭，共68个标箱的货物，从老
挝万象南站发往中国重庆团结村站。这是陆海新通道开通中
老跨境班列服务以来首列万象回程班列，也是内地首班万象
回程班列。

陆海新通道物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中老铁路打
通了东南亚腹地，使中国与老挝、泰国、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
家拥有了便捷陆运新通道，从重庆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物
列车，目前已开行3列，累计发送货物货值达800余万元，出
口货物主要有食品、化工产品、摩配等。

本次陆海新通道中老跨境铁路（重庆—万象）回程班列的
开行，标志该路线实现了双向货运班列，有助于早日实现常态
化，有助于重庆加速融入“一带一路”和中老经济走廊建设，也
将为重庆进出口贸易注入活力，使贸易链进一步深化。

陆海新通道（重庆-万象）
回程班列顺利开行

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中的金凤实验室。（摄于11月22日）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南川区金佛山景区药池坝，游客在雪地里玩雪。
通讯员 胡波 摄/视觉重庆

▶奉节，三峡原乡旱夔门银装素裹。 王传贵 摄
（相关报道见6版）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
本性问题。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12 月 25 日至
2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分析当前“三农”工作
面临的形势任务，研究部署2022年“三农”工
作。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的战略高度，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必须着眼国
家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措施要硬，执
行力要强，确保稳产保供，确保农业农村稳定发展”。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
环境、散发多发的局部疫情、极为异常的极端天气等困难挑
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扎实推进“三农”各
项工作，农业生产保持稳中有进，粮食产量
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脱贫攻坚成果得到
巩固和拓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
伐，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
础。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驰而不息重农强农的战略决策完全

正确，党的“三农”政策得到亿万农民衷心拥护。
明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做好“三农”工作、稳定“三农”这

个基本盘，对于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
境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必须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
础，更好发挥“压舱石”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下转2版）

稳住农业基本盘 守好“三农”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