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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亚同 通讯员 邓小强

2 月 2日是大年初二，下午两点
过，大足区龙石镇万福村一组村民朱
国平正陪亲戚摆龙门阵，看到村干部
领着三个人奔着自家而来。

“大过年的，这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吗？”朱国平有些疑惑，但进门就是客，
她连忙迎上前招呼。前来的三人，衣襟
上都挂着红色的龙石镇人大代表证件。

“我是镇人大主席吕晓琴，来龙石
镇工作半年多了，这段时间大家回家乡
过年，我来看看大家。”吕晓琴说明自己
的来意：一是作为人大代表回到自己的
选区，和选民见见面；二是介绍下镇里
的发展形势；三是想听听大家对家乡发
展的建议。

“大家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对于家
乡发展一定有好的见解，今天请畅所
欲言。”吕晓琴招呼朱国平一家及做客
的亲戚、左邻右舍的群众，在院坝上围
坐一圈，一场临时发起的“院坝会”热
热闹闹地开始了。

朱国平的邻居陈光明常年在重庆
中心城区做销售工作，健谈的他首先拉
开话匣子：“要说建议，最想提的就是希
望镇里‘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归’。谁
不想在家门口就能发展产业？要是镇
上能够牵头启动一些合适的项目，我愿
意积极参与。”他特别补充说：“不需要
政府给资金、给补助，只要有好的项目
就行。”

朱国平的弟弟朱国建表示赞同：
“出去闯荡最后还是想叶落归根，早点
回来。”他常年在云南省楚雄销售五金
产品，如今也希望能有机会回家乡投
资。

朱国平是个女强人，在四川成都经

营一家制衣厂。此刻她也有了回乡投
资的念头：“我可以考虑回龙石办一家
制衣厂，利润薄一些都没问题。”

吕晓琴边听边记下几人的想法。
她介绍说，龙石镇正在打造“多彩龙石、
美丽乡村”，千方百计让适合当地的产
业项目落地。

除了谈产业，在场村民对于高品质
乡村生活也提出了自己看法。朱国平
的邻居赵德英平时在云南生活，春节才
回老家，她认为村里还可以进一步改善
相关基础设施：“我们万福新村院坝宽
敞，就是没有娱乐设施，希望能安装健
身器材。”

陈光明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再
安装点路灯，晚上走路方便。”

“对面那个公路弯道大，可以考虑
安装个减速带。”朱国平说。

……
小小龙门阵越摆越欢畅，越聊越轻

松，一会儿功夫就吸引了众多附近的村
民。不管是常住村民还是返乡人士，大
家坐在院坝里，你一言我一语聊起了产
业，谈起了发展。

吕晓琴感叹：“也就是过年才有机
会和大家聚在一起，才能听到这么多有
价值的信息。”她提议建一个微信群，方
便外出村民随时关注家乡发展。

“院坝会”接近尾声。吕晓琴告诉
大家，春节后镇里将专门研究、分析村
民的意见建议，给大家一个答复。随
后，三位镇人大代表又前往另一位返乡
村民家中走访。

“趁着春节大家都在家，一定要多
听听村民的‘好声音’。”在镇人大主席
团的组织下，这个春节，龙石镇人大代
表们马不停蹄走访各村社农家，过得忙
碌又充实。

“大家见多识广，对于家乡发展一定有好的见解”

大足乡镇人大代表“拜年”听民声

□本报记者 戴娟

一边是防疫专员上门挨个登记企
业返工人员信息，帮助企业做好闭环管
理；一边是已开工企业自动化生产线高
速运转，各岗位工人有条不紊作业。2
月6日，虎年第一个工作日前一天，重
庆日报记者走进铜梁高新区看到，常态
化疫情防控下，园区企业陆续复工复
产，已开工企业更是纷纷加大力度赶订
单、抢市场、强技改，全力冲刺工业经济
虎年“开门红”。

走进鹿客重庆智能安防设备产业
园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全自动化的生
产线正在高速运转、紧张作业，工人们
正在各自的工位上忙碌着，抛光、打磨、
组装、质检等作业有序推进，确保每一
把出厂的智能门锁能正常、稳定地使
用。

该产业园自2019年 4月份建成
投产以来，通过用互联网技术、数字
化的手段重塑门锁行业，从“制造”变
成“智造”，以智能门锁为核心，打造
属于中国的高端科技智能安防品牌，
同时还创造了智能电表、智能水表、
智能公寓管理系统、智能门禁等家用
品牌，实现了由“一把锁”到“一个家”
的全产业链发展，去年产值突破8亿
元。

“农历虎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我
们的目标是10年内把这里打造成为全

国出货量最大的智能门锁产业基地、配
套最齐全的智能安防产业园。”该产业
园负责人表示。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园区内企业陆
续复工复产。铜梁高新区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安全风险防范工作，高新区安排118名
防疫专员精准对接辖区648家企业，全
面排查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和市外来铜
返铜人员信息，加强人员管控排查，组
织企业有序复工，做好闭环管理、核酸
检测、隔离观察等防控措施。同时，督
促企业做好复工前生产安全设备检查，
对特种设备、危化品存储、生产设备、消
防设施等各类安全隐患进行拉网式排
查，督促企业紧绷安全生产弦，加强隐
患排查治理，切实做好复工复产安全生
产工作。

据悉，未来五年，铜梁高新区将抢
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重庆主
城都市区发展的重大机遇，聚焦园区
规划建设、产业培育、招商引资、改革
创新、管理服务、基层党建等六大任
务，努力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加快构建“3+N”产业集群，奋
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创新成果
转化基地、现代制造业基地，力争到
2026年工业总产值突破1400亿元，
工业产业集群达到两千亿级，全面形
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集约高效的现
代产业体系。

打造全国最大智能门锁产业基地
铜梁高新区精准服务企业助力冲刺“开门红”

□本报记者 杨永芹 廖雪梅

稳投资，保进度，这个春节长假，我
市部分重点项目工地仍是一派热火朝
天的场景，不少施工人员选择坚守一
线，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渝湘高铁建设现场：加强
检查，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

2月5日上午8时，巴南区接龙镇
中山村——渝湘高铁麦土湾双线特大
桥施工现场，22个桥墩高低错落、呈一
字形排开。

中铁十一局渝黔四标二分部工程
技术部副部长黄文哲，快速地爬上30
多米高的3号墩施工平台。

“预计9点半，装载着混凝土的罐
车将抵达。在浇筑桥墩前，我要再一次
对桥墩的施工质量和安全进行检查。
浇筑时，我还要现场指导施工。”黄文哲
告诉记者。

黄文哲来自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
参加工作5年，已在工地上度过三个春
节。

“我是主动留下来的。”黄文哲说，
春节长假期间，他每天7点就来到工
地，比平时还早。原因是每逢节假日，
项目部都要加大施工安全质量检查力
度，主要是怕施工人员出现思想松懈，

影响施工安全和质量。在施工平台上，
黄文哲逐根检查钢筋，以及每块施工模
板，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

中铁十一局渝黔四标党支部书记
周军红介绍，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是
国家规划“八纵八横”高铁的重要组成
部分，全长260多公里。全线建成后，
市民坐高铁从重庆中心城区到黔江，车
程不到1小时。渝黔四标横跨巴南区
惠民、姜家、接龙、石龙等4个镇。春节
期间，该标段有1000多名工人坚守一
线。

轨道4号线二期进入不载
人试运行阶段

2月6日早上7时，中铁八局重庆
轨道交通4号线二期常规1标项目部
副总工程师沈静赶往轨道交通4号线
二期复盛站，检查该站的工程进展和材
料准备情况。

沈静老家在四川成都，春节期间妻
子和两个孩子专程从成都赶来看望
他。他却没太多时间陪家人，一心扑在
工作上。

“车站建设进展直接关系着全线
能否如期通车。春节期间，项目部
100多人放弃休假，为4号线二期早日
建成通车保驾护航。”沈静说，中铁八
局4号线二期常规1标项目部负责二

期工程8个车站的装饰和机电安装及
全线FAS（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气灭系
统施工。春节期间，他每天都要和同
事检查车站施工安全、质量，并根据施
工进度检查每个站点施工材料备货情
况，以确定是否要提前跟材料商联系
增加订单。

记者在复盛站看到，车站主体机电
安装工程已经进入尾声，地面装饰基本
完工，进入站厅和站台的电梯以及售票
闸机等已经安装好，车站导向标识也已
标出。车站预留好了与在建轨道交通
15号线换乘通道以及与已运行的复盛
高铁站换乘通道。

“这是全线进展最快的一个车站。”
沈静自豪地说，截至目前，中铁八局承
担的常规系统1标内的8个车站主体
机电及装饰装修已完成70%，全面进
入单机调试及综合联调阶段。

据悉，4号线二期工程是我市轨道
交通重点工程，全长约32.8公里，共15
座车站，起于一期唐家沱站，止于石船
站，串联起唐家沱、鱼复工业园和龙兴
工业园。目前4号线二期列车已进入
不载人试运行阶段，年内将建成通车。

江北国际机场T3B指廊主
体结构封顶完成近70%

2月6日早上8点，中建八局木工

林勇和工友已来到江北国际机场T3B
航站楼项目工地，给大厅一层安装木
板。

林勇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最近几天
天气有些寒冷，清晨在数米高的“钢筋
森林”上安装木板，偶尔还看得见霜。
不过，几天工作下来，大家逐渐适应了
清冷的作业环境，工作起来越发得心应
手。“等我们把大厅一层木板铺好后，钢
筋工会在上面绑扎钢筋，接下来就是混
凝土浇筑。”他笑着说。

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项目正
进入指廊封顶的关键时期，为保持项目
建设进度，近百名工人春节期间加班。
随着春节假期进入尾声，江北国际机场
T3B航站楼项目的大规模复工工作也
在有条不紊地筹备中。预计初七前后，
工地将有400人左右投入紧张的建设
中；正月十五之后，整个工地的施工人
员将超过1000人。

据悉，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
项目自2020年11月进场施工以来，目
前指廊主体结构封顶已完成将近
70%，预计今年6月底可完成整个指廊
主体结构封顶。完工后，它将和同步在
建的第四跑道及相关配套设施一起投
用，使江北机场形成4条跑道、4座航站
楼布局，满足年旅客吞吐量8000万人
次、飞机起降58万架次、货邮吞吐量
120万吨的需求。

渝湘高铁等重点项目春节期间施工忙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2月 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
悉，2021年全年，市级重大项目完成投
资4093亿元，超出年度计划15.8个百
分点，较好实现了“十四五”重大项目工
作开好局、起好步的目标。

在重点工作领域中，科技创新、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提升、产业提
升四个板块项目分别完成投资370亿
元、290亿元、2132亿元、603亿元，分
别占年度计划的 131.8%、112.4%、
115.6%、110.8%，共完成投资3395亿
元，占市级重大项目的83%，引领带动
作用显著。

从市级重大项目执行情况来看，有
四个方面趋势较为明显。

一是科技创新积极推进。重庆围

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发力，加快
推进中国科学院重庆科学中心、长江上
游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等项目。加快
构建“1+N”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
累计标识注册量达到60.2亿、解析量
31.7亿次。加大5G融合应用领域重点
示范项目的策划和建设，已建成投用
5G基站7万个。

二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稳
步实施。重庆继续深化川渝合作共建
项目，完工南充至潼南高速、泸州至永
川高速、广安过境东环线及渝广高速支
线。开工建设重庆西部电子电路产业
园、遂潼环氧乙烷产业合作园等23个
项目。

三是现代产业加快布局。全市电
子、汽车、材料等领域产业项目示范带

动作用增强，两江新区京东方重庆第6
代AMOLED（柔性）生产线、永川雅迪
电动摩托车整车及配套零部件产业园、
涪陵年产600万平方英尺HDI电路板
二期等24个市级重大产业项目完工投
用。

四是城市更新提质增效。重庆强
化城市提升和城市更新，中心城区“两
江四岸”十大公共空间治理提升、重庆
东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配套工程等项
目进展顺利。长嘉汇、广阳岛、科学城、
枢纽港、智慧园、艺术湾等城市功能品
质加快塑造。轨道交通四期规划的4
条线路已开工，9号线一期已正式开通
初期运营。成渝中线高速铁路正式启
动建设，渝湘高速铁路、成达万高速铁
路等项目有序推进，渝昆高速铁路川渝

段、万开达高速公路开工建设，三环高
速公路实现全线贯通，渝黔高速公路复
线、大内高速公路、合安高速公路重庆
段同时通车，水土、蔡家、礼嘉嘉陵江大
桥和土主中梁山隧道提前通车。

此外，重庆“十四五”规划纲要明
确实施的532个重大项目（项目包），
涵盖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现代产业、
城市提升、乡村振兴、文化发展、生态
保护与修复、社会民生及治理等八大
领域。截至2021年底，532个重大建
设项目已启动实施233个，其中完工
投用、试运行 20 个，累计投资达到
3100亿元。重庆还有8个项目列入国
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目前有4个项
目已开工建设，另4个项目正在积极
推进前期工作。

去年市级重大项目完成投资4093亿元
■超出计划15.8个百分点 ■科技创新等板块带动作用显著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2月 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春
节期间新区多家大型电子企业没停工，
忙于赶订单，仅水土新城就有15000
人春节在岗。

光刻、离子注入、蚀刻、研磨、背
金……6日，位于水土新城的重庆万国
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万国半导
体）车间里，工人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上，紧张而有序地忙碌。

“公司订单充足，为及时交付订单，
春节期间产能为100%满产。”该企业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确保厂房24
小时连续生产，每日有约600人工作在
生产一线。

万国半导体是一家大型的功率半

导体企业，春节期间生产的产品包括功
率半导体晶圆芯片及功率半导体元器
件。它们将通过陆运、空运等方式销往
国内多个城市及全球多个国家，主要用
于通讯、智能家电等领域。

电子产业是两江新区支柱产业，
近年来两江新区集聚了集成电路、新
型显示、智能终端等多个电子产业细
分领域的上下游企业。今年春节期
间，其中多家企业都像万国半导体一
样开足马力忙生产。“京东方光电、京
东方电子科技、京东方显示照明、京东
方智慧电子、莱宝科技等均保持了一
定产能。”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统计，仅在水土新城就有15000人
春节在岗。

电子产业订单多

两江水土新城15000人春节在岗

▲2月6日，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项目工地，
建设者们在寒风中加紧作业。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庆新春 虎虎生威向未来

▶2 月 5 日，渝湘高铁麦土湾双线特大桥建设现
场。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上接1版）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重

庆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一些困难。比
如，需求恢复有所放缓，科技创新能力
还不强等等。存在问题并不可怕，怕的
是对其无动于衷。正视“短板”，拿出不
甘落后的状态，奋力追赶，才是一座城
市应有的气度和姿态。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2022年，无论是稳就业、保民生还
是防风险，都需要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
水平。年前召开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

也将“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作为2022
年的重点任务。这时候，坚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把经济基本盘筑得更稳更牢，
是我们面对不确定性的首要任务。

任务已定，重在落实。当前的重
庆，应当牢固树立“今天再晚也是早、明
天再早也是晚”的时间观念，发扬马上
就办和钉钉子精神，对作出的决策、部
署的工作、定下的事情，明确具体时间
节点，立说立行、紧盯不放、一抓到底，
以高效率赢得高效益、以快节奏换来大
发展。

高效益、大发展是结果，高效率、快
节奏则是方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强调，要强化效率意识。这是因为，重
大项目推进、民生实事落地，无不需要
这种只争朝夕、奋勇争先的意识。任务
一布置，就要雷厉风行，在较真碰硬上
下功夫。尤其要在看到机遇时紧盯不
放，遇到困难不退不忪，确保在发展中
占得先机。

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抓而不实等于
白抓。与“赶早不赶晚”同样重要的便
是“整巴适”。把事做实，有一个好方

法，那就是“致广大而尽精微”。致广
大，意味着大方向要正确、重点要明确；
尽精微，意味着把控好细节、落实落
小。无论是唱好“双城记”，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还是以更有效举措促进共同富
裕，都需要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细
致得当，确保干一件成一件。

时间不等人、事业不等人。全市上
下要以虎虎生威的雄风、生龙活虎的干
劲、气吞万里如虎的精神，铆足干劲、全
力以赴，真正做到开局就发力、起步就
争先，努力实现“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