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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黎韵

“沟要刨深点，先撂苗子，再统一培土。”
3月10日，渝北区玉峰山春意盎然，一摞摞
香樟树苗整齐码放在公路一旁。趁着天气晴
好，志愿者们在林业工人的指导下，挥锹铲
土、培土围堰，忙着培植新绿。

在3月12日全国植树节到来之际，我市
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义务植树活动，全市
干部群众抢抓春季造林的大好时机，植树造
林。

大规模国土绿化是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重要
举措。近年来，我市不断探索造林新模式，科
学推进国土绿化，为一片片荒山披上了绿装。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林地面积达6909
万亩，森林面积 6742 万亩，森林覆盖率
54.5%、排名首次进入全国前十。这些数据
反映了我市国土绿化的哪些亮点？呈现出哪
些新趋势？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提升森林质量
构建健康的森林生态

玉峰山森林公园是今年我市公布的64
个义务植树基地之一，整个玉峰山范围内被
纳入义务植树的区域共有170亩。“3月份以
来，向我们报名参加义务植树的企事业单位
就有20余家，市民们栽下的新树苗就有60
余亩。”该基地负责人朱嘉高说。

主城都市区土地资源有限，新增造林十
分不易。如何解决“哪里种树”“怎么种树”的
难题？近年来，我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

统治理，深挖疏林地、灌木林地等造林空间进
行营林、造林，在扩大增量的同时优化存量，
提升森林质量。

3月的玉峰山春光明媚，沿着蜿蜒的临
崖步道攀爬，一片新栽的树林便映入眼帘。

“这里原是一片马尾松林，松林病害严
重，尤其容易感染松材线虫病。”朱嘉高介绍。

大约七八年前，一场松材线虫疫病席卷
了这片森林，松材线虫病被称为松树“癌症”，
传播性强、死亡率高。为了遏制病情蔓延，当
地林业部门组织工人将疫木砍掉，再进行焚
烧。由于治理中对林木进行了砍伐，森林林

分郁闭度降低，部分林冠层还形成了较大的
林窗，成为一片疏林地。

“这些年，我们不断引入楠木、香樟、红枫
等乡土阔叶树种，将原来单一的针叶树种向

‘针阔混交’转变。”朱嘉高说，通过补植、补
造，原本斑秃的森林逐渐改善，形成了一条城
市绿带。

不只是玉峰山，目前，围绕针叶林改阔叶
林、单层林改复层林、纯林改混交林、低效林
改中高效林及景观林彩化等措施，我市“四
山”区域内共完成森林抚育32万亩，逐步构
建起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 （下转2版）

巴 渝 处 处 添 新 绿
重庆科学推进国土绿化，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新 华 社 北 京 3 月 10 日 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
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圆满
完成各项议程，10日上午在人
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号召，人民
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
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周围，奋发进取，勇毅前行，
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二十大胜
利召开，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会议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
持。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
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万钢、何
厚铧、卢展工、马飚、陈晓光、梁振
英、夏宝龙、李斌、巴特尔、汪永
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
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在
主席台前排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
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
主席台就座。

上午9时，闭幕会开始。汪
洋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应出席委员2157人，实到1969
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以
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
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政治决议。

汪洋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广泛汇聚正能量，开出满满
精气神，是一次高举旗帜、民主团结、求真务实、简约高效的
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开幕会和闭幕会，深入界别小组

听取意见，与委员共商国是。全体委员认真讨论政府工作报
告和其他报告，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等文件，围绕
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深入协商议政。委员们一致表示，要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认识新时代的原创性思
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切实增强“两个维
护”的政治自觉。要把迎接中共二十大、学习宣传贯彻二十
大精神作为今年重大政治任务，在思想引领上求实效、在协
商建言上出成果、在服务大局上有作为，为保持平稳健康的
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贡献

政协力量。
汪洋强调，今年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履职的最后一年。在

本届政协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政治组织赋予我们的责任，强调必须旗
帜鲜明讲政治、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履职尽责、必须求真务实
提高协商能力水平。四年来，我们认真践行这些工作原则和
理念，增强了政治能力、为民情怀和协商本领。在新征程上，
践行这些原则和理念必须一以贯之、做得更好。要不断增强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
担负起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
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
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
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要
坚持履职为民，深入实际察民
情，献计出力解民忧，春风化雨
聚民心，倾听人民呼声，反映人
民诉求，集中人民智慧，紧扣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议政建
言，把委员作业写在中华大地
上、写到界别群众的认可里。要
进一步提高协商质量、健全协商
制度、培育协商文化，注意总结
新鲜经验和做法，不断丰富有事
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的制度化实践，真正做到遇到问
题多协商、双向互动会协商、坦
诚相见真协商、充分交流深协
商。

汪洋强调，我们要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高举理想信念之旗，高扬团
结奋斗之帆，笃行不怠勤履职，再
接再厉续华章，交上一份五年期
的合格答卷，以实际行动迎接中
共二十大胜利召开。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
有：丁薛祥、王晨、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
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
琨、黄坤明、蔡奇、尤权、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
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
金、蔡达峰、武维华、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强、
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
席闭幕会。外国驻华使节等应邀参加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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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发表讲话

本报讯 （记者 戴娟 周尤）3月10日上午，全国政协
十三届五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重庆日报记者
获悉，今年两会期间，住渝全国政协委员紧紧围绕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参政议政，
建言献策，共提交提案114件、大会发言10篇。

其中，住渝全国政协委员同住川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
了《关于支持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的提案》和《关于支持巴
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提案》。

同时，住渝全国政协委员聚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持续改善民生、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
造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热
点问题，通过提交个人提案、大会发言和社情民意建言献策。

住渝全国政协委员表示，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于人民政协
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中华儿女
大团结、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具有
重要意义。政协委员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立足本职工作岗位，广泛团结界别群众，
把报国之志、为民之心和履职之能结合起来，埋头苦干、勇毅
前行，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责任委员”的新担当，以实际行动迎
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

住渝全国政协委员
共提交提案114件

3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闭幕。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汪洋主持闭幕会并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3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主持闭幕会并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森林覆盖率54.5%
排名首次进入全国前十

林地面积达6909万亩

森林面积6742万亩

我市科学推进国土绿化，为荒山添绿装，逐步构建起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 （市林业局供图）

川渝代表共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发展

成渝交通一体化
动脉畅通激发双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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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推荐35个
优质粮食作物主导品种
今年水稻品种优质率力争达75%

数读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冉罗楠）3月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2022年科技创新工作会上获悉，
今年我市将聚焦“科技政策落实年”，构建系统完备扶持体系，
加快发展高质量创新主体，力争科技型企业突破4万家、高新
技术企业突破5500家。

围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今年我市将启动实施科
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推进规上工业企业研发
机构倍增计划，支持企业创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
新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依托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体系化、任
务型创新联合体，正向激励企业创新，反向倒逼企业创新，
集中培育一批带动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
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
强、经济强的通道。

我市将加强重庆大学、西南大学“双一流”建设扶持力度，
鼓励市属高校建设特色高水平大学，发展电子信息、人工智
能、材料科学、能源动力、交通运输、医工交叉等新工科，布局
建设脑科学、基础数学、量子器件等基础学科研究中心。

今年重庆科技型企业
力争突破4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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