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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昱

一技在手，就业不愁！渝派
裁缝、云阳面工、黔龙海运、巴渝
大嫂、苗家巧手、边城秀娘……
这些在重庆人心目中耳熟能详
的劳务品牌，有着鲜明地域标
记、过硬技能特征和良好用户口
碑，输出规模大，带动作用强，不
仅是推动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
兴的有力推手，也是拉动就业增
长的重要力量。

劳务树品牌，就业有保障。
一个叫得响的劳务品牌，是市场
上抢手的香饽饽，可使劳动力获
得更加广阔的就业空间，有效带
动一大批劳动者就地就近就
业。以云阳面工为例，该品牌就
在重庆市内带动了巫溪、奉节、
城口、万州等区县近 15 万人投
身面条加工行业。当前，劳务经
济已进入品牌化经营时代，依托
本地的资源特色、人文历史优
势，大力培育劳务品牌，提升品
牌知名度、认可度和美誉度，将
品牌优势转化为就业优势，可谓
正当其时。

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重
庆目前重点培育打造了77个劳
务品牌，这些劳务品牌旗下从业
人员规模达200万人，可谓成绩
斐然。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重庆
劳务品牌行业总体还处于价值
链低端，人员结构呈现“年龄高、
学历低、技能低”，很大程度上制
约了劳务品牌的提升和发展。

同时，随着全社会机械化智能化
程度不断提升，一些行业对工人
的需求量和依赖性正在大幅下
降，提升劳务品牌行业竞争力迫
在眉睫。

《重庆市就业促进“十四五”
规划》提出，要开展劳务品牌创
建及乡村振兴就业增收工程，推
动地域特色鲜明、行业领先、技
能突出的领军劳务品牌持续涌
现。为此，要加快劳务品牌发展
提升，大力提高技能含量，紧贴
市场需求，重点抓好“订单培训”

“定向培训”，全面推进现代学徒
制，推动劳务品牌发展由数量粗
放型向质量产业型转化。

让劳务品牌变成就业名片，
相关政府部门大有可为。一方
面可广泛开展区域间劳务协作，
搭建长期稳定的劳务输出渠道，
并强化线上求职招聘和跟踪服
务，为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
点群体在劳务品牌所涉领域就
业择业打造服务平台；另一方面
要持续提升劳务品牌影响力和
竞争力，如开展劳务品牌征集评
选、组织劳务品牌竞赛、选树劳
务品牌形象代言人、讲好劳务品
牌故事等。

多为劳务品牌培育提供土
壤与水分，多为人才成长提供阳
光和雨露，定能让更多技能人才
脱颖而出、茁壮成长，让更多劳
务品牌拔节育穗、收获金黄，为
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就业增加“底
气”。

让劳务品牌变成靓丽的就业名片

重报时论

本报讯 （记者 夏元）4 月 27
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住房公积金一
体化发展第三次联席会暨住房公积金
第三批“川渝通办”事项发布会，通过视
频会议方式在成渝两地举行。会上发
布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和“租
房提取住房公积金”这两个“川渝通办”
事项，川渝两地可实现全程网办、代收
代办和两地联办。

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负责人介绍，
此次发布的两个“川渝通办”事项，主要
方便两地群众跨区域缴存使用住房公
积金。比如，某人在成都缴存住房公积
金，后来被派遣到重庆工作，此前他提
取个人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本息时必

须回成都申请办理，而现在可以通过重
庆市公积金中心直接申请办理提取，大
大节省了办理时间。

据介绍，自2020年川渝两地开展住
房公积金一体化发展以来，截至今年3
月，两地累计办理异地转移接续1.61万
人次，转移金额2.86亿元，累计发放异地
贷款4604笔，发放金额16.63亿元。

“合作机制更加健全，信息共享提

质增效，跨区域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深
化执法司法联动，强化成渝‘双核’引领
和毗邻合作走深走实，是近年来川渝两
地住房公积金一体化发展呈现出的6
个特点。”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负责人
表示，此前，川渝两地住建部门已推出
两批共10个“川渝通办”事项，通过信
息共享打通了住房公积金系统信息壁
垒，实现50多项住房公积金信息实时

“秒级”在线共享，公积金转移接续时间
压缩至最快当天办结，异地贷款缴存使
用证明和贷款全部还清证明率先实现
跨区域全面“双无纸化”，推动异地贷款

“一地办”。
另外，川渝两地住建部门还在全国

首创资金融通使用，带动成渝两地灵活
就业人员12多万人参加住房公积金制
度试点。

住房公积金“川渝通办”又添便民新举措

在四川缴存住房公积金 在重庆可直接申办提取

本报讯 （记者 夏元）4 月 27
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
节点（重庆）建设项目在璧山区举行启
动仪式。启动仪式上，两江新区水土新
城、西部（重庆）科学城璧山片区和重庆
经济技术开发区这3个重庆数据中心

集群内的起步区获得授牌；多个数据产
业重点项目达成合作签约；南岸、璧山
等7个区县成为重庆市电子政务云平
台“两地三中心”区县获得授牌；由市内
多个数字经济企业组成的东数西算（重
庆）产业联盟成立。

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
四部委正式复函同意在成渝地区启动
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
点，规划设立重庆数据中心集群，并围
绕该集群抓紧优化算力布局，平衡好
重庆与周边城市的算力资源部署，做
好与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相衔接工
作。

“为融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推
进成渝国家枢纽节点（重庆）建设，实
现数据中心集约化、绿色化发展将是
重庆数字经济建设的‘重头戏’。”市大
数据发展局负责人表示，目前重庆数
据中心集群已具备9万个机架、45万
台服务器的支撑能力，集群内的3个
起步区建设发展势头良好。其中，两
江新区水土新城已建成超大型、大型
数据中心9个，具备8万个机架、39万
台服务器支撑能力，占全市总量8成
以上，是西部地区集中度最高、规模最
大的云计算基地；西部（重庆）科学城
璧山片区先进数据中心由中科曙光承

建，采用行业领先的曙光浸没液冷系
统，形成了集通用计算、异构计算、智
能计算为一体的数据平台；重庆经济
技术开发区已建成江南大数据产业
园、京东探索研究院超算中心、易华录
数据湖等多个发展载体。

市大数据发展局表示，“十四五”期
间，我市将与四川协同建设全国一体化
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优化数据中心
和存算资源布局，引导数据中心集约
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推动算力、算
法、数据集约化和服务创新，重点推动
起步区建设，形成一批“东数西算”典型
示范场景和应用。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重庆）开建
东数西算（重庆）产业联盟成立

□本报记者 夏元

4月27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
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重庆）启动建
设，重庆吹响了加速建设全国一体化算
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冲锋号”。抢
抓全国“东数西算”重大机遇、加快打造
数据中心集群，重庆又向前迈出重要一
步。

啥叫“东数西算”？先要明白何为
算力和算力网络。“打个比方，算力网络
好比是电网，算力好比就是电。”市大数
据发展局负责人介绍，通过电网传导
电，我们才能使用洗衣机、电视机等家
电，而在人工智能的世界，必须有算力
和算力网络，人脸识别、自动驾驶等智
能功能才能正常使用。

在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下，作为其
核心生产力的算力及算力网络，已成
为影响国计民生的关键基础设施。正
是看到这一趋势，今年2月，我国在成
渝、京津冀等8个区域布局建设国家

算力枢纽节点，同时规划了张家口集
群等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全面启
动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东数
西算”工程。

其中，“东数西算”中的“数”指的是
数据，“算”即为算力。按照“东数西算”
布局，成渝等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作
为我国算力网络的骨干连接点，将大力
发展数据中心集群，要像“南水北调”

“西电东送”一样，推动东西部的云计
算、大数据协同建设。

在全国“东数西算”工程中，重庆
被明确要求建立数据中心集群。“重庆
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
上，因此重庆数据中心集群肩负着‘承

东启西’的战略使命，我们将不断培育
算力网络‘新力量’，建成为国家（西
部）算力调度中心和西部国际数据门
户。”市大数据发展局负责人介绍，目
前重庆数据中心集群已培育形成两江
新区水土新城、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西部（重庆）科学城璧山片区等3个
起步区，并且发展态势良好。

比如，作为重庆市政务云同城双
活中心、重庆市第一批政务数据协同
试点区县和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
数据专用通道示范园区的西部（重
庆）科学城璧山片区，正在培育形成
以中科曙光为代表的半导体和高端
芯片产业链，搭建数字经济发展新引
擎。另外，包括重庆高新区、万州、涪

陵、九龙坡、巴南、长寿等多个区县，
也在全市统筹下积极布局新型数据
中心建设。

在重大项目上，当前重庆正加快算
力中心部署，包括推动华为人工智能计
算中心、西部（重庆）科学城先进数据中
心等项目建设。围绕先进计算产业链，
重庆正积极招引百信信息等20多家上
下游企业，推动全市先进计算产业“补
链成群”。

此外，目前市大数据发展局正对接
重庆大学、中科院绿色智能研究院等，
同时联合华为、中科曙光等龙头企业筹
建重庆市先进计算研究院，通过开展技
术创新、人才培养和产业应用，加速建
成先进计算产业生态圈。

“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承东启西”战略使命在肩——

重庆加快打造数据中心集群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4
月27日，记者从市财政局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获悉，一季度，全市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572.2亿元，同比
增长1.1%，继续保持稳的态势；全
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32.3 亿
元，同比增长9.7%。

收入仅增长1.1%，支出为啥
仍然保持较大增长幅度？“这是为
达到逆周期调节的目的实施的调
控举措。1232.3亿元的支出重点
支持了科技攻关、生态环保、基本
民生、区域重大战略、现代农业和

‘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市财政
局副局长王银川表示。

具体来看，1至3月，我市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234.6
亿元，同比增长 10%；科技支出
18.1亿元，同比增长25.3%；节能
环保支出 48.5 亿元，同比增长
11.7%；交通运输支出84.8亿元，
同比增长 31.5%；城乡社区支出
86.6亿元，同比增长4.8%；农林水
支出60.8亿元，同比增长8.9%；社

保就业支出278.1亿元，同比增长
4%；卫生健康支出112.4亿元，同
比增长5.7%；住房保障支出41.8
亿元，同比增长9.1%。

据了解，一季度我市科技支
出增长较快，主要原因是兑现去
年市里出台的科技创新“财金30
条”政策，加大了对科技创新的激
励、奖补和直接支持；交通运输支
出增幅比较高，主要是为了提速
推进交通强市建设，全力推进交
通领域基础设施项目，加快形成
投资放量。

记者还了解到，为加大基本民
生的投入保障力度，今年一季度全
市1232.3亿元的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中，直接用于民生的支出达到
980亿元，占80%左右，跟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11%。住房保障、卫
生健康、教育等支出增速较高，使
得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婴幼儿照
护、义务教育“双减”、社区体育文
化公园建设等一系列重点民生实
事得以稳步推进。

1232.3亿元
一季度重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9.7%，直接用于民生的支出同比增长11%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记
者 4月 26日从市发展改革委获
悉，一季度市级重大生态环保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24.8亿元，投资进
度达25.5%，高于市级重大项目平
均水平3.6个百分点，同比提高了
12.5%。

2022年重庆共确定54个市
级重大生态环保项目，涉及总投资
853.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97.1亿
元。从一季度情况来看，市级重大
生态环保项目中，续建和完工项目
的投资进度达到32.1%，同比提高
了15.4%，为推动项目早日完工发
挥效益增添了动力。

备受关注的广阳岛生态修复
二期项目在一季度抢抓春季植树
黄金时间，开展苗木种植和区域优
化提升，补植果树400多棵、乔木
150多棵、竹子1000多丛，同时进
一步完善驿站设施，并计划建设体
育活动设施。广阳湾生态修复项
目一季度完成乔木种植1200余
株、土壤改良50%，目前正在抓紧
推进乔木栽植和保留建筑风貌改
造施工，预计年底项目主体完工。

为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

修复，今年市级重大生态环保项目
中有25个生态系统修复治理类项
目，总投资729.3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63.7亿元。一季度，这批项
目已完成投资19.5亿元，投资进
度达30.7%，高于市级重大项目平
均水平8.8个百分点。

为保证项目建设“源头活水”
充足，重庆积极创新财政资金使用
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激励引导
作用，引导社会资本、金融资金投
入生态环境保护。据统计，今年市
级重大生态环保项目中，共有企业
投资项目38个，占比达70.4%；年
度计划投资79亿元，一季度已累
计完成投资21.1亿元，投资进度
达26.7%。其中，有12个项目计
划在今年新开工建设，总投资69.7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市级重大生态
环保项目已经形成“长流水”良性
循环机制，建成一批后，还会加入
新的项目。据悉，重庆共确定了
11个生态环保领域2022年市级
重大前期规划研究项目，预计总投
资144亿元，目前正在加快推进可
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

24.8亿元
一季度重庆市级重大生态环保项目完成

投资同比提高12.5%

□本报通讯员 王淼 张保鹏

近日，璧山丁家街道三五村熊家院
子，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和村民围坐
一堂，开起了一场特别的院坝会——村
干部和“院落长”、群众面对面交流，宣
传惠民政策，听取民情民意，共话乡村
振兴。

“今天的主题是拉家常，大家有什
么心里话都可以说。”三五村驻村第一
书记沈华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我的猪去年得了病，钱没赚到
还赔了不少，这种情况啷个办？”有
村民就如何避免养殖环节的损失提
问。

“现在大家发展生猪、玉米、水稻都

可以上保险，一旦发生重大疫病或自然
灾害，保险公司会对大家的损失给予一
定补偿。”沈华耐心地为大家讲解养殖
业保险，并围绕乡村发展、种粮补贴等
内容进行了宣讲解读，给群众吃下了

“定心丸”。
“另有个好消息，上次熊大哥反映

的柑橘销售难的问题，经过大家共同努
力，5000斤柑橘已经全部售出。”沈华
捎带着反馈了上一次院坝会收集到的
群众诉求的落实情况，这下彻底打开了
群众的“话匣子”。

“我家里还有100多个鸡蛋”“我家
有十多只公鸡”……每个院落的“院落
长”将这些问题一一记录下来，争取尽
早解决并反馈给村民们。

说到“院落长”，这也是三五村的新
事物。今年，三五村积极探索改善基层
治理模式，在全村开展“院落长”制，促
进乡村治理水平提升。

据沈华介绍，村里根据合村并组
之前的小组情况和院落布局，在每个
集中院落确定了一名“院落长”，由有
公益心、品行端正，且在群众中有威信

的村民担任。
“院落长”在协助村“两委”和小组

长做好党的政策宣传、人居环境整治等
乡村治理各项工作之外，还在茶余饭后
组织动员院落村民召开院坝会，保证全
村村民家里事有人管、发生困难有人
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院落长’对
强化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起
到了很好的作用，不论是现场问题解
答，还是后续工作落实，群众都很满
意。”沈华说。

“院落长”来服务 院坝会解民忧

近年来，荣昌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以城市品质提升为主线，在细微处
狠下“绣花”功夫，着力提升城市环境品
质，城区公园增加至35个，城市建成区
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39%、42%，新
增绿地量90万平方米，让市民的生活空
间逐渐变成让人向往的“诗与远方”。

图为4月27日拍摄的荣昌区即将于
5月投用的迎宾儿童公园。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建公园增绿化
人居环境变化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