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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随着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在重
庆落地，今年“五一”假期，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支付已悄然成为
重庆消费市场的新时尚。

5月2日，两江新区鸳鸯街道金州社区居民刘欣来到光
环购物公园，在荷家饼屋挑选了几样糕点。在收银台付款
时，她主动向营业员提出用数字人民币支付。只见她打开
手机上的“数字人民币”App，调出支付二维码，通过扫描仪
扫描迅速完成了数字人民币付款。“用数字人民币付款跟用
微信、支付宝支付一样方便，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头就行。”刘
欣说。

“五一”假期前三天，记者走访调查发现，我市中心城区不
少超市、餐厅、影城等消费场所，收银台前不时有消费者使用
数字人民币付款。

据了解，目前我市中心城区“商旅文体”领域的不少商家
都开通了数字人民币支付服务，消费者“吃喝玩乐游购娱”都
能使用数字人民币付款。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美团、
京东和唯品会等电商平台，重庆市民也可使用数字人民币付
款。这意味着，我市作为数字人民币第三批试点地区，数字人
民币应用正加速落地。

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启动2022爱尚重庆·乐享“五一”
数币惠民消费活动，商文旅、吃住行、游购娱等各环节，都有发
放数字人民币消费券、红包以及折上折等优惠活动，也吸引众
多市民掀起了数字人民币消费热潮。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重庆将突出重点场
景，建设数字人民币应用环境，打造一批数字人民币特色商
圈。同时，突出重点企业，引导嵌入数字人民币支付方式，发
展“绿色普惠+高频消费”线上业态；突出重点活动，发放消费
红包，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潜力。

数字人民币支付
成重庆“五一”消费新时尚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 见习记者 刘旖旎）重庆
日报记者近日从两江生命科技城揭牌仪式上获悉，两江新区
已将生命健康产业定位为汽车和电子之后的第三大支柱产
业，并提出到2025年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

按照规划，未来3年，两江新区力争培育和引进1—2家
营业收入超过50亿元的龙头企业、5—8家营收达到20亿元
级企业、5—8家上市企业，并在若干细分领域形成30家以上
的“专精特新”企业。同时，力争在研新药品种超过20个，力
争实现化学创新药、生物制品上市批文零的突破，力争获批
创新医疗器械2—3个。

为实现上述目标，两江新区将构建生命健康产业发展
的“3+3”产业体系，形成“一城两园”集聚发展的空间格局。
所谓“3+3”，即医疗器械、生物制品、化学制剂三大主导产
业，以及新中药、新服务、新医疗三大新兴产业。“一城”，即
两江生命科技城，重点聚焦医疗器械、生物制品、化学制剂、
新中药、新服务等产业发展，致力打造形成“总部基地—研
发中心—制造基地—服务平台”全域发展的产业集群。“两
园”，即照母山数字医疗产业园、明月湖生命科技创新园，聚
焦数字医疗产业，发展新医疗，推动数字医疗新场景、新模
式应用。

扶持政策方面，I类新药单品种创新研发最高可获3700
万元补贴，I类新药单品种产业化最高可获5400万元奖励，新
型服务平台建设最高可获8000万元扶持，国内外顶尖的一流
科学家及团队最高可给予1亿元经费资助。

两江新区构建
“3+3”生命健康产业体系

百度网友“wyler田明8”：
散步的时候才发现后面有红岩文化公

园，还有这样一个充满历史的《新华日报》总
馆旧址，朴实的山地台院，穿梁式坡屋顶，巴
蜀传统建筑风格，仿佛可以感受到当年忙碌
出报纸的情形，值得参观。

大众点评网友“重庆小吃货”：
下午来阳春湿地公园走走，在珠江站公

交站下的车。下去就是好大一片花海，很多
人拍照。顺着小路下去吹吹江风，风中还带
着青草香味。靠近江边，人一下子就进入安
宁的状态，是散步的好地方。

网友“胖伦的奶茶”：
两江新区山地运动公园简直是滑平衡车

绝佳的公园！第一次来有被惊艳到，孩子来
了都舍不得走。重庆就该多一点这样的公
园！赞！ （相关报道见3版）

更多精彩内容

扫一扫

就看到

■凝聚人心，走好同心路
■选出能人，走好致富路
■保护生态，走好转型发展路

4月24日，大渡口区跳磴镇蜂窝坝村驻村第一书记杨衍育（左一），在施工现场给村民讲
解注意事项。 记者 陈国栋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近日，市住房
城乡建委发布2021年度重庆城市体检报
告。体检结果显示，中心城区整体状况稳中
向好，五项优势持续巩固，四项短板有所提升。

为推动建设没有“城市病”的城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于2019年启动城市体检试点
工作。2020年6月，重庆入选全国第二批
36个城市体检样本城市。

优势持续巩固
重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空气优

良天数占比从 86%提高到 2020 年底的
91%。

山水特色鲜明优势不断发挥。去年，半
山崖线山城步道对外开放，“山城步道”建成
273公里，较首轮体检新增135公里。

“两江四岸”重要节点治理提升取得阶
段性成效。城市亲水空间、公共开敞空间、
公园绿地、山水风貌保护4项指标居民满意
度均较高。

“清水绿岸”治理成效持续显现。2020
年底，全市42个国考断面水质均达优良，

在北京、上海等12个主要样本城市中排名
第一。

社会保障不断完善。2020年底，中心
城区公租房较首轮体检增加4000套，总量
达37.8万套。新市民、青年人住房保障覆盖
率达到41.6%。

短板有所提升
山水资源价值逐步展现。“两江四岸”治

理提升、“清水绿岸”治理提升等系列行动不
断推进，城市山水资源价值不断提升。

文化保护弘扬力度不断加大。去年，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率达67%，较首轮体检
提升17个百分点。截至2020年底，城市挂
牌历史建筑195个，较首轮体检增加38个，

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体系逐步完善。
创新实力不足等短板提升工作成效显

现。2020年底，我市高新技术企业从1650
家增加到2309家。其中，万人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2.23个，较首轮体检（1.87个）增长明
显。

区域辐射能力有待继续提升。2020年
底，驻渝外事领馆12个，较首轮体检新增2
个；本地企业在外地分支数和向外地企业投
资数，在12个主要样本城市中分别排名第9
和第8。去年，高铁4小时覆盖地级及以上
城市从24个增加到25个。

“城市病”得到稳步改善
据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2021年度城市体检报告中，我市有不少
“城市病”得到稳步改善，其中3项改善效果
明显：

老旧小区改造成效显著。去年中心城
区累计完成改造200个小区，惠及12.4万户
居民。

养老文体设施增加明显。2020年底，
社区养老服务站覆盖率较首轮体检提高3
个百分点以上；体育设施15分钟步行覆盖
率均较首轮体检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

城市道路交通运行基本保持平稳，与
首轮体检相比，主要道路高峰小时运行车
速、轨道站点与公交车站100米内接驳换
乘比例、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3项指标提
升明显。

2021年度重庆城市体检报告显示

五项优势持续巩固 三项“城市病”改善明显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聚焦企业“急难愁盼”，4月28
日，巴南区出台助企纾困提能十条措施（简称“巴十条”），新
安排区财政资金约6000万元，支持辖区内企业生产发展。

“巴十条”具体包括：涉及金融惠企1条，即推出“巴实
贷”信贷产品；支持科技创新1条，鼓励科技成果就地转移
转化；支持工业企业发展4条，鼓励工业企业增收增产、支
持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技改升级、支持工业企业创新发
展、加大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支持农业发展1条，即实施
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促进消费1条，支持文商旅融合发
展；降低企业成本等政策2条，即降低企业入驻线上平台经
营成本和加大政府采购支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据介绍，“巴十条”仅针对工业企业的扶持政策奖补资
金就达3000万元，“巴实贷”首期投入风险补偿金1000万
元，支持农业企业贷款贴息500万余元，发放消费券500万
元，鼓励科技创新奖补资金400万元，预计撬动社会资金投
入110亿元。

此外，“巴十条”运用“巴巴实”平台精准匹配功能，将各
项惠企政策点对点推送给适配企业，确保企业“看得到”政
策。同时，通过图文解读、邀请行业专家网络直播等方式，让
政策送达范围更广，确保企业“读得懂”政策。巴南区还创新
推出自行研发运营的集“吃住行游娱购”为一体的“巴实游”
平台，确保500万元消费券等纾困政策落到实处。

巴南区出台“巴十条”
助企纾困

□新华社记者 陈芳 董瑞丰 申铖 张千千

4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落实这次重要会议的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就要在“高效”
上想办法，在“统筹”上出实招，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坚决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坚持动态清零，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本轮疫情较为严重的长春市、吉林市，4月28日起逐步

解除全市社会管控。截至当天，吉林全省粮食作物完成播种

1416.99万亩，整体播种进度同比快3.82个百分点。
一度按下“慢行键”后，深圳速度加快“返场”。4月27

日，深圳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064.61亿
元，同比增长2.0%。经济的有力脉动正在回归。

这一幕幕，让人不禁联想到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率先控制
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实现经济正
增长。

“两年多的抗疫实践证明，发现一起、扑灭一起的动态清
零，路子是对的，效果是好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表
示，稳定的疫情防控形势为我国保持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
环境。

（下转2版）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系列述评之二

□本报记者 陈国栋 实习生 卞立成

过去，工程车辆进出村庄，习惯“等靠
要”的村民阻工要求留下“买路钱”。驻村第
一书记带领村里党员干部入户做工作，又带
领党员外出考察看差距，如今村里人和心
齐，忙着推进项目建设。

曾经，村党支部软弱涣散，缺乏群众认
可的主心骨。在外经商的优秀党员被回引
到村里任职，与驻村第一书记一道带领父老
乡亲抓发展，如今，村里柏油路修通了，产业
已具雏形，致富道路越来越宽广。

昔日，采矿给村民带来不错的收入。矿
山关停后，村里遭遇发展阵痛，如何实现转
型发展？驻村第一书记帮忙出点子、策划项
目、争取资金，不仅留住了绿水青山，还即将
变成金山银山。

……
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大渡口区以党建

为引领，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选好“头
雁”、凝聚人心、壮大产业，扎实走好同心路、致
富路、转型发展路，乡村振兴呈现出蓬勃生机。

凝聚人心走好同心路
过去村民对村里事务不关心，

如今成了热心肠

4月24日下午，大渡口区跳磴镇蜂窝坝

村水门洞，十多位村民在工地上忙碌。驻村
第一书记杨衍育一边劳动，一边给大家提醒
注意事项。

这里正在建设露营基地。大家积极性
很高，不计报酬，义务参加劳动，争取让项目
在“五一”期间开门迎客。

“以前，这种情况是难以想象的。”前几
年，村里班子能力不强、党员作用发挥不好，
村党支部被作为软弱涣散整顿对象。杨衍
育去年12月到村里任职时，发现大家对村
里的事务漠不关心，喜欢“等靠要”。

杨衍育到村刚20天，村里就发生了一
件让他“汗颜”的事——承担重大建设项目
的工程车路过村里，11名村民带头拦车，要
求留下“买路钱”“污染费”。在大渡口区公
安分局从事政工工作多年的杨衍育意识到，
事情的根源在于村里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思
想观念有问题。

鉴于项目有严格的工期要求，不能耽搁，
次日，杨衍育紧急召集在村的党员干部开会，
自己带头检讨，每个党员逐一剖析，统一思想
认识。会上，他分享了自己做群众工作的方
法，然后安排两人一组，分头入户做工作。

“今天工作做不通，大家都别回家睡觉，
我也一样！”走出会场，他带上铺盖卷就往村
民家里走，其他的党员干部也纷纷出发。

在带头阻工的村民家里，党员干部一边
帮忙扫地、理菜，一边跟村民摆“龙门阵”。
几小时过去，村民们慢慢冷静下来。党员干
部们看准时机，讲政策、讲法律，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天黑之前，每个党员都回到了各
自的家——村民心里的疙瘩都解开了，承诺
不再阻工。 （下转2版）

大渡口区破解乡村振兴难题

党建引领走好“三条路”

4月28日，九龙坡区凌江园，市民在此散步、玩耍。该公园分区明确，有主入口景观区、观江平台、坡坎崖绿化区及体育运动区等，是
周边居民的休闲好去处。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