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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盈）近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国家补贴（以
下简称“国补”）“暂停”的消息在社交媒体
上引发热议，重庆也在“暂停”之列。对此，
6月6日，记者咨询市商务委获悉，目前，第
二轮补贴政策正在筹备中，预计6月上旬正
式出台。

不久前，云闪付App重庆消费品以旧
换新页面的一则公告引发热议——绿色智

能家电、家装厨卫“焕新”27个小类补贴资金
已使用完毕，6月2日和3日分别停止消费券
和资格码申领。而在电商平台，“国补”页
面也提示，活动升级中“无法领取、使用国
补优惠”。

对此，早在5月23日，重庆市商务委在
官网回复市民咨询时明确表示：“相关部门正
在起草第二阶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各板块
的补贴标准、补贴类别和申报方式等，以后续

正式文件为准，预计6月上旬出台。
据悉，自2025年初启动新一轮以旧换

新政策以来，截至5月26日，全市家电以旧
换新直接拉动消费超60亿元，政府补贴资
金累计发放超12亿元，惠及消费者超百万
人次。政策不仅覆盖了冰箱、洗衣机等传统
家电，还创新地将饮水机、净饮机、空气净化
器、投影仪等6类智能家电纳入补贴范围，
单件产品最高补贴比例达20%，每件补贴上

限2000元。此外，汽车、家装厨卫、电动自
行车及数码产品等领域也同步发力，形成多
品类联动效应。

重庆市商务委提醒消费者，近期社交平
台上关于“国补政策”信息较多，切勿轻信非
官方账号发布的“内部消息”或“独家解读”，
谨防被误导。市民可通过“渝快办”App首
页“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或重庆市商务委
员会官网获取权威信息。

新一轮“国补”政策预计6月上旬出台
市商务委提醒：消费品以旧换新，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内部消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周芳

2025年全国高考今日开考，重庆各考点
准备情况如何，与往年相比有哪些不一样？6
月6日，记者跟随市教育考试院工作人员前
往重庆市朝阳中学考点进行现场打探。

安检
人防、技防、智防结合

当日下午，在朝阳中学大门口，“重庆市
2025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北碚区朝阳中学
考点”的红色横幅格外醒目，校门入口处立
着几块写有“考场由此去”等字样的提示牌。

考点外已拉起警戒线，教学楼显示屏上
清晰地显示着考试科目及时间安排。

朝阳中学校长饶亚介绍，朝阳中学考
点今年共设有72个考室，有2065名学生参
考。饶亚表示，学校高度重视安全防控和
考试纪律，配备了智能安检门、更新了5G
屏蔽仪等设备，严格落实手机等通讯设备

“带不进、藏不住、用不了、传不出”的要求。
记者在现场看到，朝阳中学考点两个入

口处共设置有4道智能安检门，考生进入安
检通道后，如果身上携带有违禁品，安检门
会发出警报声，智能检测系统还会显示违禁
品种类及所在人体位置等信息。“这是最新
一代安检门，如果考生过安检时发出警报
声，工作人员会进行人工复查。”饶亚介绍，
考生进入考场后还须接受一次人工安检。
此外，学校还协调公安、通信、保密等部门联
合治理手机作弊，通过“人防、技防、智防”相
结合的方式，全方位保障考试安全。

硬件
听力播放采用“全真演练+每

日测试+双系统备份”

朝阳中学是北碚区规模最大的高考考

点。硬件设施升级是该考点的一大亮点。
记者在现场看到，考场宽敞明亮，配备了先
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高清监控摄像头全程
实时监控。

饶亚介绍，在保障体系方面，学校也做
了充分准备。例如，听力播放采用“全真演
练+每日测试+双系统备份”，确保音质清晰
无干扰；广播系统经过调试优化，确保指令
清晰传达；完成72个考室门窗、空调、电子
时钟的检修，关闭饮水机提示音，并对校园
进行绿化美化，营造宁静舒适的应考环境。

在朝阳中学考点监控室，所有考室的实
时监控信息都清晰地显示在大屏幕上。据

介绍，每位教师将监控9个考场的画面，确
保本次高考公平公正。

护航
设置心理护航站为考生减压

“为给考生营造和谐温馨的考试环
境，学校在吃、住、行、考上实施了全方位
的保考护航行动。”饶亚介绍，学校通过考
场周边环境治理、开展心理团辅、考试诚
信教育、提供优质桌餐和住宿等措施为考
生保驾护航。同时，学校还通过制定食品
安全保障方案，严格监管学校食堂及周边

餐饮场所。
此外，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心理护航站，

给考生营造温馨放松的考试环境。记者看
到，在心理护航站一个展台前，放着蛋仔玩
具、魔方等减压玩具。玩具旁还放着一些小
纸条，“这些小纸条上都涂了精油，考生路过
拿一条闻一下，可以放松身心、缓解压力、提
升欢愉情绪。”志愿者、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大
二学生王紫熠介绍。

“心理护航站通过听、闻、触、聊等多种
方式，帮助高考生缓解压力。”朝阳中学专职
心理教师倪媛媛表示，希望这些可以帮助考
生以积极的状态参加考试。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
实习生 马厚雪

6月3日，旅游大巴驶离城区转入银昆
高速，前往荣昌。望着车窗外如画的山水
田野，42岁的渐冻症患者刘洁竟然有些恍
惚——患病这8年，她再没看过“诗与远方”。

四肢肌肉萎缩、无法站立行走，拿不
动筷子，言语能力丧失，仅眼球能自由活
动……8年后，她第一次出远门旅行，还带上
了5位病友。

“不被看好”的旅行

这场旅行，原先不被看好。
“我想组织一次旅行，有没有想参加

的？”几个月前，当刘洁坐在轮椅上，转动眼
球等待眼控仪一一捕捉注视点，在电脑键盘
前缓慢挑选字母，艰难地拼成一句话发到病
友群时，不仅遭到一致反对，还被误会别有
用心。

患病前，刘洁曾是一名导游，天南海北
到处跑。然而，渐冻症不仅夺去了她原本姣
好的容颜，更让她的身体被渐渐“冰冻”。

渐冻症，医学全称为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ALS），目前暂无治愈良方。该症发展至后
期，患者甚至不能自主呼吸，需要长期依靠
呼吸机，容易发生卡痰、肺部感染、呼吸衰竭
等，大部分患者会因此离世。

为此，她绝望、抑郁。最终，生存的意志
战胜了一切。“哪怕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
这一刻，我仍然想好好活着。”刘洁这样想
着。为了更好地活下去，除申请低保补助
外，她还通过短视频创作，成为了一名小有
名气的自媒体博主。

通过与病友们长期交流，刘洁意识到，
组织一场旅行很有必要。“很多病友像我一

样，自生病之后再没出过远门，一是自卑，害
怕被瞧不起；二是没有他人帮忙，也不愿麻
烦亲友。如果有人搭把手，谁不想出门看
看？”

随即，刘洁联络到重庆市红十字会志愿
者及爱心企业，获得帮助。当看到有人愿意
帮忙，病友终于不再害怕，开始报名了。“我
是要承受风险和压力，可如果我不发起，也
许就没人来做了！”刘洁说。

“我仍然在创造价值”

6月3日早上7点，渝北回兴，在护工徐
见琼的帮助下，刘洁洗漱完毕。粉色短袖、
蓝色牛仔裤的衣着搭配，让她显得精神奕
奕。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早已等候在此。
大家一人搭一把手，稳妥地将刘洁护送上了
旅游大巴。

大巴到达另一上车点，志愿者们将病友
一一接上车。“哈哈哈，好心态决定好状态
嘛！”53岁的病友“黄金小豆子”衣着妆容精
致，豁达地分享自己的抗病经验。3个月前，

“黄金小豆子”还能驾车；如今，她已无法独
立行走，并出现吞咽困难。但她没有被击

倒，还开直播开解其他病友。“我仍然在创造
价值！”“黄金小豆子”说。

62岁的患者郑旭在妻子刘邦淑的陪同
下前来。患病6年，郑旭虽然言语不清，可
依然能独立行走。这在很多病友看来是不
可思议的。“坚持散步、营养跟上、情绪稳定、
作息规律。”刘邦淑说，也许，这就是老伴儿
病程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最慢的“旅行团”

患者和随行亲属、护工、导游、志愿者、
应急救护全员到齐，旅行团成团！出发荣
昌！“哪家卤鹅最正宗？”“听说要有油碟才香
呢”车上，大家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即将到来
的午餐。

“师傅，我们不求速度，慢一点，越稳越
好。”导游杜拉拉特意嘱咐司机。救护人员
除了带来急救箱，还随身携带自动体外除
颤器（AED），以备不时之需。“我们准备了
眼控仪、吸痰器等，大家有需要随时提出
来。”爱心企业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接触过
不少渐冻症患者，有经验。此前，他们也了
解了每名患者的情况，还为大家购买了相

应保险。
到达荣昌后，当地红十字会的多位志愿

者也加入了这个旅行团。“三二一，起！”帮患
者严官英下车的过程中，志愿者稳稳托起软
担架，轻缓转移。待患者都从车上转移至轮
椅，半小时过去了。这样缓慢的旅行节奏，
为的是尽可能安全稳妥。

“你们真了不起！”

旅行在别具特色的夏布小镇开启，“卤
鹅哥”林江的到来，让旅行团沸腾起来。林
江对这个特殊的旅行团竖起了大拇指：“你
们，真了不起！”

看到以植物苎麻织就的精美汉服，35
岁的患者谭娟眼睛放光。在大家的帮助
下，她坚强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近距离去
观察汉服上细密均匀的针脚。53岁的患者
林诗德是垫江人，第一次来到荣昌。游览
时，他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还是不想认
命，想好好活，多出来看看。”作为活动的发
起者，刘洁的兴致特别高，甚至嘴角还挤出
一丝笑意来。

忙前忙后的两天里，荣昌区红十字会
的志愿者张玉好非常感动：“刘洁心怀病
友，想带病友们出去看看的愿望令人动容。
而这群帮她圆梦的人，又让小爱变成了大
爱。”与刘洁相识多年，陈茂秀再清楚不过：

“刘洁所有的努力，是想把希望带给大家，
让大家看到，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下，一切皆
有可能。”

6月4日傍晚，结束两天一夜的行程后，
在志愿者们护送下，6位渐冻症患者均安全
到家。看到群里大家一一报平安，刘洁如释
重负：“我的想法就是一场梦，没有大家的帮
助，这个梦实现不了。这份爱的传递，让我
和病友们感受到了人间温暖。”

“渐冻”8年后，她带着5位病友去旅行
重庆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及爱心企业一路温暖护送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马厚雪）最高3万元资助金、个人最高50万元创业担保贷
款、最长1年免费创业工位……近日，市人力社保局发布
2025年重庆市“渝创渝新”大学生创业启航计划。申请人
可在7月30日前登录重庆市公共就业服务网进行自主申
报，并在线上传创业计划书等资料。

据悉，该计划申报对象为毕业10年内的普通高校毕业
生（含经教育部门认定的留学回国人员）。同时，申报人需
为企业法定代表人、合伙人或个体工商户，未被市场监督管
理等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且无违法犯罪记录。

今年，我市将择优遴选一批示范引领性强的高校毕业
生创业项目，根据其创新引领、带动就业、项目团队、发展现
状和前景等方面，分别评选出一、二、三等创业项目，并分别
给予3万元、2万元和1万元的资金资助。

此外，对遴选出的优秀项目，我市还将提供一系列扶
持措施。比如，对符合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条件的，提供个
人最高50万元、企业最高6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并按
相关规定给予财政贴息。又如，可申请入驻创业孵化园
区，享受场地保障、事务代理、创业实训、创业融资、创业
指导等创业孵化扶持，还可申请使用期最长为1年的免费
创业工位。

此外，还可以推荐参加“中国创翼”“渝创渝新”等各类
创业创新赛事活动；纳入重庆市创业联盟项目库，优先参加

“渝创渝新”创业加速计划暨导师服务团活动，并提供导师
帮扶、交流展示、资源对接、项目路演等帮扶。

“渝创渝新”大学生创业
启航计划启动

包含资助金、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

本报北京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歌悠
远，指如兰。眼动春山，俏丽俨然。”6月6日晚，“福耀菊坛·
典范长存——沈福存先生京剧表演艺术传承晚会”亮相北
京梅兰芳大剧院。观众们以最大的热情，表达着对沈福存
先生的追思与致敬。演出结束，演员几次谢幕，观众仍不愿
离去。

沈福存先生有着“四川梅兰芳”“山城张君秋”的美誉，
1935年，他生于重庆巴南，13岁入厉家班学艺，1949年首
次登台演出，艺术生命长达70余年。他是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首批一级演员，
曾任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重庆京剧院终身艺术顾问。
他的代表作品《玉堂春》《王宝钏》《凤还巢》《春秋配·捡柴》，
被誉为标志性的“沈氏三出半”。2021年11月11日，87岁
的沈福存在重庆辞世。

2025年是沈福存诞辰90周年，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
市文旅委共同发起了“福耀菊坛·典范长存——京剧大家沈
福存先生艺术成就学术研讨系列活动”，本次晚会正是其中
重要单元。

当晚演出分为三大篇章，分别体现了沈福存先生表演
艺术思想体系中，以“不拘一格、兼收并蓄”“活用程式与用
活程式”“心系剧场、观众至上”为代表的鲜明主张。

晚上6点左右，记者在梅兰芳大剧院看到，全国各地戏
曲院团纷纷送来鲜花祝贺演出成功，前来看戏的观众除了
戏迷，还有来自各剧种的众多名家，人们从四面赶来，既表
达怀念，也一睹名家风采。

年过七旬的戏迷刘亿丽说，从父母辈起就是张派戏
迷，20世纪90年代，沈福存进京巡演，他们一家曾前往观
看。“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名不虚传。我觉得更难得的
是，沈先生的女儿沈铁梅也成了戏曲大家，艺术就这样得
以代代传承。”

“我真的非常感谢喜爱我父亲的同行们、观众们，你们
的热爱让我父亲的艺术得到传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
席、重庆市文联主席、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动情地说：

“感谢今天的相聚，我向父亲致敬，更要向所有关心中国
戏曲艺术并为之付出的艺术家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她同
时对家乡重庆表示感谢：“这片文化热土见证了父亲为艺
术燃尽的一生。未来，我将秉着父亲的遗志，继续做好艺
术传承工作。”

沈福存先生京剧表演艺术
传承晚会亮相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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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6月5日，市
经济信息委公告称，今年1—4月我市实施工业技术改造项
目454个，带动全市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25.4%，增
速高于全国平均18.9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不仅是新老设备简单
替换，还包括在改造中注入数字化基因。”市经济信息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市一批开展设备更新改造的企业，都
把主攻方向瞄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比如，重庆国际复合材料公司在去年淘汰250多套老
旧设备，引入智能制造技术，带动生产设备数控化率提升
20%，产能提升45%。“公司依靠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带
动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显著提升。”该负责人称。

市经济信息委表示，随着我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
群体系建设纵深推进，一批工业设备更新及技术改造带来

“单点突破，全线激活”效应。比如在汽车产业，目前我市集
聚19家整车企业和12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全链
条设备更新促进了工艺革新和产业迭代，实现“从单台设
备、到一条生产线、再到产业集群”的整体跃升。

从去年以来，我市加强政策供给，接连出台多项政策举
措，从财政、金融等方面入手，助力企业设备“上新”扫除堵
点、难点。另外我市还创新财政金融协同机制，设立“技改
专项贷”，整合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技术改造再贷款等资
源，形成“直接奖补+贷款贴息+国债支持”帮扶资金池。计
划到2027年，我市将力争实现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年增长25%以上，工业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
4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其中，今年全
年我市计划实施技改项目1500个以上，带动设备更新超
1.5万台。

重庆今年计划实施
技改项目1500个以上

带动设备更新超1.5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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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