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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庆市先后制定了
《重庆市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和
《重庆市建设高质量外资集聚地
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
2023年，重庆市出台了《重庆市推
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若干措施》，
切实推动了外贸高质量发展。

加大外贸企业纾困力度。提
升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抓好
外贸领域信贷投放和预授信额
度支持。落实外贸税收优惠政
策，提升政策兑现效率。提供更
多汇率避险的培训、咨询等公共
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提供
“一站式”进出口政务服务，提高

贸易便利化水平。建立外贸信息
共享平台。拓宽外贸信息获取渠
道，完善系统科学高效的纾困机
制。

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畅通。完善机制。绘制上中下
游全覆盖的产业链全景图，重点
培育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链主”
企业，实现产业链“政府+市场”
双轮驱动。畅通物流。借助中欧
班列（重庆）和西部陆海新通道，
提高铁路、港口口岸通关及作业
效率。优化环境。提升对外开放
水平，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探索建立产业链风险监测体系
和预警机制，增强对全球资源要

素的吸引力。
拓展外贸多元化。坚持大范

围的宏观外贸市场多元化。支持
企业用足用好 RCEP、自贸协定相
关优惠政策，加快推进“一带一
路”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建设，拓
展国际合作新空间。坚持宽领域
的中观贸易行业多元化。发展电
子、汽车、装备等传统外向型优势
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
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以及高附加值农产品等行
业，优化外贸产业结构。坚持深层
次的微观贸易产品多元化。聚焦
发展高质量、高技术、高增加值的
垂直产品，开拓产品贸易多元化，

协同推进与服务贸易多元化的深
度融合。

发展外贸新业态。以数字技
术赋能外贸发展。推广“跨境电
商+实体”融合模式，加快外贸企
业数字化转型及贸易链条数据化
改造。推进海外仓落地发展。大力
支持外贸企业在中欧班列（成
渝）、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线
沿线重点市场提前布局海外仓。
探索发展离岸贸易，推动中国（重
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离岸贸
易，探索培育一批合规离岸贸易
经营主体，提升贸易结算便利化
水平。

钱昭楚

坚毅不畏挑战，热爱运动展
风采。近日，重庆市第七届残疾人
运动会（以下简称：市七届残运
会）在合川区开赛。首场赛事是羽
毛球比赛，全体运动员在赛场上
博得观众阵阵喝彩。

据了解，市七届残运会比赛项
目有：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
射击、硬地滚球、射箭、跆拳道、象
棋、围棋、特奥轮滑、旱地冰壶、三人
制聋人篮球、啦啦操、排舞等 15个

大项目，所有项目将于 5月至 10
月在合川各个比赛区域完成。梁平
区政府组队参加，由副区长、残联主
席刘文洋任团长，残联副主席、党组
书记、理事长梁明任副团长，领队、
教练、队员共计 86人，由领队带领
队员到合川区参赛。

据了解，本届残运会会徽由
合川的首写字母“HC”“飞转的轮
椅”“绿色赛道”“飘逸的彩带”“燃
烧的圣火”及数字“7”等元素创作

而成，形成一个优美的运动员形
象，彰显市七届残运会的文化内
涵、展示体育运动的无限魅力。吉
祥物以重庆市合川区特产“枇杷”
和“黄桃”为设计原型并融入“水
纹”等元素，形成“健康快乐、和谐
美好”的卡通形象。

据梁平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了迎战重庆市第七届残运
会，该残联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全
区进行了全面筛选，并聘请专家、

教练对参赛队员参赛项目进行了
严格培训、演练。让参赛队员有信
心、有决心、有把握、有梦想、有战
术、有战力，能够在各项比赛中创
造奇迹。同时，残联领导给参赛队
员鼓劲，并要求参赛队员有团队
意识、有合作意识、有争光意识、
有拼搏精神，要充分展示梁平残
疾人的风采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
貌，为梁平残疾人争光添彩。

通讯员罗晟

忠县特殊教育学校（以下简称：
忠县特校）创办于 1991 年秋，校园
环境优美，设备先进，文化氛围浓
厚，是特殊孩子温馨的生活家园和
舒适的学习乐园。近年来，该校秉持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推动特殊
教育普惠发展，积极办好人民满意
的美丽特校。充分发挥“为学生终身
发展服务，为特殊家庭幸福生活服
务，为社会稳定服务”等功能，以“幸
福现在·希望未来”为办学理念，逐
步形成多线联动的办学格局。积极
探索医教结合之路，扎实开展重度
特殊儿童送教上门工作，让孩子们
“会健体、会交流、会求知、会生活”，
绽放生命的精彩。忠县特校主要负
责人说：“哪里有特殊教育，哪里就
是爱心汇集的地方；特教学校，没有
特殊，只有差异，融合教育筑梦残健
共融、同步共富。”

党建引领 美丽特教

忠县特校严格落实“三会一

课”，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中国共产党章程》，党支部坚持
“线上线下”“走出去请进来”和“自
学提升集中辅导”等方式，深入持续
开展党纪国法和校规校纪教育，师
德高尚、教艺精湛、绩效斐然和充满
活力的特教教师队伍逐步壮大起
来。与忠县部分中小学校、重庆天地
药业、重庆安途仕服饰、忠县公安局
看守所和治安管理大队等多个党组
织开展支部联建活动。特邀重庆市
第六次党代会代表李红灵到校对全
体教师作《保持热爱、不忘初心》主
题分享；组织全体党员到忠县廉政
教育基地和看守所接受清廉教育，
到刘伯承纪念馆和忠县革命烈士纪
念碑前开展初心使命和革命理想教
育。

党政重教 特教优先

忠县特校积极营造党以重教
为先、政以兴教为本、师以从教为
乐的良好风尚。2023 年教师节期

间，忠县县委书记李电到校调研，
在高度赞赏特校办学业绩的同时，
要求县各相关部门支持特校发展，
促进全县融合教育有效发展，保障
残疾儿童及家庭的合法权益，让广
大残疾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得

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
全感更有保障。该校教职工践行
“美丽特教 有爱人生”的执教理念，
以“四有”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
为行为示范，积极发扬教育家精
神。全校教职工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开展康复、教
育、培训、玩乐等常规工作，随时复
盘助残服务规定动作，不定期召开
班主任工作会、教研工作会、保育
工作会和食品安全调度会，适时召
开职培工作会、送教上门和远程教
学推进会等。

该校组织教师到市内外和江浙
沪深等地的特教学校交流互鉴；组织
女教师到校开展“悟工作，悟生活，悟
人生”主题分享活动；组织开展“我是
好老师”主题演讲。全面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持续开
展“课内比教学课外访万家”活动，以
训促学、以赛促学，深入开展单元主
题教学和“同课异构”磨课赛课活动，
积极探索分层分类、“一人一案”的个
别化教育模式。2023年初夏，忠县特
殊教育资源中心及忠县特殊教育专
家委员会成立，并积极发挥了残疾人
教育专家委员会作用。

陪读风景 家校共育

“陪伴是最好的教育”。学校 256
个特需残障学生，其中陪读占比 60%
以上，陪读已经成为特教领域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每到上学放学时，“大手
拉小手”“背着抱着”和“轮椅推着”等
现象随时可见；每到大课间和演出庆
典时，亲子紧贴，双双手舞足蹈的美
姿闪闪发光；每到上课铃响，家长与

孩子同位而坐，甘当学生而陪伴孩子
看黑板学知识的情景比比皆是；每到
农耕教育时，在碧空万里之下，在庄
稼地里，陪读家长带着孩子徒手拔
草，拿着镰刀割除荆棘，挥舞锄头挖
坑培土，指导孩子认知庄稼的场面美
如风景。面对家人们用心陪伴不言弃
不抛弃，争先恐后来康教的场景，每
个特教人都会有爱无碍地千教万教、
千练万训，重复千万次，引导孩子每
天进步一点点。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
育促进法》的普及实施，特教学校组
建家庭教育专班，启动《特殊教育学
校家长陪读现状的调查研究》和《
探索特殊教育中家校共育有效实施
策略》市县课题研究，充分发挥残疾
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核心作用，持续
举办家庭教育讲座或实地家访疏
导，谱写“传承好家风 全家共育人”
的家校共育新篇章。

近五年来，忠县特校办学绩效
综合考评领先，被授予“重庆五一劳
动奖状”、重庆市首届文明校园等荣
誉称号。组队参加全国第七、八届特
奥运动会荣获五金两银，参加
“2020原2021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
赛获对应组别冠军。邓大琼荣获“重
庆市教书育人楷模”表彰。淡泊名利
的特教人将以终为始，持续精进，办
好特殊教育，造福子孙后代。

通讯员李伟 特约记者许天位

重庆市忠县特殊教育学校：

美丽教育 有爱无碍

忠县县委书记李电到忠县特殊教育学校调研

重庆市多措并举

以“四轮驱动”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

梁平区组队参加重庆市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

近年来，贵州省从江县在搬迁社区建立针织产品、服装鞋帽、玩具加工等惠农车间，通过“支部 +惠农车间 +农户”的组织模式，
积极吸纳当地在家赋闲的农村妇女进企业上班，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石宏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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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柠檬：
通过对外合作 实现出口新飞跃

近日，重庆市潼南区农业科技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勇
带队考察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多功
能经贸平台。期间，吴勇积极与海
合比邻（重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重庆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沟通了旅行团来渝旅游、潼南柠檬
出口沙特等相关事宜。此次考察对
加大柠檬出口，加强对外合作有积
极影响。

通讯员 杨银萍 谭丽
特约记者 何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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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马工枚

记者从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了解到，今年以来，云南新能源电
池、硅光伏、绿色铝产业增长强劲，
已成为拉动全省工业增长的新动
能。数据显示，今年前 4个月，三个
产业对规上工业增速的贡献率达
32.9%，其中，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
增长 23.7%，硅光伏、绿色铝产业产
值分别增长 29.5%、26.4%。

近年来，云南依托丰富的清洁

电力优势，大力发展“绿电+先进制
造业”。2023年，云南绿色铝、硅光伏
产业产值均超过千亿元，新能源电
池产业总产值逾 330亿元。截至目
前，云南省建成电解铝产能 600余
万吨，在建项目全部建成后电解铝
产能将达 800余万吨；建成多晶硅
产能 5万吨、单晶硅产能逾 120GW；
建成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产能 60
余万吨、负极材料产能 40余万吨。

云南：绿色先进制造
成为拉动工业增长新动能

5月 27日，重庆市万盛经开区
青年镇，村居法律顾问杨万秋在为
苗族民营企业主杨利宣讲《民法典》
及相关法律知识。

2024 年 5月是第四个“民法典
宣传月”，重庆以“典护民企 渝法

同行”为主题开展宣传，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助力新质生产力发
展。连日来，当地司法部门持续开
展民法典宣传进乡村、进校园、进
企业等活动。
通讯员 曹永龙特约记者 杜宜平摄

重庆万盛：
《民法典》进苗家院坝
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