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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

近日，川渝省市政协联合协商
会议召开。重庆市政协及相关部门
负责人、29 个区县政协主要负责
人，四川省政协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14 个市及有关县区政协主要负责
人齐聚重庆荣昌，围绕“优化重大生
产力（产业）布局”这一议题开展联
合协商，携手助力高质量建设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

近年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在川渝两地党委政府、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可喜成绩，
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也面临着
更多挑战。

实现两地的优势互补，需要强
大的顶层设计和决策机制支撑，需
要中央层面集中统筹领导和协调，
确保资源配置高效、充分、适宜。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新联会会长
蓝逢辉建议，由国务院、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川渝书
记省长市长组成“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协调
制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
政策，协调区域重大项目分布，协调
区域产业布局，对区域企业给予财
政、税收、金融等特殊支持政策，从
而推动整个川渝地区健康协调高质
量发展。同时，蓝逢辉还建议在川东

渝西毗邻地区设置“一体化示范区
与先行启动区”，坚持不破行政隶
属、打破行政边界，在示范区探索政
策试点与方式创新，促进区域间融
合发展。

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
记卢铁城与蓝逢辉不谋而合。在他
看来，两地抱团发展的跨区域发展
格局尚未形成，还存在着共投共建
重大项目不多、产业同质化发展明
显等现象。

卢铁城建议，常态化召开成渝
地区重点产业链供应商大会，增进两
地政府、企业、机构互动，共育电子信
息产业生态；共同争取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布局，联合争取一批新的国
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大科学装置协同布局；大力推动
两地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人才等资
源紧密对接，共同积极抢抓优化重大
生产力布局战略机遇。

近年来，川渝两地努力把资源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多点布局、多
元互补、多链融通的新能源产业生
态正逐步形成，但在推进新能源技
术应用和产业发展方面，仍面临一
些困难和挑战。

四川省政协委员、特锐德川开
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军建议，通

过构筑柔性储能网、搭建有序充电
网、链入智能配电网、建设低碳微电
网，推动川渝两地“四网”融合发展；
进一步做实产业协同战略，优化川
渝电力系统整体规划。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
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
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
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
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作为新能源产业之一的锂电产
业，是川渝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新兴
产业，产业规模和发展潜力巨大。

宜宾市政协委员、四川时代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伟平
建议，大力建设低碳、零碳园区，破
除“碳壁垒”；通过持续出台技术改
造、智改数转等奖励政策，支持企业
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绿色工厂、
零碳工厂、“灯塔工厂”，提高企业综
合竞争力。

当前，加快推动川渝两地共建
一体化算力体系，对于促进两地科
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合发
展，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重庆市政协委员、西部科学城

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张炎在调
研中发现，川渝两地在构建一体化
算力体系方面还存在高质量算力供
给不足等问题。他提出三条建议：首
先，适当超前布局高质量算力设施。
围绕数字经济与未来产业发展需
求，加快布局智能算力、超算算力，
引导本地数据中心服务商向智算、
超算等算力服务转型。针对算力基
础设施建设与应用出台专项扶持政
策，吸引一批企业来渝共同建设满
足本地需求的“算力池”。其次，积极
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对接能
源富足地区，试点开展“算力飞地”
模式，推动川渝合作、疆算入渝、宁
算入渝；试点逐级建设本地算力调
度网络，协同推动成渝、西部的算力
互联互通与调度平台建设。最后，要
围绕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
料、未来能源等未来产业方向，加快
推进计算架构、计算方式、算法创新
和重点产品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等
技术精准识别，推动算力资源赋能
未来产业融合发展。

金秋时节，田地里金色的稻
穗随风摇曳，空气中弥漫着稻谷
的清香，一幅幅丰收图景正在田
间地头徐徐展开。

近日，承包重庆市垫江县桂
溪街道玉河社区高标准农田的夏
中贤来到田边，看着一片片黄灿
灿的稻谷，他却犯起了愁，“别人
的谷子都进仓了，我这么多谷子，
要怎么收哦……”思来想去，夏中
贤决定找社区帮忙。
“李书记，你们这边有没有收

割机老板的联系方式，我的谷子
全部都熟了，想找机器帮我收回
来。”夏中贤电话咨询玉河社区
党支部书记李锦富。
“莫着急，我来帮你找。”

9月 4日下午 1时，农机驾
驶员驾驶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
梭，一颗颗饱满的谷粒从收割机
的仓门倾泻而下。
“你看机器就是快，来回开几

圈，一块田就收完了。”居民闵建
明看着正在“卸货”的机器感慨不
已。

提及高标准农田，李锦富说：
“2022年 2月，为了遏制辖区内
的农田荒废现象，社区集体作出
决策，将那些无人耕作的农田加
以利用，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工
作。一方面，社区将这些农田以
400 元/亩的价格出租给土地承
包商，增加集体经济收益；另一方
面，土地承包商利用高标准农田
种植水稻，防止了农田撂荒。”

下午 3时，连片的稻田在 3
台收割机的同时作业下，已颗粒
归仓。这时，玉河社区的党员志
愿者们也拿起了镰刀，戴上了草
帽，深入田间地头，将机器收割遗
漏的稻穗割下来放在背篓里。

下午 4时，蔚蓝的天空嵌着

朵朵白云，清风徐来，青山翠峦，
稻浪千重，轰鸣声与吆喝声相融，
一颗颗稻粒与一个个笑容在阳光
下交织，微微一嗅，空气中稻谷清
香怡人。在玉河社区高标准农田
边，装着沉甸甸稻谷的卡车缓缓
驶出。

顶着烈日收割了近 1个小时
稻谷后，汗水浸湿了志愿者们的
衣背，额前的汗珠顺着头发滴在
了稻田里，他们背着稻穗来到树
荫下歇凉。
“这么多谷子，要好久才晒得

完哦？”居民易元书看着连片的
稻田只剩下谷草，不禁问道。
“这些谷子不用晒，直接拉到

玉河农机站去烘，烘干了就拉去
卖，快得很。”社区干部王勇笑着
解释道。

在大家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时，李锦富开始担忧起散落在田
里的稻草该何去何从，连续晴热
高温快一个月了，森林防火任务
艰巨，这些干稻草留在田里始终
是个安全隐患。
“有个酒厂在收谷草，我明天

就请人把这些谷草收到一堆，卖
给酒厂。”听完夏中贤的介绍，李
锦富终于露出了笑容。

据了解，玉河社区高标准农
田今年种植水稻 654余亩，预计
产量为 42.6万公斤，相比去年有
望增产 5.3万公斤。同时，每亩水
稻的收割成本与谷草处理费用也
将节省约 210元至 260元不等。

稻谷香，丰收忙，阳光洒在稻
田上，映出一片金色的海洋。微
风吹过，稻浪翻滚，带来了阵阵清
新的稻香。田间地头，机器轰鸣，
展示着一年的辛劳成果。

通讯员 王娇 邹世凤
特约记者 何军林

为纪念中医教育史上的标志
性人物任应秋先生诞辰 110 周
年，传承中医文化、宣传中医历
史、普及中医知识，9月 7日，重
庆江津川江医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川江医院）、重庆善堂中医
药博物馆在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
举办首届善堂中医药文化节。

任应秋是从江津走出的我国
著名的中医教育家、医学家、重庆

市第二批历史名人。他毕生致力
于中医理论的研究和中医教育事
业，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专业人才。
他在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中医
理论的研究方面成绩卓著，率先
创立了“中医各家学说”学科，在
《内经》的研究上取得成就，为中
医学术理论的提高和中医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川江医院
和重庆善堂中医药博物馆一直以

宣传、弘扬和研究任应秋中医学
术思想为己责，在博物馆内开辟
了“任应秋专题陈列室”，免费向
社会公众开放。

在此次中医药文化节上，全
体来宾、相关人员以及川江医院
领导参加了任应秋先生塑像揭幕
仪式，参观了“任应秋专题陈列
室”；相关人员介绍了任应秋生平
事迹和主要学术思想。

在开幕式现场，组织开展了
太极拳表演，举办了以“送医下
乡”“中医惠民”为主题的大型义
诊活动。

活动中，还举办了中医拜师
仪式。李锡忠、罗其华、龚如贵、何
洪远四位名老中医，喜收爱徒。唐
华念等四名弟子，向老师行奉茶
礼；川江医院与当地中药材种植
合作社进行了签约；相关人员参
加了中草药的培土活动；来自江
津区和永川区的书法家在重庆善
堂中医药博物馆内进行了以中医
药为题材的书法创作。

川江医院董事长、善堂中医
药博物馆创办人黄云明表示，举
办首届善堂中医药文化节，旨在
进一步弘扬国粹、传承好中华优
秀传统医学，实实在在推动中医
药事业的发展和壮大，为建设健
康中国、健康重庆和健康江津发
挥出中医药的独特作用。

特约记者庞然何雪
通讯员 吴文高袁凤冰甘廷妮

提高监督实效
服务改革发展大局

重庆市潼南区人大常委会举行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会

重庆市垫江县：

又是一年收获时
百亩高标准农田“丰”景好

近日，重庆市潼南区人大常
委会举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会，研究贯
彻落实措施。潼南区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主任周德勋作宣讲主
题报告。

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
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重大历史性会议。全会审议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
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
的总动员、总部署，是指导新征程
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
文件。

会议要求，要深刻领会改革
辉煌成就，坚定信心，增强底气，
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要深刻领会改革鲜明
主题，抓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改革事项，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
决发展中的问题，用完善的制度
应对风险挑战，不断为潼南现代
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要深刻领
会改革实践路径，统筹谋划深化
改革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

素，促进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
互动、协同配合，打造更多标志性
改革成果。

会议强调，要抓好学习领会，
潼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机关党
组和机关党支部要坚持把学习
好、贯彻好、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
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入学
习贯彻全会精神，以实际行动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抓好
贯彻落实，聚焦党中央决策部署，
对照重庆市委工作要求和潼南区
委工作安排，找准人大助推全面
深化改革的结合点、着力点，主动
担当作为，依法履职尽责，以高度
自觉的实际行动推动党中央决策
部署、市委工作要求和区委工作
安排在人大工作中落地落实、见
行见效。要抓好依法监督，聚焦
经济转型、项目建设、城市建设、
乡村振兴、生态治理和民生事业
等，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
法监督，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监督
实效，为服务改革发展大局贡献
人大力量。

通讯员白峻豪刘伟廷

川渝省市政协联合协商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赋能“双圈”建设
□本报记者 胡斌

学生民族文艺节目汇演

近年来，重庆市酉阳自治县民族小学校持续做好民族文化“六个一、六走
进”工作，即组建一个团队，走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编印一套校本教材，走进
校本课堂；成立一个民族艺术团，走进文化传承；确定一个主题，走进校园特色
文化；建设一个中心，走进科教研究；建立一套机制，走进教师考核评价。

据了解，两年来，该校联系外校召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研讨会 6次。今年，该校还将召开第五届全国名校联盟中华民族艺术
教育论坛，交流中华民族艺术教育教学经验，普及与推广成功做法，推进学校
民族教育发展和民族团结和谐进步。通讯员李秋江特约记者黄仕明胡进云

重庆市酉阳自治县民族小学校：

“六个一、六走进”夯实民族团结工作

传承中医文化 普及中医知识
重庆市江津区举办首届善堂中医药文化节

签约仪式 参加中医药题材书法创作的部分书法家合影

中医药文化节开幕式现场 中医义诊现场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