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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

近日，2024年度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产业合作园区高质量发
展推进会举行。会上，公布了首批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
范园区发展绩效评价结果；发布
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
作园区典型案例集（2024 年）》
《2024年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产业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供需清
单》等文件。

自 2020年以来，根据两省市
党委、政府《深化四川重庆合作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
方案》的部署要求，川渝两地联合
印发了相关通知和管理办法，积
极推进合作园区的建设。经过三
年的努力，首批 20个合作园区
（四川、重庆各 10个）以较好的成
绩通过了专家评审，其中宜宾三
江新区、川渝高竹新区、两江新区

鱼复工业开发区、荣昌高新区和
开州工业园区被评为优秀，其他
合作园区综合评价均为合格。

这些示范园区在两地经信系
统和合作园区的共同努力下，共建
机制日趋顺畅，产业协同更加紧
密，创新驱动成效明显，合作平台
共建共享，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
效。例如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开发区
与宜宾三江新区“互推互荐”“联手
走出去”，前往东部沿海等地区开
展联合招商活动，成效明显；川渝
高竹新区走在探索经济区与行政
区适度分离改革前沿，为毗邻区域
发展提供了经验；荣昌隆昌产业合
作园区联合成立了产业发展基金、
开发运营公司和产业合作组织，服
务于两地玻璃陶瓷产业，共同打造
中国西部陶瓷之都；合江临港园区
金田纸业、鑫阳钢铁等企业在川渝

两地合作的上下游业务均超过了
业务量的三分之一等。

此外，两地还积极整合政策、
科技、资金、人才等要素，建设或
引进创新研发机构，提升了合作
示范园区企业竞争力。一批行业
领军企业、科研院所与区域内企
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共建技术创
新中心等平台，实现了各类创新
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创新应用。同
时，川渝产业园区互动发展大平
台———川渝产业园区发展联盟会
员已达 380家，为两地产业园区
提供系列高质量服务。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自创建以来，两地合
作园区产品互采订单金额近千亿
元，参与共建企业数量超千家，合
作共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
幅超过 10%，合作园区已成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协调发
展重要载体。

重庆市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近年来，川渝两地经信系
统持续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产业合作园区合作共建走深走实、
行稳致远，不断扩大产业园区合作
共建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中的影响力，产业合作园区建设呈
现从“全面提速”到“乘势跃升”的
良好态势，掀开了合作发展的新篇
章，为深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贡献了“园区力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川渝

两地将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园
区建设干出新业绩，形成更多西
部领先、全国进位和具有川渝辨
识度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巩固和提高
粮食生产能力、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性工程。今
年，贵州省黔东南州岑巩县天马镇抢
抓该县作为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的
发展契机，充分用好制种大县奖补资
金，加大水稻制种基地农田改造提升
项目建设，促进水稻制种产业提质增
效，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隆冬时节，岑巩县天马镇天马
村水稻制种基地田间工程改造提升
与管护项目建设正火热进行。施工
现场，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多台挖
掘机忙碌穿梭在广阔的田畴间，有
序开展表土剥离、沟渠挖掘、地垄平
整等工作，成片平整、水渠相通、机
耕道相连的高标准农田已初见雏
形。
“我这个项目点每天投入的挖掘

机有 8台、推土机 3台、压路机 1台，
项目开工一个多月来，已经完成了总
工程量的 40%。”该项目施工方负责
人杨先龙介绍，今年，天马镇水稻制
种基地田间工程改造提升与管护项
目共有三个项目施工点，总共有 14
个施工班组同步施工，确保项目按时
有序推进。

立足集中连片坝区较多的资源
优势，近年来，天马镇大力推进水稻
制种产业发展，水稻制种规模逐年提
升。为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今年 11

月，依托制种大县奖补资金 1400余
万元，该镇在天马村大田坝和小屯片
区、苗落村老屯至杉木林片区实施了
水稻制种基地田间工程改造提升与
管护项目。

按照符合水稻制种产业生产实
际、适应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建设要
求，该项目覆盖农田 1500余亩，实施
“小田改大田”田块整治 700余亩，新
建灌溉沟渠 7.2 千米、排涝沟渠 1.6
千米，维修灌溉沟渠 0.4千米，新建田
间道路 6.2千米，新建护岸 4.2千米。
“这个项目完工后，我镇水稻制

种基地的排灌、防护等基础配套设施
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更加有利于推
动全镇农田‘优质、集中、连片’发展，
为水稻制种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
机械化发展和产业稳产高产、保障粮
食安全奠定坚实的基础。”岑巩县天
马镇副镇长张海交说。

项目的实施不仅让生产基地“化
零为整”，产业配套设施也更加完善，
有利于构建集中连片、设施完备、高
产高效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格局，助推
水稻制种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天马镇今年共实施水
稻制种面积 2820 亩，通过完善基础
配套设施，进一步提高农户种植积
极性，2025 年全镇水稻制种面积预
计将突破 3000亩。

通讯员陈昆周燕

云南省出台《关于加强统计调查基层基础建设的实施意见》

加强统计调查基层基础建设

近日，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统计调查基层基础建设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明确了 8 项主要任务和 4 项组织保
障，进一步夯实地方政府、部门、企业
事业单位统计工作的法定职责，从源
头上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为推进云南省统计现代化改革提
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支撑。

统计工作的根在基层，统计数据
的实在基础。《实施意见》的出台，对
加强全省统计调查基层基础建设，保
证统计调查机构和统计调查人员依
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
计监督职权，着力提升政府统计能
力，从源头上保障统计数据质量，对
推动全省统计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及
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重
要意义。
《实施意见》明确，要通过加强队

伍建设、推进规范化建设、完善工作
制度、建立健全统计台账、改进部门

统计工作、提升信息化水平、强化教
育培训和执法监督检查等 8 项主要
任务来加强统计调查基层基础建设，
推动构建云南省全面、系统、高效的
统计调查工作体系。为确保主要任务
顺利完成，《实施意见》要求各级政
府、各级各部门和省统计局在强化工
作责任、加强经费保障、密切配合协
作和强化督促指导等方面采取有力
的组织保障。

云南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实施意见》的出台为全省加强统计调
查基层基础建设提供了遵循、指明了
方向。全省统计工作者将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
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实，着力夯实统
计调查基层基础，做好典型经验的推
广，不断提高数据质量和服务水平，为
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建立完善
长效工作机制，扎实有效推动统计调
查基层基础建设工作落地见效。

□本报记者 李艳

重庆市忠县三汇中心卫生院：

开展自然灾害预防活动
增强应急处置能力

贵州省岑巩县：

建设高标准农田 促进高质量发展

为有效提高自然灾害事故应急
反应能力，近日，重庆市忠县三汇中
心卫生院组织开展了“突发自然灾害
事件医疗应急救援演练”预防模拟培
训活动。

活动主要以加强领导、健全组
织、强化职责、加强院内隐患排查、加
强宣传教育培训、案例展示等形式，
对全院职工进行了一次灾害预防培
训。一是采取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
的形式，向广大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普及科学认识地震、避震要诀、自救
互助、安全用水用电等知识；二是开
展急救技术讲座，在提高医务人员急
救操作技能的同时，指导群众参与进

来，确保群众掌握更多急救技能；三
是医院领导带队深入各科室，对供水
排水、房屋安全、供电安全、防火防盗
以及高压消毒、中心供氧等重点环节
和重要部门进行逐一检查，及时处理
各种安全隐患。

该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雷小波介
绍，通过本次活动的开展，提高了医
务人员应对突发自然灾害事件应急
救援水平，强化了医院院前、院内急
诊应急能力，增强了应急处置能力，
提高了全体职工预防自然灾害的能
力，保障了医院的安全，维护了医院
的和谐稳定发展。

通讯员 李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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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创新资源 提升园区企业竞争力
2024年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举行

近日，“赓续川菜文明 谱写
互鉴新篇”—2024“李调元”川菜
文明对话活动在四川省德阳市罗
江区李调元纪念馆举行。

德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吴成钢指出，罗江作为四川历史
文化名城———李调元故里，拥有
丰富的川菜文化底蕴。特别是《醒
园录》作为川菜发展史上第一部
菜谱，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本次
对话活动既契合第七届世界川菜
大会主题，也赋予了李调元故里
不一样的意义价值。希望大家以
此次大会为契机，进一步发挥好
李调元故里优势，传承弘扬调元
饮食文化，深化资源整合对接，创
新服务产品供给，努力形成更广
合作空间、促成更多合作机会、实
现更大的合作成果，持续激发消
费新动能。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特邀副会
长、饮食文化专家工作委员会主席
杜莉以《弘扬调元饮食文化促进
川菜传承创新》为主题，分别从“指
引川菜交流融合”“丰富川菜文化
内涵”“助力川菜传承创新”三个方
面进行详细阐述，深刻剖析调元饮
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价值，并
分享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传
承与创新让调元饮食文化焕发生
机与活力的方法和路径。

现场进行了《醒园录》菜谱演
绎。热锅、烧油、翻炒……两位大
厨动作连贯、一气呵成，依据《醒
园录》菜谱，现场制作了纹江鳜鱼
和金面子两道经典菜品。

李调元归隐醒园后，专注于
著述、藏书，研究戏曲、美食，著有
《醒园录》《童山全集》《雨村曲话》
等文学作品。会场嘉宾现场朗诵
了李调元代表作，共同感受了李
调元对生活的理解感悟和对美食
的价值认知，引起了大家向往美
好生活的情感共鸣。

随后，对话嘉宾围绕“川菜文
化赋能产业发展”核心话题，共同
研究梳理川菜文脉，将川菜文明
与川菜企业经营有机结合，为川
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美食就是文化的载体，调元

菜品很崇尚礼仪，实现美食与文
化的有机结合，需要持续深入探
讨。陕西菜与川菜有很多关联之
处，希望以后能共同求合作、谋发
展。”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饮食文化
专家工作委员会副主席、大唐博
相府酒店总经理、中国陕菜网创

始人刘晓钟表示。
“李调元在川菜川剧传承方

面起到了里程碑作用，是罗江文
化历史长河的明珠。”罗江区委书
记黄琦表示，接下来，罗江将在传
承川菜川剧文化的过程中，以文
化传承政策为引领，进一步细化
体制机制，形成政府、企业、市场
三方合力，打造李调元的文化 IP，
以包容开阔的胸怀集各家之长，
传承好发扬好川菜川剧文化。

据了解，川菜是中国八大菜
系之一，最早可追溯到 2000多年
前，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近现代
川菜相当“年轻”，它的历史大概
只有 200年左右。这背后，就离不
开《醒园录》这部川菜菜谱的贡
献，而德阳市罗江区就是《醒园
录》的诞生地，也是其作者“川菜
川剧之父”李调元的故乡。近年
来，罗江区高度重视李调元川菜

文化的挖掘、研究和传承，参考
《醒园录》菜谱记载的制作方法，
研发了金面子蒸猪头、清蒸罗江
鳜鱼、羹堂狮子头等 50余道特色
新菜，同时罗江区还大力发展现
代食品产业，现有规模以上农产
品加工企业 40 户，拥有乐明食
品、老灶煮、迪怩司等一大批食品
领域龙头企业和著名品牌。

德阳市罗江区商务经合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借助世界川
菜大会的宝贵舞台，积极传承李
调元川菜文化。一方面高水平建
设“川菜非遗传习基地”，推动调
元菜系传承创新发展；另一方
面，学习借鉴《醒园录》记载的传
统技艺，努力开发更多符合现代
消费者口味和需求的新菜品、新
产品，并将其融入现代食品产业
的生产中。

（罗江区委宣传部供图）

赓续川菜文明 谱写互鉴新篇
“李调元”川菜文明对话活动举办

□高明山本报记者李鹏飞

近日，在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镇的青木湖，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日常清漂工作。
近年来，沙坪坝区全面强化“一河一长”“一河一策”“一河一档”，以建设美丽幸福河湖为目标，实现河长信息智慧化，因河制

宜，统筹推进水岸协同治理；以美丽河湖串联城乡，全力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生态河湖环境。 特约记者孙凯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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