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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7个多月的运营探索和精心
筹备，7月15日，西部数据交易中心正
式投用，将致力成为集聚西部大数据
产业链各节点、各行业数智化协同的
枢纽。

截至目前，西部数据交易中心已
经引入多个领域的数据运营商近100
家，上架数据产品200多款。接下来，
该中心将围绕数据要素产业链，延伸
数据交易上下游，力争 3 年内引入
1000家数据运营商，上架1000款数据
产品。

重庆日报记者 罗斌 摄

西部数据交易中心
正式投用

新闻快递

□ 华龙网记者 姜念月

7月15日、18日，大足区人大常委会督查调研四组、
六组成员到万古镇或召开座谈会，专题督查关于大足区
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和大足区三届人大
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情况。大足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骆华、印国建分别参加。

新渝报记者 何美林 见习记者 崔晓玲

7月 21日，第四届中国西部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将在重庆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

西洽会由渝洽会升级而来，不仅是
推动国际国内合作的重要载体，也是西
部地区展示形象、扩大对外开放合作的
重要窗口。

回看前三届西洽会，不难发现“开
放”主题贯穿始终，助力重庆打造内陆开
放高地，让西部地区加速与世界相连。

三届主旨论坛都关注开放

主旨论坛是一场大会最重要的环节
之一。从前三届西洽会的主旨论坛看，
发言嘉宾的关注点都与开放主题有直接
联系，并把开放与重庆、西部甚至整个中
国的发展关联起来。

首届西洽会，各方关注“互联互通新
时代，内陆开放新格局”。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演讲时表
示，重庆同时向西、东和南拓展通道，积
极与世界相连，让很多企业家有投资重
庆的热情。时任德意志交易集团中国区

主席的娰元忠表示，重庆有得天独厚的
区位优势，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可谓天时
地利人和。

第二届西洽会，嘉宾们围绕加快建
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提高对外开
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共话“开放新
格局，西部新机遇”。

第三届西洽会的主旨论坛，关注开
放的具体要素——通道。因为与陆海
新通道国际论坛合二为一，嘉宾们在论
坛上的发言，多围绕陆海新通道的建设
展开。

主旨论坛代表了一场大会关注的重
点。前三届西洽会主旨论坛均与开放有
关，更加证明了西洽会是一场开放、包
容、促进各方发展的盛会。

为西部搭建合作交流平台

展览，是西洽会的核心环节之一。
记者梳理发现，前三届西洽会展览

面积均超过10万平方米，而且每届西洽
会都根据国际趋势，增设特色主题展馆。

比如，第二届西洽会首次设立了陆
海新通道合作展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展
区；第三届西洽会增设了汽摩展馆和大

健康展馆。
市商务委主任章勇武表示，西洽会

是一个促进交流的平台，发挥了让世界
观察西部的窗口作用，展示了地区城市
形象。

西部省区市也很重视这一平台。广
西、云南、四川等均以主宾省身份参加过
西洽会，除了设置展馆展区外，还在现场
举行了主题活动。

展出之外，西洽会还通过各类特色
活动推动各方互动交流。章勇武表示，
往届西洽会，举办了亚洲 300全球商业
论坛重庆峰会、“一带一路”侨商组织年
会、上合组织地方领导人会晤等活动，为
西部地区加速对外开放提供了助力。

据统计，前三届西洽会，共有来自上
百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8000家国内外企
业、300多家世界 500强企业、近 11万名
境内外嘉宾参展参会。如此规模，不仅
为西部省区市搭建了对外开放、合作交
流的平台，也扩大了重庆、西部地区的

“朋友圈”。

三届盛会让各方收获颇丰

开放是发展的必然途径。西洽会以

开放为媒，吸引各方来渝沟通洽谈，促成
合作，带动经济发展。重庆作为西洽会
东道主，自然收获颇丰。

比如，在第三届西洽会上，西部省区
市以及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等国家联
合发出“陆海新通道国际合作（重庆）倡
议”，欢迎沿线更多国家和企业参与陆海
新通道建设，以通道促“路相通、心相连、
情相融”。

之后，在各方支持下，陆海新通道加
速建设。2021年，重庆经陆海新通道发
运货物11.2万标箱，货值187亿元，货物
品种640种，推动通道网络扩展至107个
国家（地区）的319个港口。这直接提振
重庆的开放型经济发展。2021年，重庆
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8000.6亿元，同比增
长22.8%；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进出口2207亿元，同比增长26%。

很多区县也在西洽会寻得合作机
会。以两江新区为例，三届西洽会让两
江新区签约项目超过100个，签约总额超
过500亿元，涉及汽车、电子等多个领域。

兄弟省区市同样收获不小。如在第
三届西洽会上，四川省首日就签约两个
项目，金额超过百亿元；贵州省签约 82
个项目，金额达389.55亿元。

近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了《重庆
市计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下
称《规划》），确定到2025年，全市新一代
量值传递溯源体系基本建立，计量科技
创新能力进入全国前列，部分领域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的目标。

通过持续提升计量科技创新水平、
提高计量服务保障效能、增强计量基础
能力建设、完善计量监督管理体制，实现
到2035年，全面建成现代化计量治理能
力和治理体系，形成计量社会共治格局，
区域计量能力高效协同发展。

重点面向5领域推动关
键计量测试设备国产化

在强化计量科技研发能力，服务创
新驱动发展方面，《规划》要求重点开展
时间频率、力学、化学等计量技术研究及
应用，形成一批自主核心知识产权。开
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材料、新能源、
生物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精密
测量技术的前瞻性研究。

要重点面向先进制造、贸易结算、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医疗健康及养老、节
能环保等领域开展溯源技术和计量装备
研究，推动关键计量测试设备国产化。

具体来看，先进制造领域。重点开
展微纳米几何特征参量计量、发动机复
杂部件失效定量分析以及扫描电镜、多
参数仪器设备、无线传感器等计量技术
方法、装备和技术规范研究。

贸易结算领域。重点开展天然气计
量检测、电子衡器智能检定及防作弊监

管、高速动态汽车衡检测等计量技术方
法、装备和技术规范研究。

新能源汽车领域。重点开展电动汽
车充电桩、新能源汽车储供能、氢能源燃
料电池、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等计量技术
方法、装备和技术规范研究。

医疗健康及养老领域。重点开展临
床检验、医用诊断治疗、康复理疗、医疗
环境监测、医疗器械安全监测等计量技
术方法、装备和技术规范研究。

节能环保领域。重点开展能源、气态
污染物、能效水效、油气回收监测与检测
等计量技术方法、装备和技术规范研究。

服务制造业重点发展 6
领域

从服务制造业发展重点工作来看，
《规划》要求实施全市制造业计量能力提
升工程，夯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计量
基础。重点围绕电子信息、汽车摩托车、
装备制造、消费品、材料工业、生物医药
等领域发展需求，搭建一批计量公共服
务平台。

汽车摩托车产业领域。围绕打造国
家级车联网先导区、换电模式示范城市、
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重点推进新
能源汽车电池、电机充电以及智能网联
汽车等安全与保障计量测试技术研究，
开展电磁兼容领域量传溯源技术研究。
开展新能源汽车电机能效计量测试技术
研究，建设锂离子电池性能的完整评价
体系及规范性计量测试平台等。

装备制造产业领域。顺应工业机器
人、数控机床、轨道交通、新能源、增材制
造等领域装备高端化、智能化、成套化发

展趋势，重点开展数字化精密测量、大尺
寸及微纳米高精密测量、复杂几何型面
测量等计量检测技术研究，持续完善装
备制造计量服务能力。

消费品产业领域。面向全市食品、
特色纺织品、新兴消费品等领域消费升
级需求，重点推动食品添加剂、有机化学
品残留、包装材料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检测，以及消费品中生化计量、电离辐射
计量等前沿性计量技术研究和相关标准
物质的研制。

材料工业产业领域。围绕全市增加
高品质原材料供给和前沿材料工程化、
产业化发展需求，重点开展面向绿色建
材、化工材料等原材料，以及先进有色金
属、石墨烯、气凝胶等新材料的前沿计量
技术和关键特性参数计量标准研究。

生物医药产业领域。面向全市居民
健康管理、重大疾病发现、疫情防控保障
等领域需求，持续推动远程医疗计量技
术的开发与应用，重点开展精密医疗设
备检测、植入材料检测和蛋白质计量、药
物及疫苗研发生产计量、核酸计量溯源
技术研究。

发展4个领域服务“智造
重镇”“智慧名城”

服务“智造重镇”“智慧名城”建设重
点工作是《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具体来看，人工智能领域。重点开
展人工智能测试评价技术及标准化测试
数据集的研究。重点推进计算机视觉、
跨媒体感知、自主无人智能等人工智能
核心计量检测技术、关键参数测量与测
试验证、标准制定修订等工作。

产业数字化领域。提高测量过程控
制有效性，为企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转型发展提供大数据支撑。重点推
进数字技术典型示范应用场景，推动数
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建设和产业园区数
字化改造在线监测计量体系建设。

互联网领域。打造全频域、全时段、
全要素的计量支撑能力，促进5G/6G、区
块链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开展工业互联网物理信道、传输稳定性、
功耗等参数的计量测试方法研究，提升
数据传输可靠性。

物联网领域。开展轻量级操作系统
及测试技术研究，研究制定物联网感知
装备测试标准和系统评价技术规范，开
展测试评价。研制物联网感知装备动态
特性在线测试仪器设备，提升测试效率
和质量。

在服务碳达峰碳中和重点工作中，
《规划》要求通过碳排放领域、能源领域、
环境监测领域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提
高能源计量动态监控能力，强化计量测
试技术在碳足迹、碳追踪中的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生计量监管重
点工作方面，《规划》还要求加强计量基
础设施建设，增强基层民生计量保障能
力。面向精准医疗、体育健身、健康养老
等民生领域，完善相关计量保障体系，夯
实高品质生活的计量基础。围绕食品安
全、贸易结算、卫生防护、生态环境等领
域的计量监管需求，加强计量器具强制
检定能力建设。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推
动计量技术服务向“三农”领域延伸，持
续提升乡村计量技术创新和服务供给水
平，缩小计量领域公共服务的地区差距、
城乡差距。

7月 1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川渝医疗保障联席会
议上获悉，今年1—6月，川渝两地累计跨省异地住院、
跨省普通门诊、跨省定点药店购药直接结算达到
139.57万人次，涉及医疗费用 17.31亿元。今年，川渝
两地医保部门正积极探索成渝地区异地就医住院免备
案直接结算，重庆计划面向四川全省异地就医住院免
备案，并享受参保地医保报销待遇。

据了解，2021年以来，川渝医保合作稳步推进。
在基金监管合作方面，万州、开州、云阳、铜梁、潼南、
永川、江津、合川等区县与四川毗邻的达州、遂宁、泸
州、岳池等地协同开展监管检查，检查定点医疗机构
50 家次，查实违规金额 2415.31 万元，处违约金
3593.89万元。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实现了新突破。”重庆市医保
局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重庆开通住院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2014家，门诊费用跨省直接
结算定点医疗机构 6944家，联网定点零售药店 15094
家，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95家。

在药品医用耗材带量采购和医疗服务价格协同方
面，两地医保部门达成接续省际联盟采购联合集采意
向，共同开展联盟续约工作，重庆在制定调整医疗服务
项目价格时，充分参考四川省相同项目的项目内涵、除
外内容、参考价格等因素，促进川渝两地医疗服务项目
价格协同。

在川渝毗邻地区，川渝高竹新区医疗保障服务站
建成运行，22项经办服务实现两地医保业务“一站式”
办理。此外，成渝两地将积极探索职工医保缴费年限
互认路径，逐步推动川渝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免备案，推
动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机构互认。

据了解，目前，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
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等共同发展的多
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在重庆初步形成。全市基本医保参
保3187万人，参保率达到99.2%，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
政策范围内住院
费用基金支付比
例达到 90%左右
和70%左右。

重庆发布计量发展规划

到2025年 基本建立新一代量值传递溯源体系

三届西洽会让西部加速与世界相连
□ 重庆日报记者 杨骏 见习记者 王贵江

□ 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上半年川渝两地医保跨省
异地直接结算139万人次

7月18日，重庆市2022年“百日服务攻坚、千万岗
位推送”网络招聘专项行动金融业专场正式启动。据
了解，此次专场活动，将为求职者带来超过 200家企
业，岗位涵盖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等多个领
域，全方面服务金融专业相关人才、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城镇失业人员等各类求职群体，解决企业招工难的
问题。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强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
群体就业服务，搭建劳动者求职和用人单位招聘对接
通道，由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重庆市就
业局承办的重庆市 2022年“百日服务攻坚、千万岗位
推送”网络招聘专项行动于5月底启动。

自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活动启动以来，采取以
线上为主方式，常态化开展特色专场招聘服务，持续
邀请企业参加活动，招聘规模不断扩大，覆盖范围逐
步拓展。

截至目前，已聚焦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乡村振兴六场专场招聘活动，并
上线川渝大型联合线上招聘会专场，七场线上活动共
邀请 1400余家优质企业带来近 35000个招聘需求，吸
引近7000余名求职者进入专区浏览职位，其中1200余
名求职者在不同专区累计投递了近1300份简历，企业
累计发起视频面试超200次。

据悉，重庆市2022年百日千万网络招聘活动将持
续到 8月 25日，后续还将开设中小微企业等专场等多
类型精品招聘会。

重庆市2022年百日千万
网络招聘活动将持续至8月
□ 华龙网记者 姜念月

据文化和旅游部7月18日消息，根据《文化和旅游
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申报工作的通知》，经地方申报、省厅推荐、合规
性审查、专家评审、舆情风控、实地考察等程序，文化和
旅游部拟确定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等123个项目为第
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重庆有六个
街区上榜。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是指依托一定的夜间景观
环境，融合特色文化符号、生活氛围和商业业态，能够
与区域经济发展融合，具有较强辐射带动功能的综合
产业集群。

2021年，渝中区解放碑—洪崖洞街区、渝中区贰
厂文创街区、江北区观音桥文娱休闲区、沙坪坝区磁器
口古镇、南岸区长嘉汇弹子石老街、北碚区滨江休闲区
等六个集聚区入选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名单，成为重庆夜经济的“金字招牌”。

本次公示的第二批名单，重庆渝中区“十八梯·山
城巷”传统风貌区、江北区江北嘴、沙坪坝区三峡广场
片区、九龙坡区巴国城、南岸区龙门浩老街及永川区华
茂中心等六地上榜。

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重庆六地入第二批公示名单
□ 重庆日报记者 罗婧颖

（上接1版）
其中，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基

础设施项目，完成投资903亿元，同比增
长67亿元。特别是铁路、公路项目已完
成投资414.6亿元，渝湘高速铁路重庆至
黔江段、渝湘高速公路扩能主城至彭水
段、巫溪至开州高速公路等多个项目，年
度计划投资完成比例已超六成。“一区两
群”协调发展的基础设施网络质量和发
展均衡性进一步提升。

今年以来，我市以市级重大民生项

目建设为引领，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持续
办好民生实事。上半年，就业和社会保
障、教育、健康、文化体育等民生类项目
扎实推进，共完成投资140.6亿元。

从具体项目看，重庆中医药学院一
期项目等7个项目已主体完工，渝西区域
医疗中心、广阳岛国际会议中心等56个
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已超70%；从
投资类型看，民生类项目上半年完成投
资中，有 56 亿元为社会投资，占比
40.2%，特别是文化设施和文旅融合项目

已完成的 47亿元投资中，有 83.3%是社
会投资，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明显提升。

此外，其他领域市级重大项目也在
快步推进。科技创新项目上半年完成投
资 23亿元。其中创新主体类项目年度
计划投资完成比例已达75.3%。

乡村振兴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 83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61.6%。现代
山地高效特色农业的计划新开工项目超
八成已开工。

上半年，生态环保项目完成投资55亿

元。其中生态系统修复治理类项目加速
推进，完成投资44亿元；长江“两岸青山·
千里林带”营造林项目，截至6月底已累计
完成营造林34.3万亩，占年度任务68.6%。

打赢下半年，关键在三季度。市发
展改革委将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工作部
署，持续高强度推进市级重大项目建设，
高效能提供项目服务，高质量抓好项目
储备，以实际行动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
精神，奋力书写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新篇章，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