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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游客到大足石刻旅游仍以“过境游”
为主，“过夜游”寥寥，究其原因，在于大足石刻夜游产
品不够丰富，对游客吸引力不足。打造一台具有大足
石刻文化特色的高品质夜间实景演出，不仅能推动“过
夜游”数量快速增长，延长旅游链条，还能深入宣传大
足文化，让大众走进大足、了解大足、爱上大足。建议：

聘请知名团队操刀，深入挖掘大足石刻蕴含丰富
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以石刻文化为中心，
充分糅合大足五金文化、重汽文化、万古鲤鱼灯、中敖
火烧龙、雍溪戏剧等元素，创作不同演绎篇章，全方位
展现大足特有的石刻之美、山水之美、人文之美。比
如，通过历史演进、场景再造，展现以赵智凤为首的古
代工匠们的工匠精神和虔诚的心，展现唐宋时期古昌
州民众忠孝仁义的人文风骨与家国情怀；通过讲述观
众感兴趣、有特色的大足故事，展现大足风土人情和大
足人民的精神追求、创造精神、朴实情感；通过裸眼
3D、全息、多媒体影像等高科技手段，让观众从陆地、
水上、天空等不同角度，在行走和体验中，深切感受大
足石刻创作的宏伟场景、畅游龙水湖的惬意、享受美丽
乡村的恬静等。 （大足区委办 张茹倩）

□ 新渝报记者 龚文韬 崔晓玲
见习记者 罗婷婷

“人社局工作人员在人力资源信息库
里面了解到我的创业需求，就主动联系
我，向我宣传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帮助我
创业成功。”杨正伟是一名退役军人，为顺
应行业发展趋势，他决定创办一个集餐
饮、婚庆等于一体的一站式酒楼，但因创
业初期投入过多，导致资金短缺。这时，
大足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在人力资源库里看
到了杨正伟的需求，便主动联系提供帮助。

杨正伟提到的“人力资源信息库”，
是大足区为有效缓解“就业难”与“招工
难”问题实施的“一库四联盟”就业服务
机制改革中的“一库”，而“四联盟”分别
是指就业服务联盟、创业联盟、培训联盟
和人力资本联盟。

自“一库四联盟”就业服务机制改革
实施以来，大足全区城镇新增就业
15036人，登记失业人员就业4960人，就
业困难人员就业3086人。

人力资源信息库“一库当先”

如何扎实推进“一库四联盟”改革有
效推进？人力资源信息库“一库当先”。

大足区依托“智慧人社”一体化平

台，打通就业、培训、社保、人才、劳动关
系等系统数据，发挥大数据比对和人社
专员、劳务经济人作用，建立全区 16周
岁以上劳动力台账，摸清摸准供给侧和
需求侧，推动全区人力资源与就业、创
业、培训资源有效对接。

“自改革实施以来，我们积极夯实人
力资源信息库数据，组织镇街 314名劳
务经纪人参加人力资源信息库系统业务
培训，拟定人力资源信息库采集、更新、
核查及经费保障办法，根据人力资源信
息库中的人才就业意愿、薪酬期望等数
据信息，科学研判全区人力资源流动趋
势，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以激发人才创新
创造活力。”大足区人社局就业和人才中
心主任周前云介绍说。

截至目前，大足区完成人力资源信
息库更新65万人次，完成更新率99.4%。
按照“一村一人”，今年新培训劳务经纪
人314人。

四大联盟“齐头并进”

如何促进就业服务多元化？就业服
务联盟、创业联盟、培训联盟和人力资本
联盟“齐头并进”。

就业联盟建立用工动态监测机制，
形成“部门+园区+企业”的三级联动，动

态掌握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各类招聘活
动 25场，保障 2117家企业用工。同时，
推进零工市场建设，加强珠溪镇市级农
民工返乡创业园运营指导，对41家入园
企业开展日常化服务保障，精准引导
816名农民工进入园区实现就近就业。

创业联盟组建大足区创业导师库，
并通过已认定的重庆市大足区聚足创业
孵化基地、大足区电商创业孵化园、大足
青盟荟创新创业企业孵化基地3个市级
孵化基地，大足区石马镇创业孵化基地
1个镇街级孵化基地，孵化企业 237个，
累计孵化的出园企业 118个，直接带动
就业3900余人。

培训联盟整合全区所有培训机构资
源，积极搭建“培训+需求”平台，集中优
势培训项目开展相应培训。通过深入企
业和园区调查摸底企业培训需求，已开
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5736人次。

人力资本联盟组织开展重庆市优质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走进大足”活动，通
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产业园对接，引
进34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入驻园区。

工作专班“1+2+N”

如何保障“一库四联盟”提质增效工
作落实落地？大足区人社局成立“一库

四联盟”工作专班，实行“1+2+N”的工作
运行机制。

“1”个专班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
调、督办落实作用。打破“一库”和“四联
盟”各自为战、单打独斗局面，建立“对内
信息联通、全系资源联享、对外部门联
合”的工作机制。

“2”个路径聚合资源，采取“公共+市
场”的模式，聚集整合公共资源、市场资
源，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劳
动者就业、创业服务供给体系。

“N”个菜单精准服务，各联盟结合
职能职责，以政策落实、技能培训、岗位
推荐、创业扶持、人才培养为主要内容，
针对各类群体、企业，不同阶段、不同领
域，制定服务“定向菜单”，提供精细化、
专业化服务。

“我们将通过‘1+2+N’的工作运行
机制，发挥信息系统数据支撑作用，紧扣
经济发展，聚焦突出问题，全域统筹、多
元融合，提升共建共促共享合力，凝聚全
市就业创业资源，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
量就业。”周前云说。

下一步，大足区人社局将继续强化
“一库四联盟”数据交互作用，按需开展
针对性培训、创业、就业服务，实现供需
精准匹配，形成闭合循环回路，整体推进
大足区“一库四联盟”建设。

人力资源信息库、就业服务联盟、创业联盟、培训联盟、人力资本联盟

一库四联盟：缓解大足就业招工难

打造大足石刻主题实景演出

12月7日，大足区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的台铃新能源电动车生产车
间，工人正在加紧安装电动摩托
车。据悉，该园区紧盯新能源、大排
量、高端定制化等行业发展趋势，引
进整车生产企业23家、配套企业90
余家，形成了新能源汽摩产业一条
链，其产品热销东南亚、非洲等海外
市场。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集聚新能源
做强汽摩产业

□ 新渝报记者 犹骥 通讯员 谭大红

自2018年起，双桥经开区积极探索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持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防灾减灾能
力，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样板间。

海绵城市是解决城市内涝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它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
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
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
以利用，实现雨水在城市中自由迁移。

记者看到，龙景湖、水井湾湿地公园、儿童公园等都
融入了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步道结合周边地块进行了
生物滞留设施和植草沟的建设，花草树木一片生机盎然。

“这个就是我们海绵城市比较典型的设施‘雨水花
园’，绿地是下凹的，可以收集周边硬化地面的雨水，雨
水再通过下凹存储，超过设计标准之后可以溢流出
去。”双桥经开区建设局市政设施和园林绿化科负责人
介绍说，“除了‘雨水花园’，公园部分步行道和道路人
行道也铺上了透水混凝土，路面上的雨水可快速渗透
到地底，有效改善下雨天路面积水的问题。”

双桥经开区典型排水分区主要位于老城区，面积
为6.6平方千米。由于建设年代较早，排水设施破损老
化，雨污混流等问题普遍存在。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双
桥经开区引入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对老旧小区的人
行道、停车位等进行了海绵化改造。

为了加快实现以点带面，全域系统化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双桥经开区不断加强海绵城市建设顶层设计，
从体制机制建立、人才队伍培养、技术团队组建、资金
投入保障等，全方位全周期将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贯
穿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全过程。确保实现“2025年
在规划区域内建成经开区45%以上面积、到2030年建
成经开区80%以上面积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把双桥
经开区打造成水安全保障完善、水环境质量优良、水生
态系统完整、水资源综合利用的海绵城市，推动城市建
设与生态环境同步提升。

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同步提升
双桥经开区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