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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3月6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科技部火炬中心近
日公布了第三批“企业创新积分制”实施单位名单，铜梁
高新区入选，这也是我市首家入选的市级高新区。目前，
我市共有3家高新区获批实施“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

据介绍，企业创新积分制作为科技部火炬中心推出
的一项科技金融新型政策工具，以企业创新能力量化评
价为抓手，通过企业创新积分精准识别和有效发现创新
能力强、成长潜力大的科技企业，主动为其增信授信，引
导技术、资本、人才等各类创新要素资源向企业集聚，
助力科技企业快速成长。自2020年12月以来，科技部
火炬中心已启动三批试点，全国133家高新区入选。

“实施‘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有利于铜梁在更高
层面构建活跃的科技与金融结合机制，搭建金融赋能
平台支持和培育更多领军企业、明星企业。”铜梁区科技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铜梁高新区将依托铜梁区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以积分评价、金融赋能、政策促进、
精准助企为主线，构建反映铜梁实际的企业创新积分评
价体系，打造具有铜梁特色的积分管理服务平台，建立
符合铜梁需求的积分结果应用机制，撬动政府资源和社
会资本，加快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

据了解，此前，重庆高新区、永川高新区 2家国家
级高新区入选“企业创新积分制”实施单位。其中，重
庆高新区上线了全市首个企业创新积分信息平台，确
定研发投入、研发产出、成长经营、人才队伍、企业资质
及创新成效、辅助指标六大类共计 30项指标，针对不
同发展阶段将企业划为初创期、成长期、稳定期三档，
设置差异化赋分标准及评价体系，为企业精准绘制“创
新画像”，并有效发现“潜力股”企业，帮助其快速成长。

□ 万盛日报记者 叶露

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漫步在万盛
区孝子河两畔，绿树掩映，河水清澈，呈
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美丽画卷。

建设现代化污水处理厂，严守污水
排放“最后一关”，保护饮用水源头……
近年来，万盛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把水污染防治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推
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水污染防治取
得积极成效。

2022年，万盛收集处理城镇生活污
水1509万吨，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达 99.67%，收集率达 66%；收集处理乡
镇生活污水 207万吨，乡镇生活污水集
中处理率达 89.71%。市民发自内心感
叹：“城市更美了，道路更净了，心情也变
得更好了。”

补短板 促进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万东镇两河口，坐落着一个现代化
污水处理厂——万盛污水处理厂。该处
理厂占地约 37亩，于 2016年建成，2017
年正式运行，经过扩容和提标改造，目前
日处理污水能力 4万立方米。每天，来
自万盛城区、东林片区及鱼田堡片区的
生活污水，在这里经过生物处理、沉淀、
过滤、脱色、消毒等环节，达标后再进入
输水管道，为孝子河进行生态补水。

在处理厂的末端，处理过的清水透
明无味，源源不断地从管道流出，一侧的
电子显示屏上显示着出水数据，COD、氨
氮、总磷、总氮等均达到标准限值。万盛
污水处理厂相关负责人说：“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和加盖除臭工程的实施，进一
步提升了全区污水处理的出水水质，为
下一步再生水的多元化利用创造了有利
条件。”

去年 5月，万盛水环境综合治理重
点项目开工。该项目是万盛首个采取
PPP模式推进的生态环保类项目，三年

计划总投资 13.5亿元，涵盖污水管网设
施建设、河道治理等5大板块、共44个项
目，对万盛城镇雨污管网、处理设施、管
理维护等进行全面改造升级。项目建成
后，将对万盛改善区域地表水质、提升水
环境综合治理能力、拉动地区基建投资
产生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绿色是万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鲜明
底色。近年来，万盛切实强化“上游意
识”，担当“上游责任”，体现“上游水平”，
大力推进“三水共治”，城乡污水处理设
施实现全覆盖、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
标率均为100%，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率达 99.67%，3个市考断面均达Ⅱ类水
质、创历史最好水平，辖区水生态环境实
现明显改善。

强排查 大力推进管网更新改造

丛林镇绿水村村民刘传兴的生活，
最近变化不小。

以前，家里洗衣做饭的污水，沿着一
条水沟直接排到院外的大路上。现在，
污水从入户下水道汇入村里的污水管
网，进入绿水村基础设施完善项目污水
收集工程。“绿水村如其名，青山绿水、淳
朴自然，依托柑橘、菌菇等农业的优势，
不少村民希望发展乡村旅游增加收入。
建设了污水管网，人居环境大大改善
了，我们发展乡村旅游更有信心了。”刘
传兴说。

2022 年，万盛新建城市污水管网
1.352公里，新建城市雨水管网 2.504公
里，新建乡镇污水管网5公里，具体为羊
喝坪水库库尾段污水处理项目。有序开
展城市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完成雨污分
流改造 31处，改造长度 8.26公里；完成
老旧缺陷管网改造 52段，建设长度 7.25
公里。黑山镇八角污水处理站提标改造
项目有序开工。

排水设施日常运维是保障设施正常
运行的重要保障。万盛建立了日常巡查

和运维机制，对发现的井盖和水篦子破
损、污水溢冒问题建立台账并及时处
置销号，万盛区住建局定期组织运维
单位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和检查。2022
年清掏疏浚二三级排水管网 76公里、
更换水篦子 212 个、整治雨污窨井盖
117套、安装防坠网 180个，排水设施完
好率为97%。

重源头 实现人水和谐共生

走进丛林镇白龙湖村，汤家沟水库
水域无障碍、河面无垃圾、沿岸无违建、
绿化无破坏，呈现出库畅、水清、坡绿、岸
美的清爽画面。在河岸周边，界桩、饮用
水源标识标牌一目了然。

“水库周边干干净净、水清清亮亮，我
们看着就舒坦。”白龙湖村村民徐世英说。

汤家沟水库的干净清爽，离不开万
盛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工作的深入推进。

“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
建设内容包括设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
识、界碑和警示标识，设置饮用水水源保

护宣传牌，进行地形图测绘，建设防撞护
栏、事故导流槽和应急池等设施。”万盛
区生态环境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018年 3月，万盛启动了乡镇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工程，总投入
800万元，完成汤家沟水库、银碗槽水
库、毛里水库等12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规范化建设。

除了保护饮用水源，万盛以全面推行
河长制为契机，启动了水生态文明建设。

在青山湖“欣湖畔农家乐”大门前，
有一块绿地，栽种着美人蕉、桂花、红叶
石楠等景观植物。这个看似小花园的绿
地却“大有玄机”，它的下方隐藏着一个
小型生活污水处理站，主要处理欣湖畔
农家乐及路旁一座公厕所产生的污水。

记者了解到，万盛三座中型水库——
青山湖、板辽湖、白龙湖（以下简称“三湖”）
沿线，像这样隐藏在红花绿树间的地埋
式生活污水处理站一共有30座，日处理
污水达980立方米。通过这样的生态污
水处理站，“三湖”范围类的生活污水基
本能得到处理，避免了生活污水直排入
水库造成污染，实现了人水和谐共生。

□ 九龙报记者 邬姜

2022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
启下之年，也是乡村振兴全面展开的关
键之年。放眼九龙大地，澎湃着新时代
乡村振兴的无限活力与激情。

去年，九龙坡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实
现逆势增长、增速较 2021年提高 4.3个
百分点，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实现 129亿
元、增长 6.2%，增速位居中心城区第 2。
蔬菜和蔬果产量较往年同期分别增长
2.94%、33.99%，粮食产量与往年同期持
平，渔业产量较往年同期增长 4%；九龙
坡区“三变”改革试点村扩大至14个，有
效盘活乡村沉睡资源资产，有力助推农
民增收……

这一连串的数据，串起了2022年九
龙坡持续推进乡村振兴的足迹。

“目前，以农兴旅、以旅富农，九龙大
地正在奏响乡村振兴的奋进曲。”九龙坡
区委农业农村工委副书记吴晓萍介绍，
近年来，九龙坡区统筹推进乡村振兴示
范区创建、着力推动乡村产业、乡村发
展、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全力助推乡村
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相继获评“全国
美丽乡村创建先进区”“全国休闲农业暨
乡村旅游示范区”“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
验区”等殊荣，广大农民获得感、幸福感
持续增强，乡村振兴步履铿锵。

以抓项目为牵引
产业兴旺“丰”景好

一夜春雨过，千畦尽成绿。2月 19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西彭花果
山，雨水的来临没有让人闲下来，反而是
抢抓春季管护有利时机，对果树进行修
枝、绑枝，更映照出九龙坡乡村振兴的干
劲与冲劲。

在当地，一场名为“花果山农旅综合
体建设”的大会战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计划以“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以“花
果”为媒，再造一座“花果山”。

在西彭镇长安村，经过多年的孕育
期，当地的百花香桃从“按斤卖”到“论个
卖”，从线下销售到线上线下结合，当地
正以“农业+文化+旅游”的产业链模式，
助力乡村振兴。在陶家镇锣鼓洞村，白
墙黛瓦让人赏心悦目，村民家门前的小
花坛也成了微景观。行走在蜿蜒的村道
上，不少游客感叹，如今的农村处处是风
景。在铜罐驿英雄湾村，试点探索集成
农村“三变”改革、“三社”融合发展等为
主要内容的“一心四部六金联合社体系”
农村综合改革，把村集体资产置入资金
互助社、土地合作社、房屋合作社、消费
合作社等，让村民的收入节节攀升。

在美丽乡村“丰景”背后，是全区以
抓项目为牵引，统筹推进九龙乡村全面
振兴。

发展乡村产业是实现村强民富的关

键。九龙坡区坚持把乡村振兴和“三农”
工作纳入全区战略部署“一盘棋”，一体
部署、一体推进。建立健全乡村振兴工
作领导机制，成立“五大振兴”工作专班，
区委书记亲自挂帅，6位区级领导分别
联系指导1个村。制定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工作方案，围绕 33条重点工作，细化
86条举措，明确牵头单位和量化指标。

在此基础上，全区做大做强农业特
色品牌，大力发展果蔬、花卉、园艺等种
植业，制定优质粮食品种示范推广方案，
优化养殖品种、技术、模式，不断提升初
级产品的质量和产量。持续打造特色农
产品品牌，积极兑现农业扶持办法，指导
企业策划品牌包装，扶持市场主体健康
发展。2022年，新增市级以上认定农业
品牌 7个，累计获市级以上农业品牌 99
个，农业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以农特产品为媒
助推农文旅上“云端”

作为重庆中心城区最大面积的葡萄
种植基地，每年的 6月底至 8月底，九龙
坡区西彭镇近五千亩、十多个品种的葡
萄陆续成熟，“西彭葡萄”已经成为当地
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

多年来，九龙坡坚持在“葡萄”上做
文章，做活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光是
真武宫村，先后引进向葡萄、橙里城外、
卓润庄园等20多家农业企业，建起了农
业公园，形成了葡萄、草莓、苗木、垂钓四
大支柱产业，并孕育出“桃林社”“三鼎华
乡”“卓润”等一批知名农业品牌，发展起
了以鲜果采摘为载体的休闲体验农业，
打造出一个个集种植、休闲垂钓、观光旅

游等功能为一体的生态农业园。除了农
业公园，九龙坡区乡村还有很多耍事。

在休闲农旅方面，九龙坡区是全国
首批、重庆第一个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示范区，是重庆市都市农业与乡村旅游
目的地，有重庆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示范村 3个，重庆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示范点 1个，打造“春夏秋冬”精品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线路各1条。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品质精致农旅
企业20余家，全区以西池、清栖谷、西岛
山庄等为代表的“乡愁、乡悦、乡韵”为主
题的“忆、艺、意”乡村旅游线路初步形
成。去年，全年接待游客405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1.5963亿元。

接下来，九龙坡区还将积极探索“互
联网+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利用“互联
网+”体系将单一的乡村旅游产品向复合
型产品转变，将特色乡村资源有效转化
为优质旅游产品和服务。

综合施策助改革
美丽乡村增“颜”提“质”

今年1月，铜罐驿镇英雄湾村“一心
四部”分红大会，村民们齐聚一堂，普通
社员和长者社员合计分红24500元。同
时，还有公积公益金、风险金、管理费等
12100元，进入集体账户，将用来开展各
种公益活动促进乡风文明。

英雄湾村“一心四部”仅仅是九龙坡
大力推进农村改革的一个缩影。

对于乡村振兴工作，增加农民收入
才是关键。去年，九龙坡区扩面深化“三
变”改革，试点村扩大至14个，加强区级
三变改革试点项目指导，精心完善实施

方案，启动实施5个项目，有效盘活乡村
沉睡资源资产，有力助推农民增收。
2022 年，全区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共
3093.44万元，实现所有村经营性收入达
10万元以上。抓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培育，新建专业合作社 12个，建成示范
农场和合作社5个。

同一天，西彭镇真武宫村村委会坝
子上，村民们也齐聚一堂，用乡村治理积
分兑换奖品。

值得一提的是，九龙坡区推进乡村
治理路径探索，将“积分”转化成群众创
造力和生产力，带动村民积极参与乡村
振兴各项事务，最大限度激发乡村治理
活力。

九龙坡区乡村治理推广“积分制”，
打造10个积分超市，西部三镇全域实现
积分兑换；完善“清单制”，制定服务清单
和负面清单，实现六张清单所有行政村
全覆盖；探索“院落制”，“铝都院落”微自
治创新模式全面铺开，乡村善治水平提
质提效。

“不仅要有颜，还要有质，只有内外
兼修，增颜提质，美丽乡村才能焕发长久
魅力。”九龙坡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推进乡村治理路径探索，深入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在实现“产业兴、百姓富、
生态美”的路上，九龙坡区迈出了坚实步
伐、打开了崭新局面。接下来，将争取创
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努力实现“城市
里有田园牧歌，乡村里有城市生活”。

西彭葡萄产业基地。九龙报记者 袁志强 摄

九龙坡：融合“农文旅”奏响“振兴曲”

伏地玩耍的孩童、行李箱、板凳、鞋子……这些元
素被融入两江新区悦来周边的公交车站整体设计，引
得乘客们纷纷拍照上传。目前，悦来已打造艺术车站
6座，它们打破了传统公交车站的固有形态，将艺术融
入公共空间与大众连接，成为马路上流动的艺术展，让
艺术涵养城市气质。图为3月5日，乘客正在两江新区
悦城路公交车站乘车，该车站设有以板凳为元素的艺
术作品《如歌的日子》。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水清岸绿生态美

万盛区大力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

万盛区青山湖碧绿清澈，倒映群山翠影。（万盛日报资料图）

铜梁高新区入列科技部第三批
“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

□ 武隆报记者 刘蕊

近日，随着气温回升，各地春耕备耕陆续展开。走
进武隆区凤山街道杨家村金银花种植基地，当地村民
正抢抓农时，给金银花除草、修剪枝条，田间地头一片
繁忙景象。村民们告诉记者，通过发展金银花产业，大
家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也增加了收入。

近年来，凤山街道杨家村大力发展金银花种植，目
前已初具规模。今年，村里将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力争
打造千亩金银花示范基地，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让小小
金银花成为村民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花”。

凤山街道杨家村第一书记李杰介绍，该村的金银花
种植面积现在已经有886亩，采用的是公司加农户，大
户带小户的生产经营模式，每年能带动当地村民生产务
工就业100余人。接下来，该村计划在未来两年之内，
打造千亩金银花示范基地，让更多的老百姓增收致富。

武隆

种植金银花 拓宽致富路

□ 华龙网特约通讯员 毛世洲

近日，市民廖某某到忠县政务服务大厅“川渝通办”
专窗，申请“城保市外转入”业务。递交申请后，窗口工
作人员让其回家等待，并立即通过业务办理系统与四
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社保经办机构对接。7小时后，廖
某某查询发现，自己的社保关系已成功转移到了忠县。

这是忠县高效推进“川渝通办”助力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一个例子。类似这样的“川渝通办”所涉
事项，忠县自2020年以来已高效办结近6000件。

2020年以来，川渝两地相继推出三批共311项“川
渝通办”政务服务事项。为切实做到“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路”，推动“川渝通办”从能办到好办，忠县在政
务服务大厅设置“川渝通办”专窗，对外公布经县级部
门梳理、可承接的289项“川渝通办”事项清单，选聘专
人接受企业和群众咨询并及时办理。

与此同时，忠县县级部门逐项对照清单领取事项，
完善窗口办理地址、咨询投诉电话等信息，推进网上运
行，不断优化办理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减少跑动次
数。“川渝通办”专窗提供无偿帮办代办服务，积极联系
四川省对应地方的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加强对接
和沟通。同时还建立邮政寄递配套机制，方便企业和
群众寄递资料，用“快递跑”取代“群众跑”，大大方便川
渝两地人员异地办理高频事项。

忠县

高效办结“川渝通办”
所涉事项近6000件

两江新区悦来

艺术公交车站涵养城市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