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秋时节，各地农民抢抓晴好
天气忙着抢收、抢晒，勾勒出一幅幅
美丽的田园风光和繁忙的劳动景象。

图为 9 月 10 日，在南川区黎香
湖镇西湖村，村民趁晴好天气将收
获的红辣椒、玉米、绿豆、豆角等农
作物，摆放在地上进行晾晒。

新华社发（罗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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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足区双路街道双北社区1000号10-27
刘丹（身份证号：500111198604160021）遗失其残疾
证（编号：50011119860416002163），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双路街道双北社区1000号2-105
刘刚（身份证号：510217198004260710）遗失其残疾
证（编号：51021719800426071063），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宝兴镇金竹村5组王次中（身份
证号：510230195203113438）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102301952031134384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宝兴镇金竹村6组康中祥（身份
证号：510230194802093446）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102301948020934464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铁山镇三寨村4组43号阳强（身
份证号：500225200211298437）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002252002112984375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石马镇新立村 7 组 26 号唐邦智
（身份证号：510230196704114660）遗失其残疾证（编
号：5102301967041146606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三驱镇千佛村2组杜明轩（身份
证号：510230194701072830）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1023019470107283043），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回龙镇永兴村4组101号陆广川
（身份证号：500225199311075411）遗失其残疾证（编
号：5002251993110754116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回龙镇永兴村4组113号雷明良
（身份证号：510230194510225611）遗失其残疾证（编
号：51023019451022561143），特此声明。

□ 巫山报记者 董存春

近日，记者走进巫山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办
证大厅看到，大厅宽敞明亮、功能完善、分区合理，设置
有咨询区、受理区、自助智慧预受理区等功能区域，为
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

陈大涛是巫溪县人，近段时间在巫山探亲，特抽空
余时间前来办理去往韩国的护照，“我是巫溪人，在巫
山也能办到护照，来到大厅后直接电子拍照，微信扫码
直接填表就行了，非常方便。”

为进一步优化服务，提质增效，巫山县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大队在服务民生方面，窗口工作严格按照

“出入有境、服务无境”的工作理念，推行落实“窗口不
午休，接待不间断”的新服务举措，继续坚持延时服
务、特事特办绿色通道服务、老年人一对一引导服
务、缩短办证时限等便民举措，从细微之处暖民心，用
实际行动提升办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认
同感。

据介绍，今年7月以来，为了让人民群众能够灵活
地安排时间办理出国境证件，该大队推出“午间不休
息，服务不间断”的便民措施，安排值班领导和窗口民
警中午时间持续提供服务，并对当日取号的出入境窗
口业务承诺“不办结，不打烊”延时办，让人民群众感受
到办理出入口证件更加方便快捷。

据悉，7月以来，巫山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共
受理午间办证60人次，急事急办服务8人次，接受群众
咨询500余人次，持续保持了窗口服务零投诉，受到办
事群众和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巫山

午间不“打烊”服务不“断档”

□ 华龙网记者 陈美西 羊华

走进长寿经开区，就能感受到浓烈
的创新、创业热度。

这里有上市龙头企业、国家级专精
特新企业组成的“百亿俱乐部”，也有创
新型中小企业聚集的生态圈，投产、扩产
之势热火朝天。

一池活水，让包括民企在内的所有
入园企业得到了生长所需的“养分”。

长寿经开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去年，长寿经开区先后推动望变电气、
康普化学、泓禧科技 3家民营企业成功
上市，首次公开上市募集资金 14.35亿
元，新增上市数量列全市第一。”

通过深入采访和分析，长寿经开区
能汇聚、赋能600余家民营企业，三个层
级的营商服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舞龙头
组建服务专班 对接头部民企

任何一条生态链，都有龙头带动，长寿
经开区的“池子”里，也有很多龙头民企。

硅钢，是生产变压器及各类电机所
需的主要原材料之一。

记者走进长寿经开区望变电气硅钢三
期工厂，车间内其“热”融融，经过常化酸
洗、冷轧、脱碳退火、氧化镁涂层、拉伸等
工艺流程，一卷卷硅钢产品正运下产线。

作为民营企业，该公司去年硅钢产
量 11万吨，排名全国第三，民营企业第
一，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新加坡、印度
等地。

在长寿这片土地上，望变电气是如
何从一个投资20万元的小厂，成长为行
业巨头的？

“这离不开政府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企业创办人杨泽民告诉记者。

2017年，望变电气自建取向硅钢生
产线实现投产后，填补了西南地区取向
硅钢生产空白，也为企业发展装上了“引
擎”。但飞速扩产扩能中，用地矛盾、安
全隐患接踵而至。

对此，长寿经开区成立“工作专班”，
采用“一企一策”，从开拓市场、加大要素

保障、加大科技创新支撑力度等多个方
面，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我们建设三期厂房时，公辅用地遭
遇难题，园区了解到后，及时调规、挂网，
很快就解决了问题，为生产争取了宝贵
时间。”杨泽民回忆。

得益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
双向奔赴，2022年 4月 28日，望变电气
作为“输配电设备小巨人”，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

“为分类施策精准服务，我们聚焦百
亿级企业、十亿级企业，建立 30家链主
骨干企业培育库，构建了优质企业梯度培
育体系。”长寿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程学
明向记者透露，当地制定了规上企业培育
计划、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倍增培育计划和
拟上市企业倍增培育计划等，将成长型
的企业纳入培育库，通过一系列培育，实
现“小升规”“规做精”“优上市”。

除望变电气外，去年，长寿经开区还
推动康普化学、泓禧科技成功上市，首次
公开上市募集资金14.35亿元，新增上市
数量列全市第一。

目前，园区规上民营企业169家，占
规上企业总数的 66.5%，成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托龙身
实施梯度培育 增强公共服务

抓了“龙头”，还要托“龙身”，才能激
活民营经济“一池春水”。

记者分析发现，长寿经开区入驻的
600余家民营企业中，除了亚士创能、望
变电气这样的行业龙头，更多是产业链
上发展迅速的中小型企业，他们都需要

“托”一把。
对此，长寿经开区创新中心副主任

陆传彪感触很深：“这些民营企业普遍面
临研发成本不够，产学研资源不足等问
题。我们要做企业的娘家人，就要站在
他们的角度考虑，尽力整合资源、搭建平
台，为他们降本增效。”

陆传彪所说的平台，公共服务资源
是重要板块。

不久前，康乐制药公共检测服务平

台内，朗天制药技术负责人带着样品前
来送检。该平台有大型检测设备 20余
台，投资超千万元。

在这里，用 ICP-MS测定药品元素杂
质，送检一个样品只需要几百元，如果送
检企业自己购置设备，则要近200万元！

朗天制药享受到的便利，得益于长
寿经开区的贴心考量——由于园内医药
类、化工类民营企业众多，长寿经开区整
合科创资源，联合武汉工程大学重庆研
究院、化工职业学院、行业龙头企业等，
搭建起公共检测服务平台，服务民营企
业科技创新。

“我们的检测设备并非满负荷运转，
周边的企业又有检测需求，在园区建议
下开展公共服务，是双赢之举。”康乐制
药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杨忠鑫由衷赞叹
长寿经开区的营商服务。

接受采访的民企，都觉得来长寿经
开区是来对了地方，政府部门真的将服
务做到了极致，一方面帮企业“节流”，一
方面加强金融服务“开源”。

立竿见影的帮扶措施，是长寿经开
区搭建了政府、资本、企业三结合的融资
平台，及时传递各方需求，发挥了“牵线
搭桥”作用。通过设立引导基金和社会
其他基金给予企业资金支持，努力打造
经开区全方位的融资服务体系，2022年
积极帮助企业获得各类融资115余亿元。

今年上半年，长寿经开区新增规上
民营企业6家、科技型企业22家、市级专
精特新企业25家，纳入市级上市后备培
育库 16家。越来越多中小民企正上演

“鲤跃龙门”……

跃龙门
优化营商环境 政企双向奔赴

营商环境好了，民营企业才愿意来
“跃龙门”。

从上到下，长寿方面都在为“政企双
向奔赴”做着准备。

长寿区委书记刘小强曾在调研中多
次强调：“民营经济是长寿区经济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认识企业在推动
社会进步发展中的作用。要切实增强身

份认同、职业认同、区域认同和愿景认
同、目标认同、路径认同，带着责任、带着
感情，站在企业的角度思考问题、谋划发
展，帮助企业解决难题。”

优化营商环境，民企关心的不只是
税费、市场和债链等要素保障，更是社会
地位与认同。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正式发布的当天，长
寿区委书记刘小强就组织召开“全区推
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为“城
市合伙人”献上最高礼遇。

座谈从破除制约民企发展的制度障
碍、保护民营企业家权益、为民营资本设
立“红绿灯”、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
长、客观正确全面认识民营经济和民营
经济人士等方面，提出具体办法、务实举
措，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多年来，长寿是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做的。”重庆信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自入驻以来，一直感
受着长寿经开区的贴心服务。

从落地到投产，当地的首席代表制、
入园预审制等制度保障，为企业亮起一
路绿灯。营商专员更是站在企业角度提
前考量，为企业争取最大优惠。在此背
景下，信人科技2022年还获得了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称号。

亚士创能新材料(重庆)有限公司落
地长寿前，只用了45分钟的谈判就认定
于此。“其实谈判前，他们的专业程度就
坚定了我们的选择。团队只用了3天时
间，就将我们落地建厂的所有要素整理
成详细资料发给了我们。当时我们考察
了很多园区，长寿的办事效率是最高
的。”该公司综合事务副总监曾芝回忆道。

有了培育机制，更有服务态度，民营
经济发展的潜能和活力持续激发。

今年上半年，长寿经开区的规上民
营企业产值、营业收入分别为 288.5亿
元、233.5亿元；利润贡献率超过90%，达
到11.3亿元。

为民企建专班搭平台

长寿“活水”成就“跃龙门”

□ 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通讯员 曹天静

全鱼宴品、农家菜肴、国风演出、音
乐喷泉……9月6日晚，城口县蓼子乡第
一届美食文化节暨“点亮和美乡村 品尝
生态美食”农文旅融合美食街开街亮灯
仪式成功举办。

“12000多群众现场打卡。”蓼子乡负
责人介绍，该乡探索“餐饮+购物”“娱乐+
休闲”“志愿服务+旅游”等三套“组合拳”
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拼出小乡新业态。

去年12月30日，城口至开州高速公
路（简称城开高速）建成通车。事实上，
早在城开高速建设之初，蓼子乡就立足
蓼子互通发展道口经济，培育本土冷水
鱼、构树猪、山地鸡等特色农产品。

蓼子乡地处两山夹一河的峡谷地
带，过去除了种植传统农业“三大坨（红
薯、土豆、玉米）”，村民多数是外出务工，
山水特色资源处于沉睡之中。

城开高速通车后，蓼子乡按照“娱
乐+休闲”的路子，奋战 2个月完成渔文
化广场建设，依托天池村肖家院子易地
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打造半街烟火、半
街文明特色国风街区，设置“许愿桥”和

“渔文化”音乐喷泉广场特色地标，6个
月完成占地面积达 52亩的“农文旅”融
合发展美食街区建设。

此次美食节，蓼子乡围绕“餐饮+购

物”搭建土特产品“直通车”，鼓励美食街
店铺业主与 40余家农户建立长期菜品
供应关系，让本地农特产品走向本地商
业美食街区，确保美食街大部分菜品均
采用本地菜；同时在“渔文化”广场开创

“蓼子市集”，设立13个村（社区）和农户
定点售卖摊位25个，动员农户将自家生
产的腊肉、土鸡蛋、土豆淀粉、干竹笋、土
蜂蜜等“土货”到市集售卖，让土特产品
搭上游客后备箱，走出大山。

据统计，活动当天，集食、销、购、娱
于一体的美食街，吸引1.2万余名群众到
场品尝美食，引发群众打卡潮。

为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还想
来”，蓼子乡还探索“志愿服务+旅游”路
径，创建“邻里互助”游客志愿服务队，提
供代驾、游客接送、特长培训等志愿服
务，让每一位游客在品尝到蓼子的特色
美食时，感受“好客蓼子”的氛围和情怀。

“点亮一条街，带活一个村，带动一
个乡。”蓼子乡负责人称，该乡依托高速
下道口，用好区位优势、盘活辖区资源，
逐步发展壮大前河冷水鱼、生态种养殖、
新能源发电三大产业，探索“产销食娱”

“风旅+”“光旅+”等产业发展路径，聚
“链”成“群”培育3个亿元产业。

城口：三套“组合拳”拼出蓼子乡新业态

永川教育基金会揭牌成立
□ 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9月 9日，重庆市永川教育基金会正式揭牌成立。
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向社会募集资金270余万元。

在前不久由永川区委统战部、永川区教委、永川区
工商联（总商会）联合主办的“同心永伴·民企圆
梦”——永川区民营企业捐资助学活动中，10余家爱
心企业共捐赠 82万元，为永川教育基金会注入了“源
头活水”。

“基金会将多渠道集资办教育，合理改善办学条
件、奖励优秀教职工和品学兼优的学生，资助困难学生
完成学业。”永川教育基金会会长杨晓阳说，接下来，基
金会将拿出首批资金用于支持永川中学、永川区实验
小学等11所中小学校改善教学环境、资助困难学生完
成学业等。

□ 开州日报记者 张鑫坪

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的季节，开州区5500余亩猕
猴桃喜迎丰收，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猕猴桃，到处
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

近日，在和谦镇江东村猕猴桃基地，10多名果农
穿梭在猕猴桃林采摘鲜果、分类装箱，抢抓时节占领
市场。

“我们猕猴桃种植面积有 500余亩，一天能采摘
7000斤左右，猕猴桃个头大、味道甜，一斤能卖到12元
左右，预计今年销售额 300余万元。”开州区江豆山果
园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曾令奎说。

随着猕猴桃进入采摘期，不少种植基地还依托果
园发展乡村旅游业，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提升了
产业经济效益，拓宽了增收渠道。

“趁着周末，我和家人一起来果园采摘猕猴桃。这
个红心猕猴桃不仅个头大，还非常甜，真是不虚此行。”
游客曾永鑫说，平时工作忙，能和家人们一起到果园体
验采摘的乐趣，也是一种收获。

据了解，开州区多山地丘陵，海拔 500米至 900米
的土壤肥力高，光照充足，温度适宜，适合猕猴桃生
长。当前，全区5500余亩猕猴桃迎来丰收，采摘期从8
月中旬持续到 10月下旬，预计产量 7000余吨，通过线
上线下平台销往全国各地，产值约1.5亿元。

开州

5500余亩猕猴桃喜迎丰收

遗失启事

□ 铜梁报记者 李慧敏

企业“摆地摊”亮岗位，求职者逛商
场找工作两不误。9月6日晚，铜梁区龙
城天街商圈万达广场，随着夜幕降临、灯
光亮起，2023年“龙乡人才夜市”招聘会
开始了。整齐排开的招聘展台，吸引不
少来龙城天街游玩、散步的市民，有的浏
览招聘信息，有的与招聘人员沟通，详细
了解企业薪资及岗位情况。

据了解，将连续举办三晚的“招聘夜
市”有重庆海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重庆
铜梁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
铭利达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南雁实业集

团龙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重庆庆兰实
业有限公司等 80余家区内重点企业到
场，提供法律顾问、会计、工业工程师、质
量管理、人力资源、技术员、销售、国企家
政保洁等1600余个优质岗位，就业选择
面十分广泛。

重庆海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展台前
人头攒动，成了“夜市”里最“火热”的摊
点。“招聘‘夜市’吸引的年轻人多，我们
下一步需要招聘的工程师、会计、安全员
这些岗位需求也相对比较年轻化。今晚
投递的简历里符合条件的还比较多，效
率比之前的招聘会要高。”公司人力资源
部经理冉晗告诉记者。

“把招聘搬进商场夜市，为广大用人
单位和求职者搭建更接地气的对接平
台，让求职者‘边逛边选’，轻松找工作。”
铜梁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白
天举办的就业招聘会，虽然能满足大部
分人的需求，但有的求职者因时间冲突
无法参加。举办“招聘夜市”，可以让求职
者和企业方利用晚上闲暇时间交流对接。

不仅如此，把招聘会设在晚上，符合
年轻人的生活习惯，逛街时顺便求职，游
玩时也能找工作，为现在正热闹的城市
夜间经济带来了新的流量。

接地气，就有人气。“招聘夜市”第一
天现场就气氛热烈，吸引了3000余名高

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就业群
体参加，现场达成意向性协议530余人次。

“举办这次‘招聘夜市’是就业保障
服务的创新实践，企业‘摆地摊’亮岗位、
求职者‘逛夜市’找工作，搭建企业与求
职人员双向奔赴平台，助力求职者实现
更高质量的就业。”铜梁区人力社保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落实稳就业措施，
加强就业服务对接、拓宽就业渠道、强化
分类帮扶，摸清掌握重点群体基本信息、
求职动态及就业创业需求，针对性开展
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就业信息等就业服
务，精准满足求职者的多样化需求，促进
多渠道灵活就业。

铜梁：“龙乡人才夜市”招聘 烟火气里的双向奔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