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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綦江区赶水镇双龙村党群服务中心，村干部正
在利用网络直播平台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据了解，该
村采取“电商+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通过直播带
货推介当地特色农产品，帮助当地村民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促进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綦江日报记者 陈星宇 摄

□ 渝中报记者 廖松

“今年的民生实事，大家都看到了身边的变化。明年
需要办理哪些，大家都可以谈谈想法！”11月8日，渝中区
发展改革委联合上清寺街道开展重点民生实事微宣讲暨
2024年重点民生实事征集活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
议，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这几年区里落实了很多民生实事，有不少就在我们
街道、社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活动现场，春森路社
区负责人说，居民们有什么期望、想法，都可以提出来，今
天主要是向群众征集建议。

现场数十名居民齐聚一堂，听取情况介绍，积极填写
调查问卷，就自己关心的事发表意见建议。“问卷我认真
看了、填了，表达了意愿。”居民陈先生表示，问卷总共17
项，他觉得覆盖面广，有基础教育的、全民健康的，也有就
业创业的、文体惠民的，还有文化传承、交通出行等，都是
惠及老百姓的实事。

近年来，渝中区委、区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保
障和改善民生为目标，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
聚焦“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
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七大领域，每年滚动实施 15件
重点民生实事，大力推动公共服务普惠、均等、可及。

据了解，为加大重点民生实事宣传力度，广泛征集对
民生实事实施建议，日前，渝中区发展改革委牵头启动渝
中区重点民生实事微宣讲暨 2024年重点民生实事征集
活动，将相继在各社区开展，确保全区重点民生实事推进
更加扎实有力，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渝中

民生实事如何办
走进社区听意见

□ 江津报记者 江波

近日，江津区就业和人才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全区城镇新增就业逾 2.5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06.6%，提前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江津区致力于突出平台引领，构建网格化
就业服务体系。优化重庆市（江津）智能智造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功能，有序推动重庆市江津区公共实训基地建
设，积极构建“1+5+N”零工市场体系，拓展“15+5”人社便
民服务圈，打造以西部食谷农民工返乡创业园为代表的
江津区特色创业创新平台体系，着力发挥高质量就业“稳
定器”作用。目前全区已建成“双更”就业基地1个、零工
市场（驿站）5个、创业孵化基地22个。

就业“成绩单”抢眼，还得益于江津区重点突出数字
赋能，打造就业智能化应用场景。今年以来，江津区以
就业大数据智能化为支撑，推动“一库四联盟”提质增
效，及时做好“一库四联盟”信息归集和数据更新，维护
好群众就业、企业用工等数据库，通过系统智能派单、牵
头科室和服务专员精准接单，服务更加精细。推广使用
市人力社保局“一库四联盟”组织建设的聚合式求职招
聘平台——“渝职聘”。该平台汇聚全市用人单位招聘
岗位信息，支持跨平台、跨场景开展求职招聘服务，具有
人岗匹配，智能推送功能，实现求职简历精准推送，求职
行为的协同过滤推送，人社数据画像的扩展模糊推送，持
续提升智能匹配能力，优化用户体验。目前，江津区已点
对点服务重点企业560余家、重点群体7274人次。

江津

城镇新增就业逾2.5万人

□ 酉阳报记者 田金凤

“这口应急蓄水池预计在本月中旬蓄水。”日前，在酉
阳县钟多街道钟坨村8组孙家沟（小地名）一口刚修建好
的蓄水池前，该村党支部副书记孙世权正在清理水池周
边的建筑垃圾。该水池于今年10月开始修建，蓄满水后
的水量能够保障该村9个组2000多人旱季饮用水。

孙世权说，钟坨村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蓄水保水
能力比较弱，季节性缺水比较明显。去年夏天，持续的极
端高温干旱天气让不少地方出现饮水困难。为做好抗旱
保供准备，水利部门在该村孙家沟修建了 200立方米应
急蓄水池，为旱期群众饮水安全提供保障。

据悉，近年来，酉阳县着力解决季节性缺水等突出问
题，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一改三提”，建设城乡一体化
供水网络系统，保障农村群众饮水安全。全县累计投入
资金 17626.85万元，实施供水保障及维修养护项目 221
个，实现 3176处农村供水工程管护责任全覆盖，让全县
278个行政村村民吃上安全水、放心水，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酉阳

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綦江

直播带货 助农增收

□ 渝北时报记者 王彦雪 通讯员 李全友

老旧小区改造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
题，改造中，消防安全是重中之重。尤其是老
旧单体楼如何改，改造后如何管，都是大家都
很关心的问题。

为了更好破解这一难题，渝北区以双龙
湖街道龙顺街社区的旺瑞小区项目为试点，
推动硬件改造和居民自治“双管齐下”，探索
出一条可行的成功经验。

单体楼变大街区

旺瑞小区项目位于双龙湖街道龙顺街社
区，为早年间建成的开放式小区，小区涉及单
体楼 19栋，均为多层建筑。小区共有居民
1166户，“九小”场所和商铺门市共计125家，
建筑面积 14.65万平方米。为了给居民营造
更好的生活条件，渝北区投入3430万元对其
实施综合改造提升。

消防安全改造方面，由双龙湖街道牵头，
渝北区消防救援支队成立了技术服务指导小
组，对各类消防安全隐患问题整理归类，前期
共梳理出了消防安全管理缺失、消防设施带
病运行、电气线路敷设不规范、疏散条件不达
标、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违规停车堵塞
消防车通道等六大类共性问题。

以问题为导向，渝北区消防救援支队建
立“一楼一策”整改清单。工作中，面对单体楼
无专业人员管护消防设施难题，创新探索了
老旧单体楼“街区制”管理新模式，将连片老旧
单体楼整合为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引进物业
服务企业实施统一管理，渝北区财政予以资

金补贴。同时，双龙湖街道把消防安全作为
重要内容纳入对物业的工作考核中，增强物
业公司对消防工作的重视程度与责任感。

硬件提档升级

理清管理职责只是其一，消防安全离不
开完善的设施设备，而老旧小区消防设施老
化就是最大的消防隐患。

针对这一问题，双龙湖街道建立了由街
道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各相关分管领导为
副组长，街道各办、所、中心及龙顺街社区负
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推动旺瑞
小区消防安全硬件建设提档升级。

数据显示，本轮改造中，该街区共完成
19栋 63个单元楼栋的消防管网干管和立管
全面改造，铺设消防管网 3650米，更换室内
消防栓 510套，并对楼栋的电气线路进行了
规范梳理，电路进管入盒，更换电表木质底
座；将 954户居民的可燃雨棚全部换成阻燃
雨棚，对外凸封闭式防盗网开设逃生孔；安装
进出口道闸，合理设置停车位124个，严格规
范车辆乱停乱放，并在街区范围内安装电动
自行车充电装置3处，充电位50个，有效防止
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充电。

同时，按照街区“智能化”提升的规划，双
龙湖街道建成智能一体化监控平台，实行24
小时值班制度，街区范围内89家餐饮场所全
部安装独立式感烟探测器，整合消防车道、高
空瞭望摄像头25个，通过“智能+人工”模式，
及时发现处置违规占用消防车通道行为和突
发火情，着力推进消防安全智慧管理；依托旺
瑞街区邻里中心，打造了占地近 200平方米

的消防安全教育中心，中心包含消防逃生体
验通道、家庭常用电气火灾、厨房消防安全、
电动车消防安全、电梯消防安全等体验项目
和一个培训室，集知识性、趣味性、科普性于
一体，每周定时开放，由网格员组织居民学习
体验。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体系

消防安全，不能只由政府部门唱“独角
戏”，最关键还是提升群众消防意识，做好自
我防护。

在这一点上，双龙湖街道积极推进社区、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
善资源“五社联动”，建立有温度的“幸福银
行”，联动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社会多元帮扶
等资源，共同打造社区消防安全治理共同体。

“幸福银行”以“做好事、攒积分、积幸福、
兑需求”为总体思路，鼓励居民参加消防安全

巡逻、开展消防知识宣传、举报消防安全隐
患、结对帮扶独居老人安全、参与消防安全演
练和培训等工作给予积分，社区网格长根据
居民参加社区活动的时间、内容、质量等情况
记录分值，每次给予基础积分 3—5分，每一
个积分价值一元钱，积分达到 10分以上，居
民可携带“幸福银行存折”到社区所辖的餐
饮、超市、家政、维修等31家商家兑换相应的
物品或服务。

“幸福银行”的积分奖励机制极大地提
升了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活动参
与率平均提升了 50%左右。目前，龙顺街社
区、社工机构为参与活动的居民共计发放

“幸福银行”积分存折 693本，开展兑换 324
次，服务群众达 3000余人。充分调动小区
群众积极参与消防工作的积极性，初步构
建起了“街道引领带动、主体责任落实、居
民自治管理、社会协同推动”的共建共治共
享体系。

□ 华龙网记者 陈攀 舒婷

一座以“长寿”命名的城市，让人们对重
庆的印象更深一分。国家级经开区+市级高
新区，赋予长寿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姿态，融
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又将其引入经济发
展的“快车道”。

从重庆中心城区出发，驱车 1小时左右
即可到达长寿城，作为重庆西部陆海新通道
始发站点之一，这里繁忙的景象时刻都在上
演，物流人流从四面八方聚拢分拨，许多产品
从这里“走出去”，更多原料和商品又从这里

“请进来”。
2023年上半年，长寿交出融入西部陆海

新通道建设高分表，经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
联运班列发货超 2.5亿元，位居重庆前列；全
区外贸进出口总额54亿元，其中通道带动与
东盟国家进出口占比超40%。

11月 9日，“陆海之约”全国网络媒体重
庆行——西部陆海新通道主题传播（重庆站）
活动走进长寿，探访这座城市如何构建开放
新格局，带领周边地区通江达海。

畅通加码
铁水多式联运实现无缝衔接

长寿，重庆工业高质量发展主战场，发
达的工业经济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碰撞
出热烈火花，长寿经开区这一开放平台，顺
势出列。

走进长寿经开区，在货来货往之间，曾
经的一个个货运场站、货运码头，跃升为“通
道枢纽”，实现货物在这里快速周转和有序
集散。

渝巴专用铁路，重庆西部陆海新通道始
发站点之一，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个个铁路集
装箱经装卸运输后，正有序驶出专用铁路，从
这里始发到广西钦州港，只需要不到48小时
的运输时间。

“放在以前，则要通过汽运到沙坪坝团结
村才能快速出海，现在园区企业可以选择就
近本地发货，较江海联运至少节约10天的运
输时间。”重庆渝巴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王智江介绍。自2021年8月成功开行首趟

直达班列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长寿班列已
经实现常态化运营。

次年，首趟西部陆海新通道“宁夏—重
庆”区域联动班列的焦炭在渝巴专用铁路到
达 136标箱，促进了西北地区依托西部陆海
新通道“走出去”。

从融入到开行，长寿出海出境能力实现
跨越式发展。

渝巴专用铁路，也是重庆唯一具有危化
品集装箱到发资质的铁路站场，距此约10公
里的地方，长寿港大大小小码头连接在一起，
这里坐落着西部第一座、重庆市唯一的危险
品集装箱公共码头——化工码头，和铁路站
一样，每天承接着西来东往的货品，成为长寿
忙碌的货运线之一。

2022年，渝巴专用铁路与码头、仓库“牵
手”，成功搭建起西南地区最大的危险品集装
箱铁公水多式联运运营平台，主要开展水路、
仓储、铁路三网融合周转的集装箱一站式化
工物联网服务。

这一组合，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了多种
选择和运输方案。

“不止危化品，重钢等企业进口货物原料
或产品，也可通过联运，上下通行。以拥有西
南地区唯一危化品营运资质，园区及腹地区
域资源，努力打造危化品集散物流中心、贸易
结算中心和分拨中心”。展望未来，重庆化工
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祖驷信心满满。通
过通道建设，有效汇聚物流、商流、数据流、资
金流等，推动长寿深入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协
作，构建全方位开放格局，在高水平的对外开
放中发展壮大自己。

开放加码
通道带物流外贸迎来崛起

运输能力扩容升级，长寿产业、通道与贸
易实现深度融合发展，也为许多企业深度融
入对外开放格局赢得更多机会。

对此，来长发展20余年的企业重庆国际
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复材）
深有体会，并从中尝到了甜头。作为一家以
研发、生产、销售玻璃纤维及复合材料的企
业，每年从重庆发往各地的产品达 70余万

吨，尤其是其出口的普货还可直接在化工港
办理清关。

现场，公司物流科科长傅坤算了一笔经
济账。

“自长寿海关监管场封关运行，可大幅降
低我们物流成本1000元/箱，以渝巴专用铁路
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长寿班列到发站，统一享
受重庆和广西扶持政策及国铁运价优惠，全
程铁海运费按照2800元/标箱，较原铁海联运
运费降低3600元/标箱。”

对于国际复材来讲，西部陆海新通道，缩
短了企业对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客户的物流响
应时间，在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时提升客户服
务质量。由于效益的提升，国际复材还下设
了北美公司、欧洲公司和香港公司 3家销售
子公司，在重庆、珠海、常州以及海外的巴西、
巴林、美国、摩洛哥均建有生产基地，玻纤纱
年产能突破100万吨。

国际复材降本增效的案例并不是孤例，
在长寿，包括环松科技、巴斯夫、云天化、望变
电气等 20余家企业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出
口，方向主要为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国家和
地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由此推动企
业走出去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用好国际资源
和市场，促进产业扩链补链，带动长寿制造、
服务“走出去”和反向投资。

“去年，长寿外贸进出口突破 130亿，放
在以前根本不敢想象。”长寿区商务委给出了
一组更有说服力的数据。

目前，长寿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的货
运量和货值均在高位运行，稳居全市前列，全
区外贸进出口总额每年保持在 100亿元以
上，经通道与东盟国家进出口额占比超20%，
货物运能增长率达到65%以上。

而放眼长寿经营主体，如今聚集了27家
世界500强企业、64家跨国公司、62家上市公
司以及106家高新技术企业，如此，真正意义
上把通道优势转化成发展优势。

数智加码
创新模式效率效益双提升

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自
己，经开区的快速发展只是一方面，用“数智”

赋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则是长寿另一重
要板块。

在长寿高新区，记者看到重庆市产业数
字化能力中心已然落成，在4500平方米的展
厅内，依次布局了长寿区城市运行和治理中
心、产业数字化能力中心、数据交易中心。

其中，数字陆海新通道一张屏幕上，全程
监控了危化品运输路线全过程。别看小小一
张屏幕，却能打通车、货、人、场、途的数据共
享，实现运力规划、科学调度、安全监测。

这正是由重庆交信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与
长寿区交通局、长寿高新区共同打造的“1+
4”数字交通示范工程体系的应用场景之一。

“借助其资源整合能力，可把西部交通
13省市交通数据集成为数据中心，对此分析
提炼，最后用数字赋能交通，用数字交通服务
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发展，实现效能效率
双提升。”长寿高新区服务中心副主任罗小龙
介绍。

以交信物联为基石企业，长寿还将建设
数字交通调度指挥中心、数字运输物联网、换
电重卡数字网、数字物流服务网等数字服务
网络，目前，各项工作均有所突破。

如，区级数字交通调度中心已建立数字
化管理系统，正进行试点运行；渝巴物流换电
重卡站项目启动前期招投标，大宗物流数字
网已开通长寿—江津往返货运班线；长寿区
西部陆海新通道数字运输物联网平台稳步推
进，拟引进十余家市内外知名物流企业入驻
平台，共同打造区域数字物流中心……

按照建设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
总体定位，接下来，长寿将以综合立体交通
为先导，以多式联运物流为基础，以高能级
开放平台为依托，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为
全市及周边地区的生产制造业提供供应链
集成服务、铁公水多式联运服务、区域分拨
及仓储配送服务、大宗商品交易服务、保税
物流服务、信息数据服务以及配套生活性服
务，从而全方位提升重庆生产制造业综合竞
争力。

“加码”开放打开新空间 长寿这样带动周边通江达海

11月8日，在垫江县曹回镇首批试种
二季水稻基地，农机来回穿梭，正加紧收
割水稻，预计亩产850斤，此次试种成功
后，明年将大面积推广。近年来，垫江县
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工作，大力推进机械
化，确保“良田粮用”，播种面积、产量只
增不减，先后获评“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
基地”“全国水稻制种大县”。

垫江日报记者 龚长浩 摄

硬件升级夯实基础 居民自治激发活力
——看渝北这个老旧街区如何破解消防安全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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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二季水稻试种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