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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何春阳

7月 1日起，重庆诞生了一个新的“职
务”——“消防安全楼长”。当天，市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召开《重庆市消防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新闻发布会，当日起正式施行的《条
例》不乏设置“消防安全管理人”“消防安全楼
长”等新规定。

高层建筑物业服务企业
承担9项消防义务

高层建筑一直是我市火灾防控的重点和
难点。

据统计，目前，全市已建成高层建筑 4.5
万栋，其中，高层公共建筑5460栋，高层居住
建筑3.9万栋。

针对高层公共建筑，《条例》明确提出，业
主、使用人或者物业服务企业等应当明确专
人担任消防安全管理人，管理人应当具备与
其职责相适应的消防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
高层住宅建筑根据需要设置消防安全楼长，
由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人员、业主代表或者
基层网格管理人员担任，负责日常的防火和
消防宣传提示等志愿服务工作。

记者注意到，《条例》对与高层建筑消防
安全密切相关的物业服务企业的消防工作责

任进行了专门规定，明确规定其应当承担 9
项义务：比如定期对共用消防设施、器材和消
防安全标志等进行维护管理并保持完好有效；
按照规定设置消防车通道标志、标识、标线，保
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畅通；定
期组织消防安全风险提示和宣传演练等。

电动自行车
禁止停在楼梯间、进电梯

如今，电动自行车已成为群众出行的重
要交通工具，然而，近年来，电动自行车违规
充电引发的火灾时有发生。

对此，《条例》作出专门规定，要求电动汽
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充电设施的设
计、安装、使用、管理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有
关规定；禁止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楼梯间以及其他不符合消防安
全要求的室内场所，停放电动自行车、电动摩
托车或者为其充电；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电
动摩托车或者其电池进入电梯轿厢。

针对目前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停放
点少等问题，《条例》规定，拟建、在建的住宅
小区和人员密集场所，应当按照规定设置电
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
配置符合用电安全要求的充电设施，采取防
火分隔措施；支持和鼓励既有建筑场所按照
消防技术标准，设置或者改造电动自行车、电
动摩托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等。

记者还注意到，《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
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楼梯间以及其他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室内
场所停放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或者为其
充电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对单位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500元以下罚款。

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副主任委员欧修权表
示，下一步，市人大常委会将启动电动自行车
充换电设施安全管理的专项立法，从法规制
度上进一步健全完善电动自行车充换电设施
规划、建设、监管等责任体系，更大力度、更加
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

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适时向媒体曝光
违法单位违法行为

《条例》还要求，市民要学习掌握报警和灭
火救援基本常识，发现火情及时报警；发现有执
行灭火救援任务的消防车时，驾驶员和行人应
当主动让行，不得穿插超越；在参与灭火救援
时，应当服从消防救援部门的统一组织和指挥。

记者从会上获悉，下一步，我市将以“消
防坝坝电影”、消防知识有奖问答、开放消防
救援站体验活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在
全社会大力普及消防知识和自救技能，以全
面普法带动全民学法、全民守法，全力营造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的浓厚氛
围；同时，适时向新闻媒体通报贯彻执行情
况，曝光一批违法单位、违法行为，使遵章守
法、防范火灾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推动建立
完善政府、部门、单位、公众“四位一体”的消
防责任体系，确保消防条例全面有效实施。

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红星社区6组1号陈善贵
（身份证号：510230194604220520）遗失其残疾证（编
号：51023019460422052042），特此声明。

按照社会组织相关条例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
序发展的意见〉》有关规定，根据社会组织申报，经我局审
查，现将拟任相关社会组织负责人予以公示。

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公示的负责人名单持有异议，均
可在公示期间，通过书面形式向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社会
组织管理中心举报或反映。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公示时间：2024年7月3日—7月5日

监督电话：023-43789398
联系地址：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龙景路123号

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
2024年7月2日

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
关于大足区社会组织负责人任前的公示

大足区社会组织负责人任前公示名单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7月 1日，在小学生暑假模
式开启之际，大足区海棠小学联合大足区图书馆正式启
动“我和图书馆有约”——海棠小学暑期阅读打卡活动。
即日起至8月31日，海棠小学全校学生将到图书馆打卡
阅读，过一个沐浴书海、拥抱知识的暑假。

大足区图书馆专门为海棠小学学生发放了棠娃专属
阅读打卡表，学生们除了可以在这里现场阅读图书，还可
以借书回家阅读。假期结束时，学校将评选读书小达人、
小能手、小标兵，并让他们分享读书心得体会。

“炎炎夏日，清凉舒适的图书馆是少年儿童的好去
处。”海棠小学校长周伟表示，举办这项活动旨在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青少年的殷切希望，让海棠学子“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学校利用大足区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舒
适的环境，让孩子度过一个大有收获的暑假。

活动首日，走进大足区图书馆，看到浩如烟海的图
书，小学生们欢呼雀跃。他们在志愿者和家长的帮助下，
利用信息系统检索想阅读的图书，随后在书架上找到它
们，当即找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细细阅读。

身处书海，四周都是想读的书，海棠小学学生杨涵月
喜上眉梢，她说：“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学校开展的这个活
动，图书馆就像一个魔法屋一样，到处藏着宝藏，等着我
来寻找它们，暑假我会天天来这里读书打卡的。”她的母
亲李娟对暑假读书活动赞叹不已：“支持孩子暑期多读书，
多来图书馆看书学习，博览群书，做个知识渊博的人。”

“把孩子带到这里感觉非常好，学习氛围浓厚，而且
安全放心，环境宜人。”众多家长说道。

6月以来，重庆餐饮堂食夜间订单量同比增长30%——

重庆夜间食堂“热辣滚烫”

新版《重庆市消防条例》施行

“消防安全楼长”即将“上岗”

□ 重庆日报记者 邱小雅 周盈

6月29日晚上8点，山城夜幕降临，吱吱
冒油的肉串、吐着泡沫的啤酒、红艳艳的小龙
虾，“热辣滚烫”的滋味全都交织在凉爽的晚
风中。

市商务委数据显示，重庆 60%的消费
发生在夜间，“夜食”是其中最重要的来源
之一。连日来，记者走访调查发现，今年以
来，重庆的夜食业态发生了一些可喜的新
变化——

昔日街边的大排档，不少已升级成各有
特色的精致餐厅；除了常见的深夜居酒屋，国
际主题餐吧更是“遍地开花”；那些灯火通明
的传统夜间食堂，也不断推陈出新，点亮城市
新夜色，释放消费新动能。

新场景
重庆人的夜间食堂开在露台、

洞穴、花丛中

“左边路，传球！”
“好球、好球，进了！”
6月 20日凌晨，欧洲杯激战正酣，重庆

南滨路开埠遗址公园 4楼平台一家户外餐
吧，近 70桌餐位座无虚席。人们一边看着
大屏幕的直播，一边吹着江风，喝啤酒、吃烧
烤。店里因装修精致，艺术氛围浓厚，即使
是深夜，还有人拍照打卡，现场仿佛过节一
般热闹。

“我们上个月底才开业，是一家全户外的
露台餐吧，经营面积达800多平方米，主营烧
烤、啤酒和小龙虾。”该店主理人周保伍说，他
们刚开业就遇到“欧洲杯”，生意特别火爆。
因此他们延长了营业时间，从每天下午 5点
到第二天凌晨5点。

事实上，这两年，露台户外餐吧在北滨
路、南滨路等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记者在
大众点评看到，仅南滨路一带的户外露台餐
吧就不少于10家。有餐饮从业者告诉记者，
重庆得天独厚的地形，有山有水以及两江四
岸的夜景，为开露台户外餐吧提供了条件。

“露台餐厅能够走红，其中一个原因在于
其打造的环境景观深受消费者欢迎。”重庆工
商大学应用经济系主任李然说，露台是城市
发展夜经济“叫好又叫座”的场所，通过打造
融合夜食、夜娱、夜秀的露台经济，可以为城
市开辟新的消费空间和模式。

然而，重庆人对用餐场景的想象力并不
止于此。比如，渝北区紫薇路有一家西餐厅，
食客踏进店内，仿佛置身古老的洞穴之中。
店里每桌都用红玫瑰和蜡烛装扮，显得温馨
而浪漫。店内还用落日灯营造氛围感。“主要
是吃个氛围，和朋友打卡拍照。”市民杨洋说。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紫薇路商业
特色街共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30%，其中不乏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在花丛中吃饭，也不是新鲜事。长嘉汇
一家中西融合餐吧，店内全部用鲜花做装饰，
每晚都有不少情侣来享受美食美景；一街之
隔的龙门浩老街，几乎每走两三步就有一家

“日咖夜酒”店；观音桥九街附近，小资情调的
酒吧更让食客们应接不暇。

《2023中国精致餐饮行业洞察·重庆区
域版》显示，2023年上半年重庆精致餐饮门
店总量达到 196家，在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名单中，重庆精致餐饮门店数同比增速位
列第三，超过北京、上海。

新业态
国际餐吧、地域特色酒馆“遍

地开花”

6月 26日 9点过，刚加完班的企业白领
晓晓（化名）来到渝北区财富中心附近一家德
国啤酒花园餐吧，“偶尔加完班到这里来和朋
友喝上一杯纯正德国精酿，再吃一口德国咸
猪手，这样的夜生活很放松。”

走进餐吧，随处可见木质啤酒桶。店里
还摆放着台球桌和投影屏幕，装修风格偏向
于后工业时代。三十多位食客三三两两坐
着，其中既有讲着普通话的外地人，也不乏外
国面孔。

“这几年大家的消费认知在不断升级，七
八年前，在重庆吃夜宵可能大排档是首选，而
如今，不同类型的餐吧也越来越多。”餐吧老
板苏震东说，精酿酒吧这几年在重庆随处可
见，竞争越来越激烈。

财富中心商场内，一家墨西哥西餐厅
也热闹非凡。该店装潢以拉美风情为主，
随风摇曳的叶扇伴着拉美音乐，营造出满
满度假风。菜单上有牛肉塔可、炸鱼塔可、
辣椒培根卷等各式各样的墨西哥菜供食客
们选择。

随着重庆不断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
育建设，越来越多餐饮界人士选择深耕重庆
开设首店、新店。“罗宾斯牛排馆”就选择将内
地首店开在重庆。该店也是重庆唯一连续三
年上榜黑珍珠的西餐厅；异国美食餐吧几乎
覆盖了重庆各大商圈，除了常见的日料、韩
餐，还有俄罗斯餐厅、西班牙餐吧等，冷门点
的比利时餐吧在重庆也可以找到。

除了国际主题餐吧“遍地开花”，外地特
色餐馆也不断上新。

晚上10点，渝北区石子山体育公园附近
的一家东北饺子小酒馆人声鼎沸。在这里，
食客们可以享受到地道的东北夜宵，一口红
肠蒜肠一口啤酒好不爽快。“我是 2022年开

的店，夏天店里的生意特别好，大家对东北夜
宵的接受程度也高。”老板说。

就在刚刚公布的大众点评 2024“必吃
榜”中，93家重庆餐饮店上榜，排名全国第
四，榜单中就有超过20家国际主题餐吧和国
内其他地区的特色夜宵小店。这些数据反映
出重庆对美食的包容程度越来越高。

新活力
烧烤、火锅老店等传统夜食推

陈出新

“老板，来10串麻辣牛肉串……”
“要得！”话音刚落，只见南哥烈火牛肉摊

位前，小伙杨帅手中的刷子上下翻飞，“呼啦”
一声，一股火焰从铁板上升腾而起，围观的食
客们纷纷叫好。

6月 27日晚上 7点，两江新区民心佳园
夜市升腾起吆喝声和烟火气，摊主们各显“身
手”，用精心制作的美味小吃留住八方食客的
脚步。

新场景、新业态的餐饮店让食客在深夜
觅食有了更多选择，不过火锅、烧烤、串串香
等夜间餐饮的传统主角，依旧受到许多消费
者青睐，这些传统美食如今也焕发出新活力。

在江北鲤鱼池附近一家火锅店，装着火
锅底料的锅悬空吊起，下面用纯炭火慢煮，大
家围锅而坐涮火锅，让人耳目一新。

在解放碑临江门开了 15年串串店的胡

曾勇这两年也开始上新菜品。“传统老店也要
跟上新的消费节奏，原来我们只有传统酒水
和饮料，去年开发了绵绵冰、面包片夹冰淇淋
等特色小吃，颇受顾客喜爱。”

在重庆开了 18年的神伙烧烤，生意越
做越旺，门店也从南坪开到了江北，今年 4
月，老板陈世欣抢在夏季消费旺季到来之前
在涪陵长涪汇滨江路开了新店。“烧烤江湖
竞争激烈，烧烤店也要不断创新菜品，比如
先卤后烤的烤鸡脚，一年能卖出 60万只以
上。”陈世欣说，店里还有脆皮烤鸭、蜜汁小
排、烤糯米莲藕等独家菜品，都颇受欢迎，目
前他们还在不断开发新的菜品，希望形成独
家竞争力。

渝北龙脊路一带，是重庆人最爱的大排
档江湖菜扎堆的地方，这里分布着数十家大
排档。如今正值小龙虾消费旺季，每家小饭
馆门口都生意兴隆。食客们划拳举杯畅饮，
品味市井而又浪漫的山城夜生活。

这个夏天，烟火气十足的餐饮业为重庆
夜经济消费注入了活力，美团数据显示，6月
以来，重庆地区餐饮堂食夜间订单量同比增
长 30%。“重庆传统夜食消费旺，得益于商户
不断推陈出新，创新消费场景和消费品，形成
了良性竞争，推动了整个市场的升级。”李然
表示，当前，来自异国他乡的风味美食“遍地
开花”，街头巷尾升腾的烟火气越来越旺，它
们都印证了“夜食”正撬动重庆业态融合及夜
间经济的加速增长。

▲南岸区南滨路夜市，市民正在品尝美食。（资料图）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6月29日，市民在南滨路露天平台看欧洲杯。
重庆日报记者 周奇 摄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昨日记者获悉，今年以来，
大足区立足区位条件、产业基础、承载能力、功能定位，
全面推进城市规划深化优化，推进了中心城区品质不断
提升。

近年来，大足区统筹山水城、产城景关系，系统布局
城镇、人口、产业，基本构建形成“一中心四组团”协调发
展、向心发展城镇新格局，在不断优化城市格局中，科学
编制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基本完成“一中心四组团”详细
规划，制定印发《大足区城市更新专项行动计划（2023—
2025年）》《关于加快大足石刻文化城规划建设的实施意
见》《大足区推进以城区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方案》
等政策文件。

大足石刻文化城建设全面铺开。完成“两纵三横”干
道、“平急两用”酒店等22个项目前期工作。稳步推进城
市更新，统筹推进“留改拆增”“四增三减”，完成石刻大
道、龙中路文化景观品质提升，全力打造“高品质生活宜
居地”示范区。推动消费供给提档升级，积极融入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建设，已基本形成以海棠新城、大融城、学坝
街三大商圈为引领，大足印象、德福街、滨河路夜市、蓝湖
花街等为主要消费点的“三圈多点”格局。

四大组团不断做大。紧扣服务全市“33618”现代制
造业集群体系，推动园区产业特色差异化发展，已初步构
建形成“246”先进制造业集群，特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专
用车和摩托车及其零部件、再生资源及新材料 2个主导
产业集群优势加快形成，新能源专用车零部件配套企业
超200家，先后引进台铃、绿源、金箭等21家摩托车整车
企业，获评市级循环经济试点园区、特色产业（环保装备）
建设基地。

人口不断向城区集中。特别是全面放开放宽大足区
城镇落户限制，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
镇落户，确保落户人口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公共服务，不
断促进人口向城区聚集。2023年新增城镇落户 8000余
人，保障义务教育阶段4000余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
与本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吸引周边地区居民来足就医
2.6万人次。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文/图）近日，位于大
足区龙水镇的雅美佳荷花育种基地传来好消息，该基地
成功培育出花朵直径可达40厘米的大瓣荷花，几乎是普
通荷花的两倍。

据介绍，普通的荷花品种花朵直径通常不超过20厘
米。而雅美佳荷花育种基地的研究人员凭借着精湛的技
艺和不懈的努力，经过长时间的精心选育和栽培，终于成
功推出了这种令人惊艳的大瓣荷花。

“这个新品种让我们非常惊喜，它的花朵直径达到了
近40厘米，单片花瓣的宽度达到10厘米，是基地培育的上
千个新品种中最大的。”大足区雅美佳荷花育种基地负责
人陶麟说，此次培育出的大瓣荷花不仅在花朵直径上远
超普通品种，其花瓣的质地更加细腻，色泽也更为鲜艳。

这一成果的取得不仅为荷花爱好者们带来了全新的
视觉享受，也为荷花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未来，
大足雅美佳荷花育种基地将继续致力于荷花品种的创新
与培育，为推动荷花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直径可达40厘米

大足成功培育新品种大瓣荷花

测量荷花直径。

大足

优化城区格局
提升中心城区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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