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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龙网记者 刘艳 实习生 廖冰

7月30日，记者从重庆高速集团了解到，由重庆高速
集团与蜀道集团共同出资设立的成渝地区双城交通建设
基金——“成渝共兴基金”顺利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手续，已具备对外投资条件。

该基金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支交通类基金，基金
规模5亿元，主要投资于全国范围内尤其是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范围内具有产业协同效应、核心技术优势的优质项
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新基建等领域。 据华龙网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首支交通类基金落地

一、任命
罗锐为重庆市大足区人大常委会龙滩子街道工作委员

会主任；
郑晓锋为重庆市大足区人大常委会龙岗街道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陈碧然为重庆市大足区人大常委会龙岗街道工作委员

会委员；
李赫为重庆市大足区人大常委会龙滩子街道工作委员

会委员；
李军为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蔡春华 曹 彬 曾 永 陈洪荣 陈 江 陈景刚
陈开珍 陈 敏 陈明学 陈明元 陈 平 陈善昆
陈天军 陈 维 陈文建 陈小彬 陈 勇 陈 真
代 飞 邓 娇 邓 星 邓修菊 邓志勇 丁 科
丁青青 杜德莉 杜 均 方 锐 封 杨 冯小渝
冯治珍 高秀峰 谷达兰 郭瑞麟 韩德美 韩 丽
何道彬 何开明 何玟纹 何绪川 何鸭红 何阳玲
何正毅 贺良东 贺世建 侯 燕 胡伶俐 胡荣辉
胡荣五 胡向前 胡治学 黄 波 黄昌建 黄万平
黄 伟 黄 西 姜龙友 江方强 江礼全 蒋春茂
蒋建华 蒋巨良 蒋雪丹 孔秋岳 黎冰燕 黎 刚
李德燕 李方敏 李华碧 李 静 李科强 李 玲
李荣婵 李 霞 李 燕 李泽富 李中超 李中高
梁万华 梁新华 廖 刚 廖 娅 林 桦 林兴勇
刘邦菊 刘 丹 刘定玲 刘何星 刘 亮 刘天红
刘亚群 刘永刚 刘渊华 隆中勇 龙建林 龙能云
龙 锐 龙秀平 龙 尧 陆盛敏 陆 敏 罗安国
罗登彬 罗和顺 罗 珊 罗应全 罗泽明 孟丽丹
明 欣 潘启霞 彭 峰 彭 艺 秦洪琼 秦 雯
覃 祎 邱弟香 饶云均 容华丽 石 宇 宋朝晖
粟 林 粟永才 粟治超 孙永中 谭光兰 谭素华
唐道科 唐加友 唐 利 唐章洋 庹科龙 万永全
王国勇 王科均 王 莉 王 玲 王诗全 王雪霜
王勇胜 韦斌双 文永兰 文 跃 吴德玲 吴定映
吴 静 吴娟娟 吴小兵 吴兴梅 吴 雪 夏 秋
夏 熠 向海生 肖贵烽 肖 童 谢 天 谢 飞
谢文强 谢小淋 熊春玲 熊 辉 徐安胜 徐红利
徐怀安 徐太友 许丹丹 薛建国 杨邦均 杨成利
杨宏成 杨 利 杨前英 杨守文 杨小周 杨晓娅
杨秀兰 杨远珍 杨卓凡 姚登燕 姚久丽 姚泽林
叶万莲 尹光红 尹伦武 袁明燕 张福梅 张国海
张家利 张建才 张江林 张久勇 张莹莹 张余伟
张再菊 郑圣菊 钟光彬 周福梅 周红梅 周 琼
周湘玲 周向阳等200名为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人

民陪审员。
龙云为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二、免去
陶述权的重庆市大足区人大常委会龙滩子街道工作委

员会主任职务；
胡媛媛的重庆市大足区人大常委会龙岗街道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职务；
张兴玲的重庆市大足区人大常委会龙岗街道工作委员

会委员职务；
葛祥龙的重庆市大足区人大常委会龙滩子街道工作委

员会委员职务；
邓磊的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职务；
喻正直、胡祥政、柯长军、徐向东、胡孝松的重庆市大足

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特此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7月26日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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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6日重庆市大足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上接1版）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和问

题，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
的。我们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应对
问题和挑战，用实实在在的高质量发展成效唱响中国经
济光明论。

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人士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
进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缓解地方财政困难等
建言献策，持续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为中共
中央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
表示衷心感谢。

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
出 3点希望。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深刻把握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重大原则和重大举措，把中共中
央决策部署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
二是持续巩固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切实把思
想认识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
正确看待形势和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合力战胜前进中的
各种风险挑战。三是继续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献
计出力，围绕落实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改革
举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及“十五五”规划前
期研究谋划工作等，深入开展调研，为中共中央科学决
策提供参考。

石泰峰、刘国中、何立峰、张国清、吴政隆，中共中央、
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鸿、何报翔、王光谦、秦
博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江利平、安立佳、李林等。

当下正值暑期，多地迎来旅游高峰，“不
合理低价游”乱象随之而来。

前不久，海南一名网友发布视频称其母
亲执意参加一个老年旅游团，39.9元游桂林4
天3夜还包吃包住，自己劝诫反被吐槽“不正
常”，引发广泛关注。随后相关部门介入，涉
事旅行社被立案调查。

“39.9元游桂林4天3晚”，虽说低价游现
象屡见不鲜，但没想到价格低得如此离谱，甚
至被网友称为“直钩钓鱼”。

现实教训一次次告诉我们，一分钱一分
货，“低价”往往是“最贵”的。看起来“一眼
假”的低价，为什么总有人“深信不疑”？老人
低价游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复杂的因素？
老人低价游又该如何综合治理？今天，我们
就来捋一捋这些问题。

一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旅游并非年
轻人的专属，老年群体也有这样的需求。

从需求端看，旅游作为丰富老年生活的
重要载体，在老龄化社会更有市场空间。

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民
生保障水平在不断提高，老年人的“钱袋子”鼓
了起来，特别是部分老年人还有不低的养老金
或退休工资，这让旅行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进入到人口老龄化时代，居民
的寿命逐渐增长，老年人往往有更多的闲暇
时间，这为旅游出行创造了有利条件。“有钱
有闲”、生活小满，到未知的、更远的地方去看
看，自然成为老年群体的“刚需”。

再从供给端看，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市
场，旅行机构当然不想错过老年群体旅游市
场这座“富矿”。

一般来说，正常价格的旅游，往往难以让
勤俭节约、对价格敏感的老年人掏腰包。怎
样压低价格，吸引老年客户呢？对旅行机构
来说，他们可以在交通、住宿、景区、餐饮等多
个环节“偷工减料”，以此满足老年人“花更少
成本的钱去看世界”的愿望。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些旅行机构动
起了歪心思，不卷服务而卷价格，推出没有最
低只有更低价格的旅游产品，以此吸引老年
人。但当低价游突破“低”线，就得给旅游质
量、乃至安全打上大大的问号。

比如，今年3月，一辆老年团旅游大巴在山
西高速路段发生碰撞隧道壁的交通事故，造
成多人伤亡，初步原因为司机涉疲劳驾驶、超
速、路线违规；4月，河北秦皇岛某野生景区一
条游船翻船，其中落水遇难的游客中有不少
是报名参加低价团的老年人，且未穿戴救生衣。

如此看来，不合理的低价游往往险象环
生、危机重重，要付出的代价常常会是最贵的。

二

不合理的低价游面前，为何老年群体更
容易“受伤”？原因纷繁复杂，需要从心理、经
济、社会等多个维度来综合理解和把握。

心理上，老年群体社交需求被压抑。现
实中，一些老人为照顾孙子孙女，脱离了熟悉
的生活环境而搬至城市，内心容易产生孤独
感。同时，儿女工作忙，与老人的交流减少，
导致“落单”老人生活枯燥，难以表达自我、纾
解情绪。此外，相对固定、狭小的社交圈子，
并不能完全满足老年群体的社交需求。

低价游能让老年群体结识朋友，产生与
同龄人相处的归属感，暂时逃离孤独，在精神
上得到满足；能丰富老年人的生活经历，给予

“爱炫耀”的老年群体展示的机会，以此获得
认同感，进而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

经济上，老年群体“爱贪便宜”的特征被
拿捏。一些老人经历过吃不饱、穿不暖的年
代，消费观念趋于保守，价格敏感度高，寻找
有性价比的商品往往是他们的习惯使然。

看起来“一眼假”的低价，为什么总有老人
甘愿“入瓮”？其根源是老年群体“爱贪便宜”的
心理被精准拿捏。旅行机构往往设置各种各
样的圈套，让低价与“节约”产生关联，再通过精
心编织的话术，一步步地诱使老年人“上钩”。

社会上，监管不严和处罚偏轻让不合理
低价游屡禁不绝。比如，市场监管还存在薄
弱环节，相关部门难以及时监管到旅行机构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不合理低价游行为。
同时，不合理低价游借助互联网更加隐蔽地
传播，进一步增加了监管和打击的难度。

又如，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对不合
理低价游的处罚偏轻，违法成本较低，让一些
抱有侥幸心理的经营者为了高收益铤而走
险，甚至在被吊销执照后依然敢顶风作案。

三

不合理的低价游现象由来已久，绝非一
朝一夕就能彻底整治，需要把立足当下和着
眼长远结合起来，多方参与、多管齐下，坚持
不懈、久久为功。

监管要有力有效，对不合理低价游违法
行为露头就打。

在监管上，要建立健全旅游市场法律法
规，明确不合理低价游的界定范围、惩戒方
式，切实把不合理低价游违法行为关进制度
的“笼子”里。同时，要畅通投诉机制，将线上
线下不合理低价游行为监测结合起来，提高

监管精确度，将不合理低价游扼杀于“摇篮”
中。此外，还要加大执法力度，对低价游中存
在的宰客等不法行为“零容忍”，将旅行机构
和导游组织参与“坑人”低价游的行为纳入信
用档案，提高违法成本。

行业要强化自律，推进老年旅游市场规
范化发展。

在行业内要建章立制，建立内部监督机
制，制定行业规范、自律公约，实行定期考核，
常态化对违反旅游行业规定细则的经营行为
进行自查自纠。

在政策支持上，要提高老年旅游市场规
范运营水平，鼓励探索老年旅游新场景新业
态，推出“智慧养老”“品质旅游”等产品，充分
满足老年群体的个性化旅游需求，让老年人
愿意游、敢于游、放心游。

消费者要保持定力，坚信“天下没有免费
的午餐”。

老年人作为旅游市场的消费者，更要敢
于对低价诱惑说“不”，避免掉入陷阱。同时，
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保持定力和警觉，拒绝
强制消费，若被“区别”对待或人身、财产安全
受到侵犯时，务必保留证据，应寻找合适时机
果断报警，敢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值得一提的是，缓解老年群体的孤独感，
家人的陪伴与关怀至关重要。子女们可以向
老人推荐正规平台报名出游，时常提醒不合
理低价游存在的高风险。当然，最好能够陪
同老人一起出游，在看世界的同时增强他们
防骗、防诈的能力。

对于低质的低价游，家人、社会和监管部
门有义务，也有责任帮助老年人拎清楚。只
有大家共同参与进来，才能营造放心、安心、
舒心的出行环境，让老年人也有属于自己的

“诗和远方”。 据上游新闻

□ 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

7月 29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重庆市第 6号市级总河长令——开展消除
城乡黑臭水体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重庆市第 6号市级总河长令聚焦河湖治
理薄弱环节，吹响了全域消除城乡黑臭水体、
剿灭劣Ⅴ类水体的冲锋号。通过开展专项行
动，到 2027年，全市将消除城乡黑臭水体并
形成长效机制，还原老百姓“水清岸绿、鱼翔
浅底”的乡愁记忆。

聚焦薄弱环节
一体推进城乡黑臭水体治理

重庆第6号市级总河长令为何聚焦城乡
黑臭水体治理？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市河长办副主任任丽娟介绍，重庆因水而生、
因水而兴，水是支撑保障美丽重庆建设的基
础性、战略性、关键性要素。近年来，全市河
湖面貌发生全局性变化，但城市黑臭水体仍
存在返黑返臭风险、农村黑臭水体点多面广，
直接影响美丽重庆建设成色。

市委、市政府部署开展本次专项行动，一
体推进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并将治理重点向
小微水体延伸、向农村地区拓展，强化污水从
源头到末端的全链条治理，降低水体返黑返
臭风险，以点带面、举一反三，以全域消除城
乡黑臭水体的实际行动，交出一份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整改的高分报表。

任丽娟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分全面排查、
综合整治、长效巩固三个阶段。我市将通过
全覆盖、地毯式动态排查，摸清全市域范围内
的黑臭水体底数。其中，在城市重点排查新
增和返黑返臭水体，农村地区重点排查河流、
坑塘、沟渠、水库，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房前
屋后公共区域的黑臭水体。根据排查结果建
立黑臭水体台账清单，分批次、分阶段制定治
理计划，编制实施方案，做到分批实施、限期
整改、动态清零并建立长效机制。

通过治理，到 2025年，全市城市生活污
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8%以上，乡镇生活污水

集中处理率达到87%，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
控）率达到70%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到 81%以上，规模化养殖场尾水综合治理达
标率达到 50%，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行政村覆
盖率达到75%。

重点实施
生态治理和工程治理

如何治理黑臭水体？据了解，我市将重
点实施生态治理和工程治理“两项治理”。

生态治理方面，针对黑臭水体被污染程
度，采取清淤疏浚、水体置换、控源截污等方
式尽快消除黑臭，同步采取“人工+自然”的
方式逐步恢复水体健康生态系统；工程治理
方面，包括城镇排水管网改造、城市污水处理
厂处理能力提升、乡镇和农村聚居点生活污
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畜禽水产养殖场（户）

配套设施建设等主要措施。
针对重庆山地滨江城市特色，市住房城乡

建委将通过综合采取水质水量分析、机器人内
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管网排查；将排水管网建
设改造列入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
改造重要内容，提速实施雨污分流和清污分流
改造，加快整治管网病害以及强化排水管网运
维等方式提升污水收集效能。同时，按照“集
散结合、提升韧性、适度超前”的原则优化污水
处理设施布局，提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等，到2025年底，全市污水处理能力达到620
万吨/天以上，2026年底达到650万吨/天以上。

畜禽水产养殖污染防控方面，近年来，全
市农业农村系统着力推动畜禽粪污和水产养
殖尾水治理，2023年，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达到 81.7%，规模化水产养殖尾水综合
治理达标率达到 33.2%，养殖业生产布局进
一步优化。下一步，将通过强化摸底排查、日

常巡查、技术指导和动态监测，切实抓好畜禽
和水产养殖污染综合防控，有力推动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

截至目前，全市生态环境部门已动态排
查建档农村黑臭水体 1255个、面积 299万余
平方米，累计完成治理708个，消除黑臭面积
131.4万平方米，约42.9万群众受益。

统筹推进
第5号、第6号市级总河长令

2023年，我市发布第5号市级总河长令，
实施幸福河湖建设“百千行动”。目前，第 5
号市级总河长令进展如何，它与第 6号市级
总河长令是什么关系？如何统筹推进？

“建成幸福河湖是河流管理保护工作的目
标，消除黑臭水体是河流管理保护工作的底
线。”任丽娟表示，5号令部署实施幸福河湖建
设“百千行动”，是从整体层面上对河湖治理作
出的总动员，而6号令则是聚焦河湖治理薄弱
环节吹响全域消除城乡黑臭水体、剿灭劣Ⅴ类
水体的冲锋号，两者出发点一致、方向一致，最
终目的就是打造一条条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

自去年启动幸福河湖建设以来，我市创
新制定了具有重庆辨识度的《重庆市幸福河
湖评价指标体系》，从防洪安全、生态安全、亲
水宜居、绿色富民、群众满意等 12个维度把
幸福河湖具象化，实现了对重庆幸福河湖的
精准画像，并启动了 73条基础条件好、群众
认可度高的河湖先行先试，今年和明年将分
别再启动54条、53条。

下一步我市将通过坚持河长统筹、问题
统筹、政策统筹，来统筹推进第5号市级总河
长令和第 6号市级总河长令的实施。其中，
河长作为河流管理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将充
分发挥在专项行动中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
作用。同时，坚持问题导向，逐条河流查找差
距、盘点问题、锚定短板，制定目标清单、任务
清单、责任清单，逐一销号，解决人水相亲“最
后一公里”问题，以黑臭水体清仓见底的实际
成效，为幸福河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助力提
升美丽重庆建设成色。

新渝报讯（记者 崔晓玲 实习生 宋娜
文/图）近日，在大足区龙石镇马家湾水果
种植农场里，郁郁葱葱的藤蔓下挂满了鹅
蛋大小的红心猕猴桃，果农们喜笑颜开忙
着采摘。

“我们农场种植有红心猕猴桃约 40亩，
今年天气比较好，挂果率很高，亩产在 2000
斤左右。”马家湾水果种植农场负责人马大
华介绍说。

今年是他承包农场的第9年，在此期间，
为了保障猕猴桃的质量、产量，马大华不断
学习新方法，引入新技术。

“随着水果种植农场越做越好，我们也
陆续请周边村民到果园务农，大家一起增收
致富。”马大华说。猕猴桃产业是龙石镇白
土村的主要产业之一，每到猕猴桃丰收时
节，村民纷纷在家门口打起了零工。

“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发展特色水果产
业，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并通过开园迎客
体验采摘的方式，为猕猴桃丰收做好准备。”
马大华说。

大足红心猕猴桃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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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7年，重庆将消除城乡黑臭水体并形成长效机制

还原“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乡愁记忆

老年低价游，为何伤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