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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何春阳

建成投用全市首个区级协商民主实践中
心、建成智慧政协大平台、在全区 13个镇街
设立政协委员工作站，换届以来开展协商议
事活动 292场，助推解决重大民生问题和企
业发展难题 376个——这一系列举措与数
字，折射出九龙坡区落实中央和市委部署，以
改革精神积极探索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的努力实践。

九龙坡区政协有关负责人表示，改革的
落脚点最终在于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
感，区政协以夯实政协委员履职为突破口，扎
实强党建、筑阵地、搭平台，拓宽群众参与渠
道，推动委员更好履职为民服务发展，使基层
治理更“接地气”。

投用全市首个区级协商民主
实践中心，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基层实践

“针对我们中职学生，可否协调企业提供
更多丰富的实践机会和实习岗位？”

“目前职业学校与很多企业建立了合作，
大家可以充分利用校企合作项目进行实践和
实习。”

这是今年6月20日发生在九龙坡区协商
民主实践中心的一幕。面对九龙坡区职教中
心学生提出的问题，市政协委员、致公党区委
会主委陈旭川这样回答。他建议由相关部门
牵头，多开展实习生进园区入企业的活动。

针对学生代表提出的重庆动物园周边堵
车停车难、校外学习场地稀缺等问题，九龙坡
区委员们都予以积极回应。

据了解，今年以来，九龙坡区政协联合区
教委、团区委，在全区各中学、中职学校开设
模拟政协学生社团，通过模拟人民政协的组
织形式、议事规则以及提案形成过程，引导学
生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政治参与意识，
锻炼政治参与能力。

作为政协学生社团的重要活动载体——
九龙坡区建成投用的全市首个区级协商民主
实践中心，集合了“陈列展示、协商议事、宣传
互动、学习交流”多元功能。与其同步建成
的，还有以“和合”文化为主题的协商文化公
园，以及桃花溪畔 500 米长的协商文化长
廊。它们成为了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
践的新型阵地。

“‘一廊一园一中心’是具有辨识度的有
效载体和有形抓手，有利于提升委员履职能
力、拓宽委员履职渠道，也有利于直观宣传协
商文化、展示协商工作、营造协商氛围。”九龙
坡区政协委员陈谦说。

建成“九龙智慧政协”大平台，
有效提升民主协商智能化水平

8月15日11时10分，九龙坡区谢家湾街
道民主村社区食堂内香气扑鼻。76岁的居
民彭阿姨和好友来到食堂，不到一分钟便选
好饭菜落座。“原来人多排队恼火得很，现在
提前开餐方便多了！”彭阿姨说起了这三个月
的变化——原来社区食堂附近许多上班族常
来食堂用餐，入夏天气转热之后，老人们排队
候餐就有些吃不消了。

怎么办呢？彭阿姨想到食堂内设有社情
民意信息收集点，便扫描二维码提出意见建
议，希望社区食堂能合理优化开餐时间。

很快九龙坡区“城市更新·惠民利民”委
员工作室就收到这条社情民意，现场核实后
反馈至区政协。九龙坡区政协召集部分区政
协委员和食堂运营方，协商给出“将开餐时间
提前至 11时”的解决方案。自 5月 20日起，
老年人可以提前到食堂用餐，上班族用餐时
排长队现象也得到了很大缓解。

不光是民主村，九龙坡区其他政协委员
工作站及委员工作室，也都通过“二维码名
片”拉近政协委员与当地居民的距离，助力共
同探讨涉及群众生活方方面面问题的最佳解
决方案。

据了解，近年来九龙坡区政协大力推进
数字政协建设，在全市率先建成“九龙智慧政
协”大平台，开发运行了政协委员履职服务平
台App，并积极推广“数字人交互问答”等场
景应用。今年九龙坡区政协全面推广使用

“重庆数字政协”平台，创新打造“提案答复函
预审”特色功能模块，有效提升了政协工作的
智能化信息化水平。

13个镇街委员工作站特设
党支部，有力推动政协党建与政
协履职互动共促

“原来这里过上过下很不安全，夏天晒人
雨天淋雨。现在修整好了确实安逸！”8月15
日，家住九龙坡区叠彩西城C区的王顺芳老
人来到中梁山街道中金路华玉小学便民停车
点，发现过去简陋的站点已经修葺一新，不禁
向记者感慨。

这个便民停车点设置于2020年年底，主
要停靠1226线路车辆，该线路贯穿了华玉家
园、圣马三期、九龙雅郡、恒大帝景、叠彩西城

ABC区五个住宅小区。
之后便民停车点附近新修了一所华玉小

学，学校师生 1100余人，周边住宅入住率也
越来越高，实际数量达到上万人，群众出行需
求急剧增大。

“收到相关社情民意之后，2023 年年
底，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就组织了部分区
政协委员实地考察，提出将便民停车点升
级为公交停车港的方案。”九龙坡区政协委
员、中梁山街道办事处主任苏有恒表示，今
年 4月又两次召开协商会，商讨出升级改
造方案——在便民停车点旁人行道挖出长
约 20米、宽 2.5米区域，移栽行道树至周边
闲置树圈。

为促成改造实施，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
特设党支部还召集区政协委员，与开发商、周
边商铺等多次开展基层协商，并与公交站台
公司、区城管局、区交通局、区交巡警支队积
极协调，终于在8月初完成了改造升级。

“我们强化党建统领机制，在全区 13个
镇街分别设立政协委员工作站，又在各专委
会、各镇街政协委员工作站分别设立特设党
支部，建立每名中共党员委员分别联系1—2
名非中共党员委员的机制，实现了党的组织
全覆盖，大力推动了政协党建与政协履职互
动共促。”九龙坡区政协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邹宏举表示，下一步还将强化区政协主席会、
专委会对委员工作站（室）运行的指导，引导
工作站（室）创建特色品牌，凝聚界别合力，努
力打造2—3个全市样板。

□ 璧山报记者 熊浩

炎炎夏日，璧山绿意葱茏、生机勃发。穿
行在大街小巷，步之所及目之所望，道路宽敞
畅通，小区焕然一新，绿地令人心旷神怡……
处处如画般的风景交融着现代化的都市建
筑，和谐又活力四射。

而城市之美，始于规划。今年以来，璧山
区紧扣“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
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新定位，坚持以
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强化规划
自然资源保障能力，推动城市建设释放蓬勃
生长力。

重庆璧山机场前期工作稳步推进、璧铜线
实现全线“轨通”、金凤隧道主线建成通车……

细看今年的一些重大项目推进情况，成绩昭
然。“这得益于我们强化重点区域规划管控，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推动规划引领向高质高
效提升。”璧山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璧山区已优化临空经济核心区
84平方公里以及聚集区125平方公里用地规
划布局，预留机场综合交通集疏运廊道，对璧
山境内共209平方公里管控范围深化制定管
控细则，实施分区分类针对性管控；积极对接
市级部门，构建机场规划体系，协调推动铁公
水空多式联运通道网络规划，并做好区级项
目与机场管控的联络机制。

在提供高质量规划支撑方面，正有序推
进新能源片区、高铁站南部片区、曙光湖片
区、中医智谷片区等 4个重点片区详细规划
编制；聚焦生命科技创新、国际医学合作、生
物制造中试、智慧康复疗养等核心功能，优化
中新生命科技城片区用地布局，助推产城融
合示范区建设；按照“一区多园”发展模式，深
化璧山高新区详细规划指标体系研究，推动
园区扩容提质，培育壮大现代制造业集群，推
行产业链供地878亩。

一座城的特色魅力，最终取决于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而城乡发展协调并进

至关重要。上半年，璧山区稳步推动镇级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完成17个村庄规划方
案编制报批，为云雾花涧、茅莱仙境、乡愁二
郎岗、太空农场、农村公益性公墓等项目提供
规划用地保障。编制完成璧山区城中村专项
规划，划定整合了15个镇街29个城中村改造
规划单元，总面积33.71平方公里。

“今后我们将更加注重改善民生，高效能
打造安全韧性城市。”该负责人表示，“高品质
的规划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在增强
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同时，也将大
大提升城市活力。”

□ 荣昌报记者 张雪

眼下，正值收获白芷的黄金时期。
8月 8日，走进荣昌区观胜镇银河村白芷种植基地，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药材清香。一辆拖拉机在农田
驶过，白芷随之从地里翻出，村民们戴上手套，捡拾、搬
运、装车，井然有序。远处院坝内，白芷的挑选与晾晒工
作也在紧锣密鼓进行，现场热闹非凡。

“我每天在白芷种植基地上班，每天能有 100到 200
元收入，而且离家近，能照顾老人和小孩。”村民赵大叔乐
呵呵地说。

据了解，今年银河村共种植白芷 50余亩，现已进入
大面积采收阶段，预计总产量将超过50吨，收入超30万
元。此外，该村白芷种植基地还带动周边农户季节性务
工近500人次，可常年为当地农户提供近50个就业岗位，
每年可为当地群众增收13万余元。

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扩大白芷、黄精等
优质中药材种植规模，提升现代化、规模化经营水平，构
建“基地+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为当地中药材产业
注入新的活力，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荣昌区

白芷丰收产业旺 致富路上药飘香

8月16日，位于巴南区的重庆宗申
机车工业制造有限公司，高端摩托车生
产数字化车间里执行不同任务的AGV
小车按计划行进。

近期，该公司高端摩托车生产数字化
车间被评为2024年重庆市数字化车间，
其全自动智能产线相较于半自动传统产
线，工人数量减少25%，单台制造成本下
降47%，人均小时装配效率提高近1倍。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周雨

8月 19日，永川区政府与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产业数字化、绿色低碳、职业
教育等方面开展合作。

此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将推动在永川成立西门
子数字工业集团渝西办事处，双方拟合作建设数字化赋
能展示中心、工业数字化西部培训中心及“双元制”教学
实训中心。

其中，西门子数字工业集团渝西办事处负责为包括
永川区在内的渝西片区提供工业自动化、驱动、绿色低碳
方面的业务支持和服务。

数字化赋能展示中心则结合永川综保区内利勃海尔
等在建项目，集中使用西门子数字化工业集团最新技术
及产品，打造综保区内数字化示范工厂，并在区外设立集
中展示区，为渝西片区客户提供“前店后仓”式的展示及
工业数字化方面的设计咨询服务。

工业数字化西部培训中心将服务于西部地区的数控
行业企业，为其定期开展基础知识、最新成果、研发方向
等方面的培训，预计年度培训规模2200人次。

双元制教学实训中心将立足永川西部职教基地资源
及全行业不断增长的实训需求，利用西门子在数控机床
系统方面的最新硬软件和在双元制教学方面的经验成
果，开放式地与川渝地区各职业院校和智能制造、新质生
产力企业合作，开展一站式双元制学徒培训。

□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一台台设备高速运转，轰隆的机械声中，
工人们在岗位上忙个不停。“自 6月复产以
来，我们的 PTA产量已突破 5万吨。”8月 13
日，涪陵白涛工业园区，蓬威石化负责人岳斌
指着眼前忙碌的场景说。

企业从一度停产数年到进入满负荷生产，
岳斌感慨：“关键时刻，是政府拉了我们一把。”

“企业秘书”解决难题

蓬威石化是一家生产精对苯二甲酸
（PTA）的老牌化工企业。早在 2009年，公司
便投产建成了我国首套国产化百万吨级精对
PTA装置，成为行业佼佼者。

然而，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蓬威石化面
临着原料供应不足、设施老化、效率低下等问
题。“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每生产1吨PTA，就
要亏损 2000元。”岳斌回忆，受外部环境影
响，企业被迫停产多年。

2020年，利用集团公司的财政拨款，蓬威
石化启动技术改造项目，涪陵区同步派出“企
业秘书”，帮忙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各种难题。

新增的醋酸回收塔是技改关键，整个设
备长约64米、重800多吨，设备通过水运抵达

涪陵港，完成卸载后还要经过 7公里的道路
运输才能送达厂区。

这种超大物件的运输对公路承载能力要
求极高，尤其是一些转弯的地方，原有的道路
设计太窄，设备很难通行。

得知企业的困难，园区立刻会同交通、公
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制定了运输保障措施，
全程跟踪服务。

比如，针对道路运输弯道多、路段狭窄等
情况，相关部门进行了道路改扩建，临时分段
封闭交通，排除车辆干扰和上空障碍，使设备
如期安全抵达园区。

2022年底，升级后的生产线正式竣工，
累计淘汰落后设备 220台，新增行业先进设
备 117台，投产后每年可为企业节约生产成
本约1.6亿元。

为企业找到原料供应商

技改只是第一步，正当工人们准备投入
生产时，上游原料供应却成为企业复产面临

的又一困难。
“从石油中提取的二甲苯（PX）是我们

的主要原料，在停产前，这种原料主要依赖
进口，不仅价格贵，而且处处受制于人。”岳
斌说，这几年，国内二甲苯提取技术发展迅
速，能不能从国内企业中找到合适的供应
商呢？

位于四川的彭州石化，是联系到的第一
家上游供应商。在白涛工业园区的牵线搭桥
下，双方有了第一次会面。

“当听说我们一个月就要四五万吨的二
甲苯，对方当场就面露难色。”岳斌说，“因为
当地企业的需求量不小、要优先保证供应，而
剩余的二甲苯我们根本不够用。”

不过，对方给他们介绍了一家新疆企业，
可以进行轮流供货。

于是，白涛工业园区再次出面，撮合三方企
业坐下来，围绕定价、物流等进行面对面商谈。

经过几轮商谈，供应商终于给出了可观
的优惠政策。今年初，蓬威石化与四川、新疆
企业签订了三方合同，解决了原料供应难题，

为正式复工复产打下基础。

着力打造产业集群

自复产以来，蓬威石化几乎每天都在满
负荷生产。

据了解，产线技改升级后，蓬威石化年产
PTA将达60万吨，目前公司正与园区下游企
业万凯新材洽谈合作，将建立上下游原料互
供关系，形成原料、产品的“隔墙”供应。

涪陵白涛工业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依
托蓬威石化、万凯新材，园区将着力打造PTA
产业集群，届时，仅蓬威石化年产值预计就可
超过50亿元。

蓬威石化的“东山再起”只是涪陵区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涪陵
区建立了“百千万”工作机制，由区领导联系
百家重点企业，部门、园区联系千家“四上”企
业，镇街联系 10万户小微经营主体，并组建
了 3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服务微信群，让企
业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九龙坡区探索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拓宽群众参与渠道 基层治理更“接地气”

涪陵蓬威石化发展受困，政府精准解决问题、全程跟踪服务——

一度停产多年 如今天天“满产”

西门子将在永川设立渝西办事处

璧山：高水平规划引领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 三峡都市报记者 丁靳 通讯员 陈柯偊

近日，记者获悉，万州区就业和人才中心统筹谋划，
在抓好失业保险征缴的同时，积极抓实政策兑现，落实降
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免申即享”，今年以来已为 850家
单位兑现稳岗返还补贴210万元。

今年以来，万州从早就抓细政策宣传，统筹谋划，线
上及时更新最新政策、适时发布政策解读；线下规范镇乡
街道经办机构政策口径，主动准确宣传失业保险政策。
累计接待来访群众 4000余人次，点对点发送宣传短信
1200余条。

在失业保险费的征缴上，万州就业与税务部门联动，
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判失业保险费
征缴形势。截至目前，失业保险参保 14.71万人，累计征
收失业保险费4605万元。在政策兑现时，万州就业部门
认真梳理、发布惠企政策清单，持续落实降低失业保险费
率政策“免申即享”，并为 850家单位兑现稳岗返还补贴
210万元，为全区 7734家参保单位减征失业保险费 3852
万元。

万州区

850家单位获得稳岗返还补贴210万元

□ 江津报记者 陆海银 通讯员 王妍

昨日，记者从江津区民政局获悉，截至今年 7月底，
江津区 2.42万名 85岁以上高龄老人领取到高龄补贴共
计1167.85万元。

据悉，江津区高龄津贴发放档次及标准分为三档。
其中，一档：85周岁至 89周岁，每人每月 50元；二档：90
周岁至99周岁，每人每月100元；三档：100周岁及以上，
每人每月500元。今年截至7月，全区共有100岁及以上
老年人155人。最高龄老人为居住在几江街道五举村的
王素福，现年110岁。

江津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方便老年人
领取高龄补贴，从 2019年起，江津区就开始施行高龄
津贴“免申即享”服务。85岁以上的老人领取高龄津
贴不需要本人到镇街民政办验证身份，通过“免申即
享”的办法，直接将津贴发放到老人个人账户上。与此
同时，江津区民政局还与区公安局、区卫生健康委、殡
仪馆等部门通过大数据比对，精准筛查高龄老人津
贴。江津区民政局也定期抽检高龄老人津贴是否应享
尽享、应停尽停。

值得一提的是，为给老人们“老有所养”增添“砝
码”，除了为 85周岁及以上老人发放高龄补贴之外，近
年来，江津区还出台了一系列惠老政策。2016年 7月至
2024年 7月，累计为 569名百岁老人发放生日慰问金
56.9万元。在重阳节期间，对百岁老人开展全覆盖式慰
问，至今已累计发放价值约 645.81万元慰问物资；老年
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约 205万元；老年协会建设扶助物
资约 91万元；扶助老年协会开展为老专项服务活动约
19万元。

江津区

多举措为“老有所养”增添“砝码”

巴南区

数字化车间造高端摩托
单台制造成本降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