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2月31日，冬日暖阳下，大
足区香国公园的香泉湖面上，薄雾宛如
轻纱般朦胧弥漫，3 只黑天鹅在水中嬉
戏玩耍、寻觅食物，引得过往游客纷纷驻
足观看。

自 2021 年香国公园便“请”来了黑
天鹅，如今黑天鹅已经完全适应了公园
环境，并开始繁衍后代。黑天鹅的优雅
灵动为公园增添了生机与活力，喜欢游
到岸边与人亲近互动的它们成了香国公
园的“人气网红”。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薄雾罩湖面
天鹅戏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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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巴渝新篇章的价值引领者

包括重庆江津、永川、潼南、大足等在内
的重庆西部片区是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面积约 1.5万平方公里，承担着推动搭建
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建立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等重点改革任务。近年
来，重庆西部片区以城乡融合改革为牵引，推
动产业协同、资源融通、城乡共美，在打破城
乡二元结构，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不断取得
实效。

挖掘农业新业态
开拓乡村发展新场景

城乡融合，产业协同是基础。江津区是
重庆农业大区，盛产花椒、柑橘、水稻等农产
品。近年来，江津抓住“粮头食尾”“农头工
尾”的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国家级农业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建设，打造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先行区。

江津是全国知名的青花椒产地，依靠得
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适宜的气候条件，造就了
椒香浓郁、麻味纯正的花椒产业，全区椒农
62万多人，花椒年产量超过28万吨。“以产业
协同带动农业增值，以工促农带动乡村发
展。”江津区农业发展中心主任吴宁介绍，江
津在花椒主产区旁，科学规划布局花椒加工

冷链、商贸物流等各类平台，推动了花椒产业
增值、农民持续增收。

“厂前便是农产地，厂内就有加工区。”在
江津区先锋镇，作为花椒加工龙头企业，江津
骄王农业开发公司一年花椒采购量 6000多
吨，企业还开发出花椒油等 20多种加工产
品，让绿色农产品“变身”为优质消费品。

而同样位于先锋镇的江津国际花椒城，
占地300多亩，是西部地区最大的花椒、辣椒
等火锅食材、调味品一级批发市场。在这里，
江津青花椒旺季一天交易额能达到 500万
元，同时配套建设了花椒加工筛选、冷链物流
综合化服务设施。

“鲜花椒储藏周期比较短，而通过冻库保
存、错季销售，平均售价能提高 50%以上，农
民收益自然增加。”江津国际花椒城品牌推广
负责人吴孟刚说。

吴宁告诉记者，在推动城乡产业融合过
程中，江津区围绕特色农业产业，布局建设花
椒产业城、食品特色产业园、农产品加工示范
园等功能性平台，建成了集生产加工、观光旅
游、休闲体验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农业区，
全区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70亿元。

依托城乡产业协同，挖掘农业产业新业
态、开拓乡村发展新场景……在重庆潼南区，
涪江畔的大佛坝片区有不少很受年轻人喜爱

的乡村休闲旅游项目。通过持续培育，社会
资本下乡流转农户农房，创意性地改造成蔬
菜咖啡、乡村酒吧等经营新业态；国有企业与
社会资本、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合作，发展涪江
天街、幸福街花儿巷等消费新场景；当地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还牵头运营了共享农场、蔬菜
研学实践基地等。

“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城乡
产业互动协同，有力推动了乡村产业增值，
农民持续增收。”潼南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资源融通
激活城乡发展潜能

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地、钱、人”等要
素融通。近年来，重庆西部片区持续推动强
村富民综合改革，畅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
向流动的制度通道，在激活乡村既有要素资
源潜能的同时，力促城市人才、资金、技术入
乡更顺畅。

在重庆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一个集稻
谷种植、乡村研学、农业科研于一体的“五彩
稻田”农旅融合项目开业不久，迅速成为当地
乡村游“网红”打卡点。

“过去，乡村建设面临规划难、用地

难。”该项目负责人说，“通过村规划前置布
局，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集中供地，我们建
起近 3 亩的水稻科普展馆和旅游接待设
施。游客在这里既能看又能玩，挖掘出农
业的多元价值。”

依托农地相关改革，大足区累计盘活农
村建设用地3200多亩，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升
级，一批农文旅融合项目蓬勃兴起，大足石刻
文创园内，雕塑艺术、工艺美术、数字文创等
方兴未艾；“如梦荷棠·山湾时光”景区里，花
开十里，游人如织。

搭建更多促进城乡要素融合的制度“基
础设施”，让资本、技术下乡更顺畅，盘活更多
乡村资源。在重庆永川区，依托农村产权公
共流转交易平台，已流转承包地经营权 2.09
万亩、林权0.36万亩，推动了农业农村资源的
盘活利用和持续增值。

南大街街道黄瓜山村是永川区城乡融合
示范村，这里基础设施完善、特色效益农业发
展有基础、乡村旅游资源丰富，村党委书记刘
刚告诉记者，为了盘活农民闲置农房，村里按
照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改革要求，引入社会
资本，流转农房使用权，发展起乡村民宿项
目，一套农房一年流转费用有 5000多元，增
加了农民收入。

（下转2版）

□ 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2024年 12月 31日，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发布《关
于发布重庆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记者获悉，2025年 1月 1日起，对重庆最低工
资标准进行调整。

从具体标准来看，万州区、黔江区、涪陵区、渝中区、
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
区、渝北区、巴南区、长寿区、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南
川区、綦江区、大足区、璧山区、铜梁区、潼南区、荣昌区、
开州区、梁平区、武隆区、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
新区、万盛经开区全日制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330
元/月，非全日制职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3元/小时。

城口县、丰都县、垫江县、忠县、云阳县、奉节县、
巫山县、巫溪县、石柱县、秀山县、酉阳县、彭水县全日

制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2200元/月，非全日制职工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2元/小时。

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重庆市辖区内的企业、个体经
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
劳动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
关系的劳动者；依法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等合伙组织、基金会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不
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值得注意的是，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
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所应该取得的劳动报酬的最低
限额，不包括下列各项：加班加点工资；中班、夜班、高
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条件或者特殊工
作环境下的津贴；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非货币性
补贴；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非工资性劳动保
险福利待遇。

重庆市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 重庆日报记者 邱小雅

“A80顾客，请您用餐”“B21，B21的顾客
在吗”……2025年1月1日中午12点，大坪时
代天街美食集中区的用餐叫号声此起彼伏，
全球人气比萨连锁品牌达美乐比萨重庆首店
门口，等位的队伍已经延伸至百米之外。

“开业已经半个月了，依旧是每天爆满，
有时候订单太多做不过来还要暂时关闭线上
外卖点单。”该店店员告诉记者，这是该品牌
的重庆首店，因此吸引了不少市民来尝鲜。

新年首日，记者行走于重庆各大商圈
发现，今年元旦假期只有一天，因此“首发
经济”成为了点燃城市消费的重要引擎。
美团数据显示，元旦当天重庆到店消费量
排名全国第六位。

离达美乐比萨不远处，茶饮品牌裕莲
茶楼重庆首店也在前不久开门营业，记者
在现场看到，新年首日该店生意十分火
爆，柜台上堆满了等待取餐的茶饮。“黑芝
麻冰淇淋、焦糖可颂蛋挞是它家招牌，以
前只在上海吃过，现在终于开到重庆了。”
消费者杨倩说。

前不久，大都会东方广场成功签约落
户西班牙米其林一星Aleia餐厅中国首店，
引进香港米其林一星长本日本料理餐厅
西南首店，香港米其林一星富豪酒家和北京米其林二星
厉家菜西南首店也开启试营业。

“香港米其林一星富豪酒家和北京米其林二星厉家
菜的试营业深受消费者赞誉和肯定。”大都会东方广场总
经理蔡志强介绍。

除了餐饮首店表现可圈可点，新开的商业综合体也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2024年 12月 31日，位于观音桥的
启元光里正式开业，这是“光环系”商业在观音桥的落地
首秀，新年首日这里也迎来了客流高峰。

区别于传统商场，启元光里突破盒子商业的形态，随
处可见全景开放式游逛廊道。“我经常来观音桥逛街，过
去基本上是在室内，这样的开放式空间感觉很新颖，除了
买东西还有很多拍照的打卡点。”市民陈女士说。

另一边，万象城北区古树广场外新年音乐会轮番上
演，吸引了不少路过的人群驻足拍照；重庆天地外“新有
福蛇”首展也为商圈集聚了人气。

“不论是推出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还是开设首
店，都可以被称为‘首发经济’。”在重庆工商大学应用经
济系主任李然看来，首发经济自带创新属性，是一个地区
商业活力、消费实力、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品牌形象和
开放度的重要体现，对于激发市场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近年来，重庆以首发经济带动首店经济发
展，联动首发、首展、首秀共振发展，打造首发经济生态
圈，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市商务委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重庆累计举办各类首发活动超300场，2000余
个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在渝落地发展。

“2024年前三季度，引进品牌首店 261个，众多优质
首店的到来，为市民提供消费新创意、新体验，进一步丰
富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新活力。”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说。

产业协同 资源融通 城乡共美
——重庆西部城乡融合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2024年，大足区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试点工作，促成大足区内更多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
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帮助他们加快实现“安居
梦”。记者获悉，截至2024年11月，大足区灵活就业人员
缴存公积金人数累计超1.3万。

公积金是市民购买住房的重要帮手。一直以来，众
多灵活就业人员也希望能够缴纳住房公积金，既能为将
来购房预先“存款”，也能获得更低利率的公积金贷款，减
轻购房压力。自 2021年 8月起，重庆在全市范围启动实
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工作，规定凡
是年满 16周岁、未达到退休年龄，灵活就业的个体经营
者、快递外卖人员、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驾驶员、建筑装
修工人、从业律师、网络主播、零工劳动者，均可自愿申请
以自有资金缴存住房公积金，并且没有户籍限制。大足
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积极推进试点工作，加强宣传力
度，让更多灵活就业人员知悉新政策、办理新业务。

2024年6月份以来，重庆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和使用住
房公积金的政策越来越“贴心”。目前，灵活就业人员按月缴
存使用住房公积金产品的起贷期限，由连续缴存满24个月缩
短为连续缴存满12个月（含）。一次性缴存使用产品的起贷
期限，由资金存储满24个月缩短为存储满12个月（含）；按月
和一次性缴存使用产品的贷款倍数由13.715倍提高至20
倍，自由缴存使用产品的贷款倍数由4.5倍提高至9倍。

为了让灵活就业人员应知尽知利好政策，大足区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拓展线上线下宣传渠道，不仅利用大足区
妇联“石刻姐妹”爱心团公益微课平台，直播讲解住房公积
金政策，还发展全区镇街、园区工作人员作为特约宣传员，
宣传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政策。同时，该中心工
作人员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密集区域，走进农贸市场、文化广
场、公租房小区、石刻创业园区等地，开展面对面宣传和零
距离服务，提升灵活就业人员开户缴存公积金的积极性。

数据显示，截至 2024年 11月，大足区灵活就业人员
缴存试点新增缴存人数 5239人，同比增长 22.81%，累计
开户 13075 人；新开户实缴金额 382 万元，同比增长
14.83%，累计缴存 2389万元；共计发放灵活就业人员贷
款15笔459.7万元。

大足1.3万余名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

新渝报讯（记者 毛双 通讯员 姜好）
2024年 12月 30日，大足区第十批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高坪打
连厢传统民俗舞蹈、大足叶雕等 12个项目
入选。

此次入选的12个项目涉及传统舞蹈、传
统技艺、传统医药、传统美术 4个类别。其
中，新入选项目 10项，包括高坪打连厢传统

民俗舞蹈、大足叶雕、“宝鼎莲童”花生糖传统
制作技艺、大足“伴之鹅”卤制技艺、化龙跳
水鱼制作技艺、“昌州豪妈”冬菜包子制作技
艺、高坪蜂蜜酿制技艺、通桥茅店豆腐包子
传统制作技艺、邮亭小曲白酒酿造技艺、大足
龚氏推拿；扩展项目 2项，包括大足石雕（玉
雕），龙水小五金锻打技艺（“邓家刀”传统制
作技艺、“非凡”手工锻打菜刀制作技艺、龙水

小五金发蓝技艺、“喜夫人”锻打菜刀传统制
作技艺）。

随着新一批区级非遗项目名单的公
布，大足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已增至 104
项，共有 147名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

目前，大足区共有 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25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3名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成功创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1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 3
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
地 1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 3个、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18个、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 3个、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工坊4个。

当抬腿迈进2025年的第一天，我们迎来
了元旦。按照惯例，各种媒体都要根据各自
的定位发一篇符合自身特点的“新年献词”，
回顾与展望，感慨与寄语。回顾什么，展望啥
子，寄语哪样，角度和选择的不同，就可以体
现不同写作者和媒体的不同情怀和态度，最
终看出其价值取向和媒体的整体水平。

笔者浏览了部分不同媒体的“新年献
词”，可谓百花齐放，精雕细刻，反复斟酌，企
图读出文章背后的某些深意。尤其令人瞩目
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用你的活法定义世界
的算法”，引发热议。

一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是，南方周末
的新年献词通篇在说“AI算法”，让人误以为是
关于计算机的新年献词，或者是一个AI公司的

献词，让人读得有点错位、有点落空的感觉。
人们为什么对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格外

关注呢？这要从这家全国综合性大报的影响
力说起，尤其是自1998 年起，其新年献词就
成为这家媒体的一个“标识”，具有显著的辨
识度。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总有一
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都包含着对基层民
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悲悯情怀，并引用具体
事例，读了充满深深的共鸣共情。捧着报纸
读着新年献词，双手在颤抖，眼角挂着泪花。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因为我们爱得深
沉”“愿新年的阳光照亮你的梦想”“走在中国
的大地上”“在巨变的时代追寻最大的正义”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这是你所拥有的时
间，这是你能决定的生活”“总有奋不顾身的相
信，总要坚韧恒久的勇气”……这些打动人心
的新年献词，反映了这家媒体在不同时期对
社会、对国家以及个人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2025年的新年献词“用你的活法定义世
界的算法”，不少读者提出“没有洞见，缺乏态
度，有的只是搔首弄姿式的文采卖弄和自我

感动式的油腻鸡汤”。集中体现在不见了对
底层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悲悯，不见了对
社会不公的抨击，不见了对民主、法治和自由
的真切呼唤。

对一篇新年献词的热议，反映了广大读
者、网民对该媒体的热爱。即使是批评也是
内心的一份热情在涌动，毕竟像南方周末这
样影响广泛的媒体，陪伴了无数的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等不同岗位人士的成长。因为
爱得真切、爱得深沉，才有这样爱的“反馈”。

不管时光如何无情，
新的一年已然开启，新的
一天扑面而来。愿新年
的阳光照亮你的梦想，我
们阔步走在大地上。

也说“新年献词”
□ 罗义华

大足区新增12项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元
旦
假
期
重
庆
到
店
消
费
量
全
国
第
六

﹃
首
发
经
济
﹄
点
燃
消
费
新
引
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