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上游新闻记者 包靖

手慢无！2025年，舞剧《天下大足》正式
开启全国巡演，首站重庆站将于 2月 21日至
22日在重庆大剧院连演两场。该剧备受期
待，正式开票不到一天，首场剧票就已售罄。

重庆站从1月3日下午4点正式开票，不
到一天的时间，官方就在 1月 4日上午 11点
发布了首场剧票售罄的消息，可见本剧受追
捧的程度。

《天下大足》的演员阵容里，张翰、孟庆

旸、朱瑾慧等，都是人气十足的青年舞蹈演
员，顶尖演员出演也是本剧具有高人气的理
由——2024年12月，《天下大足》在北京保利
剧院精彩亮相，剧票也是迅速售罄，来自全国
各地的观众赶往北京，为这部新剧打call。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年轻群体成为舞剧
的消费主力军，对此，主演张翰表示这让整个
团队动力十足，全力打磨作品。

“在新的时代里，用自己的专业弘扬传统
文化，这是非常骄傲的事情。”张翰希望这部
剧能在更多年轻人心里留下烙印，“希望我们
的作品能够让大家有一份感受，能被里面的
工匠精神所感动，看完后会想去大足石刻看
一看，让中华优秀文化和艺术，能够烙在年轻
观众们的心里。”

《天下大足》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重庆市

委宣传部、重庆市大足区委区政府、人民网共同
出品，以《只此青绿》主创团队为基础班底历时
两年打造，通过舞蹈艺术演绎大足石刻及相关
人物故事，聚焦大足石刻背后的平凡缔造者。

目前，《天下大足》的2025年巡演计划已
经公布：从 2月份起，先后在重庆、成都、南
宁、合肥等 11座城市进行 50场巡演，整个
2025年将进行100场巡演。

舞剧《天下大足》重庆站首场售罄

本报地址：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棠凤路1号 邮编：402360 投稿信箱：dzxybbjb@163.com 广告许可证：渝工商广字第9800666 订报热线：43768052 总编辑：刘广辉 视觉总监：龚果 总值班：李美坤 主编：谢凤 美编：黎刚强 校对：李玄 零售价：1.5元 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承印（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康泰路99号）

XIN YU BAO
主管主办：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出版：《新渝报》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50-0036

邮发代号77-40

总第636期 今日4版

2025年1月

农历甲辰年腊月初七

6
星期一

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

谱写巴渝新篇章的价值引领者

新渝报讯（记者 余佳 通讯员 蒋文友）日前，记者从
大足区交通运输委获悉，长运集团大足公交公司新购5辆
金龙牌公交正式投入使用。5辆公交车分别投放306路公
交线（金竹桥至石马）、208路公交线（玉龙镇政府至大足汽
车站）、203路公交线（龙滩子至宏声广场东站）运营。

长运集团大足公交公司生产经营科科长李廷兵介
绍，此次购回的 5辆新能源公交车为纯电动新能源公交
车，具有款式新、能耗低、噪声小、零排放、零污染、乘坐舒
适等优点，配备了下车铃按钮，方便乘客与驾驶员互动，
一级踏步设计使乘客上下车更加便捷，包围式驾驶室的
配备则减少了外界对驾驶员行车中的干扰。

“5辆新能源公交车的投入，能够大大缓解春运期间
乘客的出行压力，同时也为乘客提供了较为舒适的乘坐环
境。”李廷兵告诉记者，2024年以来，长运集团大足公交公
司围绕“便民、惠民、利民”推出系列措施，大力开展线网优
化行动，对28条公交线路风险进行复勘的同时，在401公
交线路开展“渝快码”乘车移动支付试点工作，为广大乘客
新增一种移动支付方式，对龙岗一小定制公交重新优化，
并新增2条线路，且每条线路站点最多不超过6个，让学生
乘坐更方便快捷。2024年全年运营里程1439.04万公里，
运行班次81.35万班次，客运量2382.7万人次。

大足新增5辆新能源公交车
分别投放3条公交线运营

1月3日，市民正在大足区南门桥广场选购商品，第九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冬季)大足分会场活动
在这里火热进行。

本届消费季大足分会场活动于1月1日在南门桥广场启动，现场设有20个
大足非遗展位、40个大足名优特产展位及40个川渝名优特产展位，让游客在感
受大足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便捷的“一站式”消费。 新渝报记者 瞿波 摄

文旅消费“热”力足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 邹多为）西部地区
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围绕以大开
放促进大开发、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筑牢国门安
全屏障、支持打造一流口岸营商环境等四个方面，海
关总署5日出台15项措施支持新时代进一步推动西
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具体措施包括：支持确有需要且符合条件的地
区按规定程序申请口岸开放或扩大开放；探索创新
江海联运、铁海联运等海关监管便利化措施；支持成
都、重庆、昆明、西安、乌鲁木齐等建设国际航空枢
纽；加大特色农食产品品牌培育力度，推动蔬菜、水
果、茶叶、中药材、酒类等优势特色产品扩大出口；支
持保税研发、保税维修、保税再制造、保税展示交易、
融资租赁等新业态在西部地区落地；支持西部地区

海关与地方共建口岸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加强核
生化爆、武器弹药、毒品等领域打私联合整治；支持
更多海关改革举措优先在西部地区复制推广等。

海关总署表示，下一步，将指导西部地区海关充
分发挥协同联动工作机制作用，推动 15项支持措施
落地见效，助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合力推进国际物
流大通道建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
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实落地，西部
地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外贸实现较快发展。海关
总署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 2023年，西部
地区进出口总值由 2.96万亿元增至 3.74万亿元，年
均增长 8.5%、高于同期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 1.2个
百分点。

海关总署出台15项措施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 新渝报记者 张琦 杨琢 实习生 刘思雨 文/图

改造自来水厂、新建供水管网、新增加压设备……近日，
记者从大足区水利局了解到，2024年大足区重点民生实事
——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让5.06万农村人口喝上了优质水。

“以前偶尔会停水，今年水厂改造后再也没有停过，龙
头一打开水就来了。”2024年12月31日，大足区宝顶镇慈
航社区5组居民谭胜芬一边放水洗菜，一边告诉记者。

重庆泽足水务宝顶自来水厂建于2011年，设计日供
水规模 3000立方米。水厂在为宝顶镇所有村社供水的
同时，还为棠香街道五星社区和智凤街道黄连社区、永福
村的部分区域供水。今年，水厂新增一座2000立方米絮
凝沉淀池和过滤池、加压设备、闸阀井等，供水管网长度
也达到了 307.283公里。“改造后我们的日供水能力达到
了 5000立方米，能保障服务范围内所有群众的用水需
求。”水厂负责人杨先德说。

2024年，大足区在龙岗、通桥、智凤、龙水等 16个镇
街新建供水管网 122.7公里，加压设备 11套、取水设备 1
套、加药消毒设备1台，新建沉砂池和过滤池2组，清水池
1处，过滤池2处，闸阀井、排气阀、排污阀等415个，解决
和改善5.06万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问题。

“紧扣‘水量更稳、水质更优’目标，我们将继续实施
农村供水保障项目，进一步提升镇街水厂的制水能力，加
强管网的排查，改造，确保农村群众有水吃、吃好水。”大
足区水利局副局长程安福表示。

供水保障工程让农村群众喝上优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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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1月3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我市通过实施强
村富民综合改革，预计2024年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
达60亿元，其中经营性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占比90%。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
连续增长，与近年来我市实施的强村公司改革、农业“标准
地”改革、激活农村建设用地改革、“三变”和“三位一体”改革、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改革、渝农数字赋能改革等息息相关。

丰都县武平镇坝周村平均海拔1100米，以前受地形
条件等限制，产业发展单一，村集体收入基本为零。这种
情况，在武平镇另外9个村同样存在。

2023年 5月，武平镇 10个村各出资 20万元，抱团组
建镇级强村公司，与华园牧歌（重庆）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园牧歌）共同发展500头肉牛养殖。

“我们出资金，华园牧歌出养殖场和技术，且聘请职
业经理人，负责肉牛的养殖和销售。”坝周村党支部书记
王波说，目前村里已养 120头肉牛，每养一头牛，村集体
每年保底有1500元收入。同时，10个村的村集体还与华
园牧歌按照5：5的比例对利润分红。

截至目前，丰都340余家强村公司发展共富农场220余
个，带动村均收入超30万元。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市正大力推进小县大城、强镇带村、强村富民贯通联
动改革，鼓励各地根据实际发展需要，探索资源发包、物业
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力争全市农村集
体经营性收入每年增长10%。

2024年我市集体经济组织
经营性收入将达60亿元
经营性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占比90%

□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1月 3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去
年我市农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前11月农产品
出口额达14.5亿元，同比增长39.4%。

元旦前，一辆载有 2万余件、价值 100万
元腌制品的货车，从武隆区白马镇工业园缓
缓驶出。这些腌制品将运往马来西亚，这标
志着武隆区食用农产品自主出口实现了零的
突破。

无独有偶，大足区拾万镇将军村，5万枚
皮蛋经过90多天的远洋航行，顺利抵达肯尼
亚首都内罗毕。经过分拣处理，五六个小时
后，这批皮蛋便端上了当地消费者的餐桌。

近年来，重庆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
班列等通道优势，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
一大批“土特产”借此实现了漂洋出海。

目前，江津花椒、巫山恋橙、荣昌血橙、开
州春橙、黔江羊肚菌、潼南柠檬、城口腊肉、云
阳三峡阳菊……几十种农产品相继出口马来
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 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农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其中，
柑橘出口最抢眼，去年前11月柑橘出口额达
1.58亿元，同比增长176%。

“这是我们打响柑橘‘突围战’的结果。”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柑橘种
植面积达 380余万亩，产量 440多万吨，带动
300多万果农增收，是我市“第一大水果”。

然而，近年来，江西、广西、湖南、四川
等全国柑橘主产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产量
不断提升，柑橘行业“内卷”现象加剧。为
扩大销路，2024年我市将柑橘出口作为突
围的重点方向之一，柑橘出口的“朋友圈”
越来越大。

比如，12月 12日，2024忠橙开园出口活
动在重庆（忠县）现代农业柑橘产业园举行，
忠县与20家国内外企业签订产销对接协议，
签约总金额10亿元，将陆续出口超4000吨忠
橙至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接下来，我市还将扩大农产品出口基地
规模，加大农产品出口认证等服务力度，加强
农产品绿色生产技术推广，推动更多优质渝
味农产品抢占国际市场，持续做大巴渝农特
产品出口“朋友圈”。

借助新通道 重庆“土特产”出口势头强劲
去年前11月出口额达14.5亿元，同比增长39.4%

□ 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你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了吗？1月5日，
来自市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去年以来，我
市大力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数字
化改革，截至目前，我市数字化医检互认量达
到78.85万人次，为群众节约就医费用1.76亿
元。与此同时，我市医疗机构还与西藏自治区
昌都市人民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
心医院实现数字化“医检互认”，在全国率先实
现跨省域医学检查检验结果数据互联互通。

三个“一”，解决医检结果“不
能认”

“娃儿这两天不发烧了，但还是咳得很，
啷个办？”1月 2日，市妇幼保健院儿内科诊
室，37岁的江女士抱着1岁4个月的儿子，一
脸焦急地向医生王佳求助道。

“咳了多久了？发烧几天？最高烧到多
少度？”王佳一边问一边用压舌板查看孩子的
咽部，又用听诊器听肺上的情况。

由于孩子5天前曾在渝北区人民医院照
过胸部DR，王佳便在系统里调阅了此前的

DR检查报告单。
“DR检查结果我们可以互认，孩子只需

要再做个血液分析检查。”王佳的话让江女士
有些意外：外院的检查结果也看得到吗？

“现在各个医院的信息系统都打通了，只
要检查结果有参考价值，就不用重复检查
了。”王佳解释说。

据了解，此前，重复检查是患者就医的
“痛点”，既增加患者负担，又耗费大量的时
间、精力，让群众的就医体验感差、满意度低。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市从去年1月起实施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数字化改革，并
纳入全市重点改革项目。为此，我市统一规
划设计建设了“一朵云”“一平台”“一应用”。

其中，“一朵云”，即市级“医学影像云中
心”，将医学检查检验结果数据集中存储，打
破“医疗信息孤岛”。

“一平台”，即建立市医学检查检验结果
共享互认平台，接入全市乡镇卫生院及以上
医疗机构1233家，嵌入医生工作站7.7万个，
医生通过工作站即可“一键调阅”其他医疗机
构的检查资料，以高清无损的方式实时查看
原始检查结果。该平台还会对近期相同检查
进行实时提醒。

“一应用”，即“医检互认”应用，该应用依
托“渝快办”政务服务平台，向全市民营医疗
机构、村卫生室及个体诊所等 2万余家医疗
机构开放调阅渠道，实现我市各级各类医疗
机构调阅查询全覆盖，覆盖面居全国第一。
居民也可以通过渝快办APP，查询自己的历
史检查检验结果，方便其就医。

统一标准、健全长效机制，破
解“不敢认”“不愿认”

硬件建好了，医生敢不敢认？愿意认吗？
“即使是同一个医院，检查结果可能都存

在一定差异，更别说外院的了，如果出了问
题，责任算谁的？”在我市实施数字化医检互
认之初，某三甲医院一位医生道出了同行普
遍担心的一个问题。

“为了让医生敢认，我们对业务流程进行
再造，统一互认范围、互认项目、技术标准、质
量控制等，实现‘一体质控，全市互认’。”市卫
生健康委医政处副处长杨相玲说，我市在全
国率先制定了《重庆市医学影像检查结果互
认项目技术操作指南》，统一了 80项医学影
像检查项目互认标准，覆盖诊疗中大部分常

用、高频、高值检查项目。同时，制定了81项
临床检验项目互认标准。

为保证医疗质量和安全，市卫生健康委
还明确了可不列入互认范围或不受互认限制
的 8种情形，比如，因病情变化，已有的检查
结果难以提供参考价值的；检查结果在疾病
发展演变过程中变化较快的；患者处于急诊、
急救等紧急状态下的。

“我们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了 14
个大模型，对一些达不到标准的影像，系统会
自动评判为不合格，不纳入互认范围。”重庆
市医学影像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重医
附二院放射科主任何晓静说。

那如何让医生愿意认呢？记者从多个
医院了解到，为减少数字化医检互认给医
院带来的影响，市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医保
局建立健全数字医学影像服务医保支持政
策，采取区县医保预算总额和单个医疗机
构预算总额均不作调减的办法，消除医院
顾虑。各医院也纷纷推出互认激励政策，
体现临床医生互认技术劳务价值。例如，
把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率与个人评优评先、
薪酬水平挂钩。

（下转2版）

78.85万人次实现数字化医检互认
为患者节约就医费用1.7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