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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近日，记者从璧山区发展改革委获悉，为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织密市场“防护网”，该区推出“CD级信用评价
企业预警”应用，将风险预警响应时间从过去的 3—4个
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预警处置效率提升75%。

“过去，由于缺乏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动态监管体
系，部分长期处于失信状态的企业扰乱了公平竞争秩序，
增加了企业交易成本，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埋下隐患。”
璧山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欧林说，可靠的信用评价和查
询体系，为市场各方提供了交易便利。

近年来，市面上虽然出现了一些企业信用查询软件，
但需要付费使用，且存在信息更新不及时、信息可靠度存
疑等弊端。

今年初，璧山区在全市率先推出“CD级信用评价企
业预警”应用。该应用接入全国企业信息数据库，供璧山
区内两万多家企业免费使用。

对企业端而言，区内企业通过在线注册使用“璧信
通”，就可以实时查询合作单位的基本信息、经营信
息、经营风险、司法风险等，从而规避潜在风险、降低
交易成本。

重庆德工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就依托该应用紧急叫停
了一笔 50万元的风险订单。公司总经理廖建说，今年 4
月，他们在一场专业机械展上认识了一家外地企业，准备
从这家企业采购一批价值50万元的传动零部件。

“这家企业对交付标准和交付周期都做出了承
诺。”廖建回忆，由于是初次打交道，他们便使用璧山
区信用赋能企业服务小程序对这家公司进行查询，发
现对方企业只有 6 个人，还有 10 项失信被执行人信
息、19项限高信息、60余条法院开庭信息。廖建和公
司采购部门警惕起来，让对方在线提供相应资质和生
产环境照片等信息，但对方始终无法提供，“我们据
此判断这家企业存在履约条件差的风险，遂立即终止
了合作。”

对政府职能部门而言，“CD级信用评价企业预警”应
用为监管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欧林说，他们通过搭建璧山区企业信用监管数智预
警中枢，将区内两万多家市场主体按照信用等级分为A
级绿色管理，B级黄色管理，C、D级红色管理。其中，A
级企业推行“无事不扰”；B级企业开展季度风险评估，
加强信用风险预警；C、D级企业则实行“周监测、月走
访”，建立重点监管台账。目前，该数智预警中枢月数据
处理量达 30万条，实现了信用数据实时更新、智能分
析、风险快速识别，将风险预警响应时间压缩至 1个工
作日。

□ 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6 月 28 日清晨 6 时许，铜梁城
区巴川街道正街社区食堂前已排
起长队。

红糖馒头 4元 5个，白馒头 0.5
元 1个，不少人提着满满一袋，满意
而归；还有一些人买了馒头，舀上一
碗免费的稀饭，坐下来细嚼慢咽。
红糖馒头香甜、白馒头软糯，一天的
时光由此开启。

这家由社区办公室改造而成的
食堂，自 2016年 12月开业以来，已
经经营了 9年之久，且一直秉持着

“10元管饱”的定价，9年累计服务
居民逾15万人次。

“让老年人、务工人员
能吃上一口热饭菜”

看着升腾的烟火气、排队的人
群，正街社区党委书记郑淮平的思
绪回到了9年前的那个上午。

冬天的雨雾，带来刺骨的寒冷，
年过七旬的曾婆婆蹒跚雨中，手里
提着些蔬菜、猪肉。

看着赶来为自己撑伞的郑淮
平，老人一声叹息：“一个人吃不到
好多，买多了要坏；买少了，上了年
纪多跑几趟腿脚又遭不住。”

送完老人，郑淮平陷入了沉思：
巴川河畔的正街社区，是铜梁名副
其实的城中心，也是典型的老旧社
区，9000余名常住居民中超过 20%
是老年人，其中有不少是独居老人，
周边还有大量靠自带盒饭解决午餐
的务工者。

“是不是可以搞个社区食堂，让
老年人、务工人员能吃上一口热饭
菜？”郑淮平的想法，得到了社区党
委的一致支持。

很快，社区注册了重庆市正街
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并取得了相关
资质证件。2016年 12月，由社区一
间临街办公室改造而成、面积不足
20平方米，仅有一张桌子的正街社
区食堂正式开门。

“通过对周边快餐店的摸底调
查，再结合食堂自身条件，我们决定
从提供午餐开始，每人 10 元，管
饱！”让郑淮平没想到的是，虽然开
业当天仅提供一荤一素一汤、米饭
免费，却涌入了 50余名就餐人员，
小小的食堂根本无法容纳，许多人

只能端着餐盘蹲在食堂外用餐。
即便如此，正街社区食堂的“生

意”依旧十分火爆。74岁的邓绍碧
用 6个字说出了原因：“干净、卫生、
实惠。”

2018年，正街社区食堂进行改
造，面积扩大至 60平方米，桌子增
加至 5张，并在开通天然气的基础
上增加了早餐供应；2023年，正街社
区食堂面积进一步扩大至 100余平
方米、10张桌子。

“在食材选用购买上，
我们从不偷工减料”

6月 28日上午 9点左右，正街社
区食堂当天新鲜出炉的3000余个馒
头已销售一空。

清晨 5时许就开始忙碌的陈久
云、邹兴华和刘基春休息片刻，开始
准备午餐。当天，食堂的菜谱是烧
白、肉末茄子、青椒炒肉、油渣莲白
等五荤五素一汤。

陈久云是食堂的管理者兼厨
师，邹兴华和刘基春则是食堂聘用
的专职厨师。

要维持食堂的正常运转，3个人
显然不够。因此，正街社区许多工
作人员会在用餐时间成为食堂的

“兼职”人员。
11时许，陆续有人进入食堂用

餐，社区工作人员刘娇放下手头的工
作，成了食堂的收银员；忙完手里的
工作，郑淮平在正午时分成了食堂的
清洁工，收餐盘、抹桌子……

“每餐每人10元管饱，加上早餐
的收入，勉强能维持食堂的正常运
转。”郑淮平说，虽然正街社区每年
的集体经济收入超过百万元，但每
一笔钱都要精打细算，社区许多工
作人员也是“身兼数职”，“不过，在
食堂食材的选用购买上，我们从不
偷工减料。”

每年，正街社区食堂都要比选
出优质的蔬菜和肉类供应商，确保
食材新鲜、安全。9年来，正街社区
食堂从未发生因食材质量问题引发
的事故。

不过，近年来随着社区食堂、老
年食堂的大量兴起，正街社区食堂
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一些人抱怨我们不能随到随吃，
也有人觉得我们的口味偏清淡……”
陈久云说，正街社区食堂的优势是

倚靠正街社区，不以营利为目的，全
年无休、价格实惠、客源稳定；弱势
则是不如那些挂靠在经营性餐馆的
社区食堂或老年食堂能随到随吃、
菜品多样、口味自选。

“下一步，在保证食材新鲜安全
的前提下，我们也会尝试为大家提
供更多的菜品选择和更多样的口味
选择。”午后两点，用餐人员已散去，
邹兴华扒拉着餐盘里的饭粒，细细
盘算。

“尝到了家的味道，有
家的感觉”

对许多人来说，在全年无休的
正街社区食堂用餐，已成为一种生
活习惯。

71岁的曹盛菊和老伴家住南城
街道团结社区，两人已在正街社区
食堂用餐 4年多。“早上送孙孙到这
边上学，在正街食堂吃了早餐，周边
逛一逛，再吃了午餐，就可以等着下
午接娃放学。”老两口已成为正街社
区食堂的忠实“客户”。

在正街社区一家商超上班 10
余年的陈亚莉，自正街社区食堂开
业起就在这里用餐。“除了休息和
节假日，其余时间都来。”对陈亚莉
来说，以家常菜为主的正街社区食
堂，真的让她“尝到了家的味道，有
家的感觉”。

66岁的何清，退休后常到正街
社区食堂附近的一处艺体馆跳舞，喜
欢吃正街食堂的红糖馒头，“纯手工，
又实惠，有空我就买两袋回去。”

年过七旬的张龙炳喜欢小酌，
中午时分会带上二两酒，在正街社
区食堂舀上几样菜，自斟自饮。

9年来，究竟有多少人次在食堂
用过餐，郑淮平没有细细统计，但从
名目清晰的账单上，能估计出一个
大概的数据，“除了疫情那段时间，
不算早餐，每天午餐的平均用餐人
数超过 60人，怎么算都超过 15万人
次了。”

9 年不曾涨价的正街社区食
堂，去年年初开始还“降价”了：办
理正街社区食堂会员卡，午餐每人
仅需 9元。

刚开始办理会员卡的那几天，
正街社区食堂门口排起了长龙，一
如早餐时。

□ 重庆日报记者 吴刚 邱小雅

从公司步行10分钟到南川北站，15分钟
车程抵达重庆东站，再步行10分钟就能回到
茶园的家——7月1日，渝厦高铁重庆至黔江
段才通车几天，魏九波就已勾勒出了自己未
来的工作生活日常。

魏九波的工作单位，是重庆市超群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超群工业），位于南川工
业园区龙岩组团。南川是国家高速路网的重
要枢纽，包茂高速、银百高速在此交汇，但在
迈入高铁时代时，却“慢了一步”。过去，魏九
波要回家，只能走高速，车程大概1个小时。

如今，南川终于通了高铁，不仅“魏九波
们”的通勤效率大大提升，对于南川这座城市
而言，也站上了区域经济腾飞的新起点。

一条铁轨，让人才输出地变
身人才蓄水池

超群工业的主营业务，是汽车轮毂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其产品为阿维塔、北汽等新
能源汽车品牌提供配套，年产值超亿元。

企业要进一步发展，人才、资本、信息等，
缺一不可。不过，在高铁通车之前，要及时且
高效集聚这些生产要素，并不容易。

超群工业董事长助理江红讲了一个故
事。2023年初，他们计划引进一位上海交通
大学材料学博士，专攻高强度铝合金轮毂的
轻量化优化。人来了，谈得很不错，也初步达
成了协议。

但最终，这位博士还是选择了一家苏州
企业。江红后来得知，他爽约的理由，是交通
不便，从南川至上海，高铁需中转重庆，全程
近8小时。

“交通就像人才流动的毛细血管。交通不
通畅，再好的平台也会失去吸引力。”江红感慨。

超群工业的遭遇，并非个例。南川区经
信委副主任陈云霞透露，此前，南川超3成创
新型企业在引进高端人才时，都面临过类似
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而随着高铁正式通车，原本偏居一隅的
南川工业园区龙岩组团，立马跃入“高铁经济
圈”。就拿超群工业来说，从办公楼落地窗望
出去，就能看到呼啸而过的高铁列车。从这
里出发，15分钟直达重庆中心城区，4个小时

直达长沙。交通条件改善，对人才吸引力的
提升，可谓是立竿见影——今年夏季招聘中，
超群工业成功引进了多位来自长沙、福建的
工程师。

而就整个南川工业园区龙岩组团而言，
高铁的通车，不仅有力促进了要素集聚，还加
速了产业升级。比如，投资逾 7亿元的现代
智慧科技产业园即将竣工，六栋现代化办公
楼将在10月投入使用。这座“园中园”，承接
的是数字产业，目前园区超三分之一面积已
经完成招租。“高铁通了，南川和中心城区的
时空距离极大缩短，企业愿意来南川投资，人
才也愿意来南川工作。”陈云霞说。

南川工业园区的另一个组团——水江，
同样享受到了“高铁红利”。南川是这条高铁
线路目前唯一设了两个站的重庆区县，除了
南川北站，另一个就设立在水江。

据了解，作为重庆八大化工园区之一，南
川水江化工产业园虽被众多化工企业视为

“潜力股”，却长期面临企业数量有限、产业集
群效应不足的困境。

2024年年初，宁夏能源巨头瑞科集团来
水江考察，打算投资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及
高品质润滑油研发生产一体化项目。但签协
议前，他们迟疑了。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专家往来不便。”瑞
科集团负责人的这句话，至今仍保存在陈云
霞的微信里。“如果放在过去，这样的问题确
实无解。但水江高铁站的设立，瞬间改变了
局面。”陈云霞告诉记者，水江西站就在水江
工业园区旁，步行距离不超过 10分钟，从重
庆中心城区过来只需要20分钟，能很好地解
决专家驻场的交通便利性问题。

当年 5月，瑞科集团就带着航空燃油及
高品质润滑油项目正式落户水江工业园区。

“过去我们带着优惠政策上门找企业，经
常都卡在‘最后一公里’，而今年已有不少企
业主动来谈入驻，一条铁轨，让南川从人才输
出地变成了人才蓄水池。”陈云霞翻开招商日
志，记者看到，最新一页记录着某全球500强
配件商的考察日程。

坐高铁去金佛山，车程从90
分钟缩短至50分钟内

“渝厦高铁开通后，茶园 20分钟直达南

川。”听闻这则消息后，家住南岸区茶园的徒
步爱好者罗觅，第一时间在闺蜜群发起邀约：
早上在茶园吃完小面出发，中午就能在金佛
山徒步，下午还能赶回城里吃火锅。

一直以来，旅游资源都是南川发展的一
张“王牌”——拥有金佛山、山王坪、神龙峡、
黎香湖等众多优质文旅资源。然而，过去游
客前往这些景点，要么乘坐旅游包车，辗转颠
簸，要么选择自驾，舟车劳顿不说，甚至还可
能找不到停车位。2023年夏季，周末在金佛
山、“178”沿线停车经常“一位难求”。

“高铁通车后，游客的选择会极大丰富，
时间也将大幅缩短。”南川区交通运输委道路
运输管理中心主任郑林波算了一笔“时间
账”：过去从中心城区自驾到金佛山景区，平
均需要 90分钟；而高铁开通后，从重庆东站
到南川北站仅需15分钟，加上旅游直通车的
接驳时间，全程不超过50分钟。

为迎接高铁开通，当地在南川北站出站
口设立了旅游集散中心。游客从这里乘坐旅
游直通车，半小时就能直达金佛山西、金佛山
北、神龙峡，实现高铁与景区的无缝衔接。同
时，南川还推出了高铁开通文旅惠民福利：今
年 11月 30日前，游客本人凭南川、水江站高
铁票可免金佛山景区（不含南门）、神龙峡景
区等景区的门票。

“我们预计高铁开通后，南川将迎来游客
量井喷，尤其是张家界、长沙等地的客源有望
大幅增长。”南川区文化旅游委宣传营销科相
关人员介绍，为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他们正积
极筹备金佛山国际旅游文化节，引进实施天
星小镇“漫漂+夜游慢享”项目，还将在南川
城区规划打造“烟火南川·烧烤之都”为主题
的烧烤聚集区。

高铁带来的丰沛客流，将让更多的当地
居民吃上“旅游饭”。

金佛山东麓的大有镇水源村，处在“大金
佛山178环山趣驾”线路的核心位置。该村8
处闲置房屋，目前已经有5处被盘活，专门用
来建民宿酒店、餐饮等。

“荣芳草堂”，便是其中一处。“为了迎接高
铁到来，今年我们对民宿内部设施进行了升
级，还计划推出露天电影、亲近自然等娱乐活
动，同时还与附近景区联动，推出高铁+景区+
民宿的套餐优惠。”这家民宿的经营者陈霞本
说，预计今夏民宿的客流将同比增长4成。

以高铁车站为原点重塑城市
空间格局

最近这段时间，家住南川龙济花园的退
休教师老李，几乎每天都要到南川北站走走
看看。透过延伸的铁轨，他眺望到一种全新
的生活。

“我儿子在渝北工作，以前回来一趟，路
上得两个小时，遇上堵车就没谱了。现在高
铁通了，半个多小时就到了。”老李的脸上，是
藏不住的笑意。

老李的笑容，浓缩着南川人对这条高铁
的期盼。

“高铁对南川的影响，用‘脱胎换骨’来形
容都不为过。”南川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廖建
兵说，它不仅新增了一条对外通道，更重塑了
南川的城市空间格局。

记者了解到，目前，南川正以南川北站为
核心，完善布局“枢纽+”交通网络。例如，在
南川北站周边，不仅有承载产业未来的智慧
产业园，还规划了高品质的住宅小区、大型购
物中心和医院。

又如，今年9月，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南川校区即将投用，为打造高效便捷的交通
网络，南川推出了“高铁+公交”联运体系。
新开通的108路公交专线连接高铁站与高校
区，途经万达广场、客运西站等交通节点。“我
们承诺‘高铁不到站、公交不收班’，确保无缝
衔接。”郑林波介绍，目前全区72辆公交车已
全部纳入该体系。

为让乡镇居民共享“高铁红利”，南川还
推出摆渡换乘模式，以南川北站为中心，客运
中心站和西站为端点，形成“一大两小”联运格
局。“就像接力赛，摆渡车会根据高铁班次滚动
发车。”郑林波透露，目前城区至南平、大观、水
江等方向的40余辆客车已纳入该体系。

水江镇的何胜峰大爷过去到重庆主城看
病要折腾大半天，现在坐摆渡车转高铁，一个
小时就能到达重医附二院江南院区。“真是太
方便了！”说话间，老人的目光不自觉地望向
水江站站台上的列车时刻表。那里显示的不
只是发车时间，更是一个城市的崭新未来。

留得住人才和企业 城市发展空间拓展

高铁“呼啸”南川驶上发展快车道 璧山

两万多家企业免费
用上信用预警“神器”

铜梁正街社区食堂开业9年未涨价

10元管饱 让居民吃出“家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