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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尽一份力节能尽一份力，，环保多一点心环保多一点心。。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8
月1日发布，围绕5个方面提出28条具体措施，推动破
解民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激发民营经济发展
活力，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

在促进公平准入方面，通知提出，在国家重大工程
和补短板项目中，选取具有一定收益水平、条件相对成
熟的项目，形成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的重大项目清单。支
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科技攻关，牵头承担工业软件、云
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基因和细胞医疗、新型储
能等领域的攻关任务。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持续推
出平台企业“绿灯”投资案例。

在强化要素支持方面，通知明确，持续确保出口企
业正常出口退税平均办理时间在6个工作日内，将办理
一类、二类出口企业正常出口退（免）税的平均时间压缩
在3个工作日内政策延续实施至2024年底。延长普惠
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期限至2024年底。将民营企业债券
央地合作增信新模式扩大至全部符合发行条件的各类

民营企业，尽快形成更多示范案例。
在加强法治保障方面，通知提出，清理废除有违平

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原则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加强
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保护和支持。开展行政法规和部门
规章中罚款事项专项清理，清理结果对社会公布。

在优化涉企服务方面，通知明确，建立涉企行政许
可相关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管理制度，未纳入清单的事
项，一律不再作为行政审批的受理条件，今后确需新设
的，依照法定程序设定并纳入清单管理。加大对拖欠民
营企业账款的清理力度，重点清理机关、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全面落实简易注销、普通注
销制度，完善企业注销“一网服务”平台。

在营造良好氛围方面，通知还提出，分级畅通涉企
投诉渠道。开展“打假治敲”等专项行动，依法打击蓄意
炒作、造谣抹黑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网络黑嘴”和

“黑色产业链”。设立中央预算内投资促进民间投资奖
励支持专项，每年向一批民间投资增速快、占比高、活力
强、措施实的市县提供奖励支持。

多部门出台28条具体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如何看待经济运行“半年报”？
接下来，重庆又该如何发力？近日，
重庆召开区县委书记和部门一把手
2023年第二季度例会，梳理亮点，分
析问题，总结经验，部署任务，动员
全市上下奋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观察经济运行，不仅要看数据
之“形”，更要看变化之“态”、发展之

“势”。上半年，重庆区县发展稳中
向好、投资领域企稳回升、消费市场
恢复提速，彰显“韧性之足”；三大产
业结构持续调整，产业发展加速转
型升级，展现“结构趋优”；启动科创
领域重大项目 7 项，累计完成投资
12355.2万元，完成投资进度48.5%，
体现“创新之力”；经营主体总量突
破 350 万户，同比增长 8.4%，凸显

“集聚之势”……
承压前行，殊为不易。特别是

在 4 月深度回调的前提下，我们攻
克一道道难关，5 月总体企稳，6 月
加快回升，稳的基础不断夯实，进的
因素持续累积。目前，全市经济延
续恢复态势、发展动能持续转换、深
化改革蹄疾步稳、民生福祉不断增
进、平安建设成效明显。这充分说
明，重庆基础牢、潜力大、韧性足。
只要坚定信心、直面问题，聚焦聚
力、攻坚突破，拿出更加主动的战
略、更加精准的战术，就一定能推动
经济持续稳步回升向好。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开局之年，也是新时代新征程新
重庆建设开局起步之年。三季度是
实现全年发展目标的关键期、攻坚
期，各区县各部门更要自我加压、唯
实争先，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
首要任务，突出稳进增效、除险清
患、改革求变、惠民有感的工作导
向，全力攻坚三季度。

越是关键时期，越要头脑清
醒。需要正视的是，我市经济社会
运行还存在短板弱项，仍需爬坡上
坎。第二季度例会，坚持问题导向，
紧盯重点领域，梳理任务清单。领
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增强大局意
识、责任担当、能力水平，争当抓经济的“行家里手”，全力赛
好“下半程”，在破解难题中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加速好转、内
生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解。

越是攻坚时期，越要善作善成。接下来怎么干，思路已
清，任务已明，关键是落实。全市上下要聚焦经济运行调
度、大区大县和重点国企作用发挥、风险防范化解、保就业
惠民生等方面发力，在承压抗压中释放张力、激发活力。尤
其要强化闭环落实，创造性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防止把
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

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实打实、硬碰硬的攻
坚战。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务实进取，做实现目标
的贡献者、实干争先的引领者、攻坚克难的奋进者，坚决打
好攻坚战，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确
保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原载《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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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飞龙）
8 月2日，区委书记高洪波主持召开我区落
实主题教育“‘上下一般粗’、以会议贯彻会
议、以文件落实文件”“防止形式主义突出
问题为基层减负”两项专项整治工作部署
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细化部署下一

步工作。
高洪波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导致

“机制空转”“资源空耗”，严重阻碍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落实落地。我们
要严格落实有关文件要求，深入推进精文
减会，少开会、开小会、开短会，少发文、简

发文，坚决整治“文山会海”。要严控台账
报表填报，深化数字变革，打通数据壁垒。
要规范基层办公场所挂牌种类和数量，切
实在牌子上做“减法”、服务上做“加法”，筑
牢党建统领基层治理阵地。要规范新闻宣
传，在时政报道中减字数、降频次、缩时长，

在民生领域上勤报道、广宣传、多呼吁。要
大兴调查研究，坚决清理冗余的网络工作
群，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干实事、心无旁骛
抓发展。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杨谊，以及区级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高洪波在我区落实主题教育“‘上下一般粗’、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
“防止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两项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上强调

抵制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为基层干部“减负松绑”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曹让
均）记者近日从区农业农村委获悉，我
区2022年度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示范
项目已全面完工，1.79万亩农田通过改
造提升，将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
升土地利用效率，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种粮大户罗道先在清江镇竹林村流
转了200亩土地，用于发展水稻、柑橘等
农业产业。为了支持其产业发展，今年
3月，区农业农村委将相关地块纳入高
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示范项目，不仅让地

块更适于机械化耕作，还优化完善了高
位蓄水池等农田基础设施。

“农田经过改造以后，不仅有利于采
取机收，还能开展稻虾养殖，虾田管理更
加方便。”罗道先说。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除了对地块进
行整治提升，该委还着力引进现代高端
智能管理设备，帮助种植户增强专业化
管理能力和生产作业效率。

“今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加了
‘四情’监测系统，远程就可查看苗情、土

壤、天气和虫害等情况，减少了生产投
入。”种粮大户蓝云霞说。

据了解，我区投入7437.44万元实
施2022年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
升示范项目，对广顺、荣隆、清江等镇街
的1.79万亩农田进行改造提升，建成一
批“宜机宜耕、能排能灌、高产稳产、旱涝
保收”的高标准农田，切实增强土地产出
效率，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截至目前，
全区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8.74 万
亩，耕、种、收宜机化率达85％。

2022年度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示范项目完工
全区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8.74万亩，耕、种、收宜机化率达85％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杰 通讯员 杨 帆）区财
政局日前传来消息，我区通过“一卡通”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5270万元，补贴耕地面积逾82万亩，惠及农户超16万户，以调
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粮食稳产保供。

为引导农民自觉提升耕地地力保护，我区以绿色生态为导
向，倡导综合采取秸秆还田、深松整地、科学施肥用药等综合措
施，切实加强农民的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意识，自觉促进耕地质量
提升，实现“藏粮于地”。

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强指导、监督和检
查工作，严防补贴资金“跑冒滴漏”，确保惠民惠农政策落到
实处。

我区发放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5270万元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飞龙）8月
3日，我区推进数字重庆建设专题会议召
开。区委书记、区推进数字重庆建设领导小
组组长高洪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
的重要论述精神，提高认识、认清差距、补齐
短板，加力推动数字化变革走深走实，努力
打造更多有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

会议听取当前我区推进数字重庆建设
和运用“三张清单”、Ⅴ模型工作法谋划数
字化应用工作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围绕
数字党建、数字政务、基层智治等提出意
见建议。

高洪波在讲话中指出，推进数字重庆
建设，是市委用好“数字化”这一广泛而深
刻变革、迈向现代化关键变量，答好适应

引领现代化“必答题”的重大部署。我们
要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学懂弄通“三张清
单”、Ⅴ模型工作法，统筹运用数字化技
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着力推动数
字化改革观念、方法、手段、机制、能力迭
代升级。要树牢问题导向，认真对照市委
要求，全面查摆工作不足，清单化、项目化
推进问题解决。要细化量化目标任务，建

强工作专班，分领域加强定期调度，打表
推进各项工作。要突出抓好数字经济，通
过打通中小企业数字化融资平台、助推民
营企业数字化等举措，做足“数实融合”文
章。

区领导杨谊、程建林、唐列，以及区推进
数字重庆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示范应用
（重点应用）牵头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高洪波在我区推进数字重庆建设专题会议上强调

提高认识认清差距补齐短板 加力推动数字化变革走深走实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
记 者 郑 光 慧 通 讯
员 邹晓红）近日，市文
化旅游委发布《重庆市
2022年度国内文旅宣传
推广优秀案例名单》，在
全市评选出10个优秀案
例。其中，由区文化旅委
发起并联合四川省内江
市文旅局举办的“‘巴蜀
新 CP 内 荣 甜 蜜 蜜 ’
2022荣昌一内江双城文
旅互动主题营销季”入
选。

该 案 例 有 哪 些 亮
点？一起来看看。

创新提炼文旅 IP。
创新设计荣昌“陶哥”、内
江“甜妹儿”IP 形象，以

“5.20”时间节点为契机，
通过双城文创形象恋爱

“牵手”官宣引爆全网，以
拟人化的方式向公众展
示荣昌和内江特色旅游
产品、旅游政策等，展现
两地城市厚重的历史底
蕴和非遗魅力。

发 挥 多 级 媒 体 联
动。搭建官方四级媒体

宣传矩阵，联动国家级、市级以及荣昌和内江两地
各媒体等带话题推广。活动开展以来，参与媒体
超110家，全网曝光超1000万人次，转载量超
130万人次，点赞量超75万人次。

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内荣”心动连线，两地以
短视频、图文创意等形式隔空“表白”，通过土味情
话接龙、互相battle的趣味内容等，推广景区、非
遗、美食等文旅资源。

同期还开展了文旅惠民消费、商品优惠活动，
打造《儿时安富场》原创歌曲，上线新华社客户端
浏览量超100万人次。

接下来，区文化旅游委将切实加强文旅宣传
推广，不断创新内容策划和传播方式，进一步提升
荣昌文旅宣传推广的质量和水平，促进文旅市场
消费，助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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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