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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重庆-重庆日报讯 7 月 15 日，记者从重
庆市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市属重点国企

“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年度主要目标提前半
年基本完成。

截至 6 月底，市属重点国企亏损企业阶段性
减亏 309 户、扭亏 241 户，进展率 86.1%，高于全年
目标要求 6.1 个百分点。庆铃集团、市地产集团、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重庆渝富控股集团、重庆粮
食集团等 17 户企业阶段性进展率达 100%；有 28
户企业进展率高于平均值。

国资系统“瘦身”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截
至 6 月底，51 户市属重点国企管理层级全部控制
在 3 级（或合理 4 级）以内，完成全年目标的 100%；
计划压减法人目标任务 232 户，已完成压减 215
户、停止运行 9 户，完成全年目标的 97%；部分市
属重点国企自加压力压减 46 户，实际共压减法人

户数 270 户，实际完成率 116%。精干高效总部建
设抓紧推进。

上半年，51 户市属重点国有企业盘活存量资
产 848.2 亿元，完成全年目标的 106%；回收资金
288 亿元，完成全年目标的 106.7%，为市属国企新
增投资和促进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此外，市国资委还携手相关部门建立与央
企、民企、外企“三企”联动发展机制，全面助
力“三攻坚一盘活”。对接央地金融机构助力

“三攻坚一盘活”，开展央渝同行南岸、渝中、
长寿发展对接活动，签约项目 87 个、金额 1371
亿 元 。 举 办 2 轮 国 企 民 企 协 同 发 展 项 目 推 介
会，签约项目 176 个，总投资额 279 亿元，一批
优质合作项目成果落地。举办外资参与国企
高 质 量 发 展 项 目 推 介 会 ，促 成 签 约 金 额 超 10
亿美元。

国企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1—6 月，全市
国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8%，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9%。其中，市属重点国企利润总额同口径比增
长 6.1%；上交税费 164 亿元，同比增长 14%；实现
增加值同比增长 4%。

对外经贸合作方面，市属国企境外工程承
包新签合同金额 2.8 亿美元，超去年全年。庆
铃 集 团 、重 庆 化 医 集 团 、重 庆 机 电 集 团 、中 国
四联集团进出口总额实现逆势增长，增幅均超
2 位数。

科技创新方面，重庆建立市属国企研发经费
投入刚性增长机制，推动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
增长保持在 12%以上。截至目前，累计培育科技
型企业 188 家、高新技术企业 137 家，市级专精特
新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数量分别达到
92 家、26 家。

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江”联运再提速

“多次中转”节约近2天物流时间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讯 7 月 16 日，记者从重庆海关

了解到，日前，一艘满载进口货物的货船靠抵重庆永川
港，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首次将“多次中转”功能运用
在“海—铁—江”联运进口上。

本次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的货物，是重庆理文造纸有
限公司进口的纸浆，共计 40 标箱、货值 18.2 万美元。它先
通过海运到钦州港，然后采用联运中转的“多次中转”功
能进行申报，经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班列运输至果园港，
在果园港完成中转换装后，再由江船运抵永川港。

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企业使用“多次中转”功

能，货物抵达果园港后，只需要确认下一程运输工具信
息，就可以进行装卸作业，不用再办理其他海关手续。

“通过‘多次中转’功能，我们在进境地就可以一次性
办理全程转关手续，在线完成一次性申请，切实提高了货
物在港口的运转效率。”重庆理文造纸有限公司物流经理
张静萍表示，这种新模式节约了将近 2天的物流时间。

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支
持企业运用“多次中转”功能，实现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
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在果园港的联动互通，服务好重庆
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市属重点国企“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
年度主要目标提前半年基本完成

截至6月底，亏损企业阶段性减亏309户、扭亏241户，进展率86.1%

□ 本报记者 高吕艳杏

数字重庆建设，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关键变量，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性抓手。7 月 16 日，市政协经
济委组织召开的“数字重庆建设情况”重点关切问题
情况通报会提出，要深入研究总结数字重庆建设的标
志性成果和创新性经验，对标“数字重庆建设方案”补
短板、强弱项，提升实战能力，为进一步推进数字重庆
建设贡献政协力量。

据了解，去年 4 月，数字重庆建设大会的召开，拉开
了以数字化变革推动重庆迈向现代化的大幕。一年多
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围绕数字重庆建设“1361”整体框
架布局，撸起袖子加油干，推动数字重庆建设蹄疾步
稳，实现良好开局。今年，是数字重庆建设形成基本能
力的起步之年，重点能力将向基本能力深化拓展。

当天的通报会上，市大数据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围绕数字重庆“1361”整体框架布局，市委、市政府
高位推动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一体化智
能化公共数据平台等工作迭代升级。下一步，将加快
推动数字重庆建设形成基本能力，深入推进数据要素
市场化配置改革，着力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
产业体系，积极争取数字中国建设综合试点。

结合前期调研和会上听取的情况通报，市政协委员
们纷纷围绕重点关切问题交流建言。

吴在学常委建议，形成一批 5G 在工业各场景领域
的示范应用，培育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应用、新模
式、新业态，推动产业协同创新。

田国华委员结合日常工作和调研关注到，作为三级
治理中心重要一环的区县治理中心在推进力度、贯通
深度和应用广度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他建议，“一体
化”推动平台贯通，“一本账”梳理体征指标，“一盘棋”
完善运行机制。

针对重庆数据要素创新发展，张炎委员呼吁，面向
大科学装置、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高端智库等机构，
围绕科技创新、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应用场景，整合
数据建立知识资源库，质量语料库和基础科学数据集，
打造数据要素创新应用场景。

严志强委员表示，数字重庆公司作为数字重庆建设
的平台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数字化应用开发模式、技
术、方法的研究，支撑好数字重庆重大平台建设运维工
作，服务好各部门、各区县创新应用开发。

围绕数字政协建设，刘加胜常委提出坚持平台
贯 通 ，持 续 改 进 完 善 ；坚 持 数 据 贯 通 ，强 化 数 据 归
集；坚持渠道贯通，提高运用实效；坚持技术贯通，
推广经验做法。

“数字重庆建设全面启动以来，我市形成了一批具
有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市政协经济委主任江涛
表示，通报会后，市政协经济委将会同市大数据发展
局，认真梳理大家的意见建议做好通报会成果转化。

通过畅谈交流，委员们进一步感受了数字重庆建
设一年多来实现从“0”到“1”的突破性成效，进一步
增进了加快推进数字重庆建设的共识合力。委员们
表示，将持续开展调查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数字重庆
建设聚智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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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吕艳杏

日前，重庆国企改革交出半年答卷，引起市
政协委员的关注。

“‘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是现代化新重庆
建设必须跨越的重要关口，也是现代化新重庆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在市政协经济委
副主任、江北区政协主席刘汉华看来，国企改革
扎实推进，达到了“瘦身健体”的效果，企业主责
主业更加清晰、运行机制更加顺畅，现代新国企
的核心竞争力逐步强化。然而，改革突破离不开
国企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刘汉华建议，从研
发投入、金融支持、平台搭建等方面出台更多具体
措施，加大高端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培育员工顺利

“成才”，用活员工薪酬制度改革激励作用，做好国
有企业人才队伍建设。

市政协委员，两江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朱军表示，在“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的有力
推动、全面赋能下，截至目前，两江产业集团“瘦
身健体”、止损治亏相关工作已完成。在加快改
革突破的同时，集团聚焦主责主业，全力做好产
业培育、资本赋能、园区服务，帮助园区企业高质
量发展。

市政协常委，重庆三峡银行党委书记、董事
长刘江桥深有感触地说，重庆三峡银行作为市属
重点国有企业，在推动“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
破、积极投身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方面作了大
胆尝试，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也需看到，银行既
要充分发挥市属重点金融企业在‘三攻坚一盘
活’改革突破和化解债务风险方面的重要作用，
也要关注金融企业自身存在的困难。”他建议，相
关部门高度关注中小银行资本补充，通过积极支

持公开市场发行资本债、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方
式，助力提升中小银行可持续发展能力。

“目前，政企分离工作除如期实现目标外，很
重要的工作是做好政企分离后半篇文章，让分
离企业在市场环境中健康持续发展。”市政协常
委、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邹宁认
为，结合涉改企业定位，相关部门应在产业赋
能、科技创新、资源注入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同时协调税务部门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尽量为
企业减轻重组改制负担。

市政协提案委副主任，重庆轨道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总经理乐梅建议，持续加快我市城市
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完善工作，加快票制票价制定
完善和动态调整机制落地，进一步探索建立多元
化的票制票价体系，同时以票务为依托开展服务
创新，鼓励轨道出行。

提升核心竞争力 推动“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
委员委员谈谈

□ 本报记者 陈元洪

通过无人机快速转运，再搭载全货机专机飞往
全国各地……当前，成熟的巫山脆李正以最短时间
跨越山河，抵达消费者口中。巫山脆李通过缩短运
输时间，得以保持口感和品质，这源于 2022 年 7 月

“脆李航班”的正式开通。
像巫山脆李一样，我市的奉节脐橙、永川秀芽、潼

南柠檬等农产品“金名片”正通过改进各种方式，走出
深山，走向更多餐桌。如何进一步畅通这些农产品的

“致富路”？近日，我市部分政协委员纷纷为此建言。
走出大山，要更好打通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

里”。市政协委员、重庆大师傅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兼技术总监任世兵建议，对原有“窄小路、危险路、未
完路、断头路”等进行重新检查、整治和改造，对毗邻
重庆的外省公路，尽快实现互联互通，畅通物流通道。

对于畅通物流通道，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渝北
区委会主委李攀富呼吁，严格实施农产品全程监控
与质量、鲜度追溯及市场准入制度，构建互认互换互
通的农产品冷链运输合作机制，并积极探索“平台+
合作社+海关”模式，在通关流程指导、质量体系建
立、优惠政策适用、海外市场开拓、物流渠道畅通等
环节提供“一条龙”帮扶措施。

“加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是实
现乡村振兴的一项举措。”在农工党重庆市委会调研
组看来，可以科技创新和数字转型为引领，推动先进
冷链技术、标准化建造技术、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优
化仓储冷链设施结构，提高信息化自动采集设施覆
盖率，全面提升农产品仓储冷链设施建设质量和标
准，充分发挥仓储冷链设施在信息分析、物流运输、
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

农特产品出深山，还得靠“自身硬”，创新是关

键。走进江津区龙华镇燕坝村渝蜜橙种植基地，漫
山遍野的柑橘树从山脚一直蔓延到山顶。“要持续占
领市场，就必须不断对品种迭代升级。”江津区政协
委员、区农业农村工委副书记李小凤说，江津提出了
以品种为引领的柑橘振兴计划，不断选育新品种。

“每年优选一批具有较强代表性的规上企业给
予专项引导激励，以强带弱、以点带面，培育和形成
行业整体发展机制，推动产业链延伸和优化产业升
级，不断增强行业竞争力。每年优选一批具有科技
创新潜能和潜力的中小加工企业，实施全生命周期
和阶梯培育计划，不断增强行业和科技型企业的创
新能力、示范带动能力，逐步提升行业整体创新能
力。”市政协委员、重庆黄花园酿造调味品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鄂峤说。

针对我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总体上大而
不强、多而不优，精深加工占比低，呈现“大群体、
小规模”的特征，市政协委员、西南大学乡村振兴
战略研究院智库建设办公室主任杜洁提出，引入数
字技术，整合已有资源，激活科技创新，支持西南
大学、重庆市农科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发挥技术和
人才优势，进一步挖掘提升西大研究所魔芋、柑桔
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特色品种和种植技术，提升产
业核心竞争力。

“农产品不能做‘一锤子买卖’，要注重市场规
律、品牌和客户积累。”市政协委员、重庆出版集团
副总编辑兼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别必亮认为，要充分发挥乡村文化对助农产品价值
的提升作用，依托相关专家，加大特色助农产品文化
内涵的研究挖掘。同时依据市场规律，研究制定特
色助农产品的合理定价标准，探索培育农产品产销
新业态，涵育诚信消费、品牌形象与客户群体，彰显
地域文化特色，进而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让农产品走出深山人皆识委员视点
NEWS

进入“三伏天”，重庆气温持续攀升，生产生活用电迎来高峰。7 月 10 日，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西永综保区
100 兆瓦/200 兆瓦时电网侧集中式储能电站提前 50 天正式并网。这是重庆今年首个并网的电网侧大型储能项目，
这一“超级充电宝”每天最多可放电 400 兆瓦时（40 万度）电量，满足约 7 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将在迎峰度夏期
间为重庆电网稳定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 柯俊彬 摄

“超级充电宝”迎峰度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