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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连日来，重庆临
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区属国有
企业、资金池管理单位，积极与银行、企
业对接协调，充分发挥企业融资的桥梁作
用，在“升级贷”“上市贷”运行过程中，有
力支持了区内中小微企业和上市企业，协
助化解资金风险，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立足企业需求
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据悉，渝北区“产业转型升级贷”“上市
贷”分别于2018年、2021年启动，渝北区政
府与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合作，
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对区内转型升级中
有资金需求、有发展前景的中小微企业和
区内已上市挂牌企业、拟上市挂牌企业及
重点培育企业融资提供支持。

重庆金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渝
北区内一家集数字化医疗设备研发、生
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涉及医学影像、手术设备、远程诊
疗等多个领域，特别在消化医学方面拥有
较深厚的技术沉淀和较大业内影响力。
近段时间以来，在渝北区有关部门、银行
和临空投公司的支持下，争取到了2000
万元“上市贷”贷款资金，确保了闭环期
间的生产不受影响。

搭建助力平台
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重庆皓元食品有限公司、重庆煌道汽
车运输公司作为渝北区内典型的中小企
业，近年来均受“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影响。立足于辖区企业的实际发展困难，
临空投公司、农商行、农行及企业所属有
关部门等协力帮助企业“对症”解决，通
过“升级贷”，银行为两家企业提供了380
万元及200万元贷款资金，目前两家企业
都在平稳健康运行中。

开启绿色通道
全力保障复工复产

为保障企业生产运营，加速实现复工
复产，临空投公司迅速开启绿色通道，组
织专员“点对点”处理企业放款问题。结
合实际情况，在保障企业的同时也确保员
工出行安全，快速转化通道模式，采用全
程线上处理方式，实现受理审批全日全
时、特事特办、即时即办。对于个别特殊
情况，同银行协商办理无还本续贷，努力
将疫情对群众和企业的影响降到最低。

据临空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目前，渝北区“升级贷”累计为 152 家企
业、“上市贷”累计为30家企业，获得银行
融资超10亿元，有效解决了部分企业所
面临的因资金不足而产生的不同困难，相
关政策的实施运行也切实增强了企业抵
御风险能力，提高了企业发展信心。

本报讯（记者 周新宇）当前，随着
渝北再现“烟火气”，各行各业开启有序
恢复正常生产模式。为切实保障广大
居民群众“肉盘子”中的猪肉稳定供应，
辖区屠宰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基础上实现全面复工复产，确保市场新
鲜猪肉安全有效供给。

7日晚，渝北区农投屠宰场，20多
辆满载活猪的卡车依次停靠在屠宰场
大门外围，经过防疫人员消杀处理、检
验检疫后，一头头生猪被传送到屠宰生
产线。

厂房内，工作人员规范佩戴口罩，
按照操作流程开展生猪屠宰作业，宰
杀、清洗、分割、配送等工序井然有
序。工作人员实行闭环管理，进出车
辆严格进行消毒，每日场区进行一次
全面消毒。“农投屠场日屠宰量从最初
复工的 1450 头增长至 3225 头，增长
122%。今天，全区生猪屠宰场内日屠
宰加工生猪 4023 头。”区农业农村委
工作人员说道。

据了解，区农业农村委多措并举
实现“肉盘子”安全稳定供应。一是指
导屠宰场实行闭环生产，工作人员实
现“两点一线”健康管理，严格落实防疫
措施。二是实行无接触交易，生猪运输
车辆司机提前报备相关信息，到厂区后
不下车。肉贩、肉品批发经营户均不进
入，由厂内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视频、车
辆等方式进行无接触式交易。三是坚
决落实“快封、快筛、快消、快解”工作
原则，全面保障屠宰企业正常有效运
转。据了解，我区共有4个屠宰场即3
个生猪屠宰场和 1 个牛屠宰场，目前
均已全面复工复产，日产猪肉 378 吨、
牛肉33吨。

本报讯 （记者 杨青）电力设备负
荷、温度、湿度，发电车、抢修车、保电人
员分布，无人机、巡检机器人运行状态，
备品备件、材料物资准备情况……近日，
记者在国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看到，电
网系统主控大屏上，数字不断闪烁，设备
全景视频及运行参数等信息清晰显示，
工作人员紧盯屏幕、细心监控。这是国
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精心打造的重庆首
个智慧保电系统，该系统建成后在各类
保电指挥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助力保
电更智能更高效。

近年来，国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结合
重庆两江汇聚、群山环抱地势特征，立足高
可靠供电需求，精心打造智慧保电系统，用
于服务各类重大保电活动。该系统利用全
景可视化和数字孪生技术，直观呈现保电
任务执行情况、保电设施运行状态、保电资
源地理分布、应急抢修实时进展，实现保电
集中监测、集中控制、集中指挥。

记者看到，智慧保电系统主控大屏上保
电核心区的主要变电站、线路、配电站房、保
电资源等关键信息和数据均一目了然，并随

时可通过远程视频调取可视化场景。
“这好似人的‘大脑’，通过分布式智能

传感器和无线电能采集设备，实现供电设
备全方位状态监测和远程实时看护。”国网
重庆市北供电公司配网运检专责胡松伶介
绍，一旦供电设备存在安全隐患或运行异
常，系统可第一时间智能预警并显示终端
设备的精确位置、所属站点和设备编号，现
场保电人员同步收到指挥人员发送的检修
指令后迅速赶往故障点，并将现场的高清
全景视频、抢修画面、设备数据等第一时间
传输至保电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可进行多
方应急视频会商、故障分析，为制定抢修方
案提供远程指导，缩短指挥链条，实现精准
指挥和快速处置，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设
备正常运行。

国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运维检修党
支部书记杨占刚介绍，该系统基于电网
业务中台数据，深度融合调控、营销、物资
等多个专业系统数据，大幅提升电网资源
调控、设备在线监控和应急指挥管控等方
面的综合能力，可全力保障电网安全可靠
供应。

“升级贷”“上市贷”
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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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重庆首个智慧保电系统
国网市北供电公司助力保电更智能更高效

本报讯（记者 杨荟琳 通讯员 贺雪
娇）丘陵山地无人果园管理平台实现种植
生产作业远程实时监管，“四张清单”经验
做法入选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木耳镇金刚村成功创建国家乡村治理示范
村……日前，据国家乡村振兴局网站消息，
2022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正式
公布，渝北区榜上有名。

近年来，我区通过守住底线推进产业振
兴、强化支持促进人才振兴、融合发展推动
文化振兴、整治提升确保生态振兴、党建引
领带动组织振兴等“组合拳”，让渝北农村
真正成为希望的田野。

在推进产业振兴中，区农业农村委保障
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有效，稳步推进耕
地保护工作，加快乡村产业发展。面对今
年的旱情，区农业农村委采取多种措施抗
旱保生产，并及时安排晚秋生产、扩种秋马
铃薯，确保粮食生产面积和产量稳定。深
入开展粮油单产提升攻关“千百”示范行
动，创建示范片 61 个，示范面积 7000 亩。
稳步有序推进耕地恢复补充工作，截至9月

9日，全区共完成土地整治13758.56 亩，完
成农作物种植面积 1222.99 亩，并动员农
户、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具备条件
的耕地开展复耕复种，全区5亩以上撂荒地
复耕2374.09亩、完成率100%。

在产业发展方面，今年我区建成设施大
棚7万平方米、年处理3万吨柑橘分选线1
条，新增冷藏保鲜库12000立方米；培育国
家地理标志农产品3个、有效期内的“两品
一标”169个、全国名特优新和市级品牌农
产品 161 个。同时，围绕“四季四线”举办

“三节一园”活动，适时推出乡村旅游线路
30多条，上半年乡村旅游综合收入达 11.5
亿元；率先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集
体经济经营收入全市第一。

在促进人才振兴方面，我区制定14条创
新创业、人才培育等方面激励政策，评定乡
村振兴人才31名，认定农村致富带头人56
人，回引返乡人才346人，兑现补贴359.6万
元，为170名农村创业者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4513万元，16名涉农银行优秀年轻同志到
示范村担任金融顾问；创建漫调市级农民返

乡创业园，带动农民工就业3200人。
在推动文化振兴方面，全区优化乡村公

共文化服务，探索建立1+22+Ｎ”乡村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网络体系，镇、村文化服务中心建
成率达100%。重视乡土文化保护传承，完成
木耳节孝牌坊保护修缮工作，举办非遗项目
展示推广、文化传承教育等相关活动88场，多
渠道推介特色文创非遗产品。加快文旅重点
项目建设，持续推进乡村旅游示范带、铜锣山
矿山公园市级乡村旅游重大产业项目、旅游
民宿集群化建设，并着力打造“宿于·龙槐山
院”“龙门·璞村”等精品、高端民宿。

在确保生态振兴方面，我区大力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上半年新改造农村户厕
314户、累计达4.02户，全区农村卫生厕所
普及率稳定在93%以上。深入开展化肥农
药减量增效与废弃农膜回收，建设病虫害
绿色防控示范片 6 个，农作病虫害监测点
150个，建成废弃农膜回收中心、站、点199
个，目前已超额超前完成今年回收任务，实
现全区农膜回收全覆盖。严格落实长江流
域禁捕退捕，持续开展专项执法，60套渔政

AI预警处置系统投入运行，处置预警信息
115条，制止违法垂钓行为 100余次、查办
涉渔违法行政案件19件。积极推进水产养
殖尾水治理，指导养殖场户实施一改五化
绿色养殖模式，完成古路、统景污水处理站
技改任务。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全面落实
长江沿岸“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完成营造
林任务0.45万亩，建设绿色示范村4个。

在带动组织振兴方面，我区全面建立“党
建引领、五长联动”机制，推行“组网合一”，深
入实施农村基层党建“整镇推进、整区提升”
示范创建行动，建立本土人才储备常态化机
制，回引退伍军人、大学生、高校企事业单位
人员等各类人才85名回乡服务。为切实减轻
基层负担，我区细化实化“四张清单”具体事
项、运行流程和监督机制，探索构建“四治合
一”乡村治理体系，厘清基层组织职能边界。
同时，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全覆盖推广运
用“积分制”，探索木耳镇“情理堂”等乡村治
理模式，谋划建设18个乡村治理示范点，加快
实施村“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法律顾问定
期进驻三级实体平台开展公益法律服务。

科学精准划分风险区域、进一步优化
核酸检测、优化调整隔离方式、落实高风险
区“快封快解”、加快推进老年人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12 月 7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落实好这十
条针对性措施，有利于持续提高防控的科
学精准水平，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群
众生产生活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以科学之策应对非常之事，以精准之
措应对非常之难。近三年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实事求是、因
时因势优化完善防控措施，科学防治、精
准施策，顶住了一轮又一轮疫情的冲击，
以防控战略的稳定性、防控措施的灵活性
有效应对了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
果。近三年来，我们一直根据病毒变异的
特 点 趋 势 和 临 床 治 疗 的 实 践 经 验 ，边 防
控、边研究、边总结、边调整。先后印发九
版防控方案和诊疗方案，出台二十条优化
措施和进一步的优化措施，每一次优化调
整都强调更加科学精准，都经过了反复研
判、科学论证。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确
定 的 疫 情 防 控 方 针 政 策 是 正 确 的 、科 学
的、有效的。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走
小步、不停步，因时因势优化完善防控措
施，是我国疫情防控的一条重要经验，也
是保障人民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必然选择。

经过近三年的抗疫，我国医疗卫生和
疾控体系经受住了考验，拥有有效的诊疗
技术和药物特别是中药，全人群疫苗完全
接种率超过 90%，群众的健康意识和素养
得到提升，加上奥密克戎病毒致病力在减
弱，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创造了条
件，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十
条针对性措施是主动的优化而不是被动
的，是针对当前我国主要流行的病毒变异
株特点、疫情流行特征，通过对疫情形势
动态的科学研判，对现行防控措施的成效
评价，特别是对二十条实施以后地方的有
益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总结等因
素，综合考虑所作出的。各地要一揽子、
一体化统筹推进实施，进一步提高疫情防
控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更高效地利用防控资源，确保各项措
施落实、落地、落到位。

持续优化政策是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执行好政策关
键是科学精准。要落实好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的四方责任，
充实基层专业防控力量，强化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分级诊疗，加
强全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免疫接种。要做好政策的平稳有序衔
接，加快治疗药物和医疗资源准备，把防控资源更多地投入到
重点人群身上。要进一步面向群众加强宣传倡导，加大健康知
识的普及，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打造健康环境，建设健康家园。
要坚决避免层层加码，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影响。要高度重视解决广大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特别是帮助
有就医需求的重症感染人群能够及时得到有效诊治，让有限的
医疗资源发挥出关键作用，让各项防控工作做得更精准、更有
温度，切实保障好人民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疫情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推动防控措施持续优化，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磨砺责任担当之勇、科学防
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全社会凝聚共识、形成
合力，我们就一定能取得应对世纪疫情的全面胜利。

（据《人民日报》）

让农村成为希望的田野

渝北入选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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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贷”“上市贷”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 周新宇）为确保行政规
范性文件实施效果，近年来，渝北区坚持“靶
向治疗”，提能力、强弱项、增效率，促进全区
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落实全覆盖培训，在“能”上下功夫。注
重分析全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情况，准确
厘清各制定主体存在的实际问题，有计划、
有步骤、有重点地实施小班制、精细化培训，
重视多批次与分类别相结合、理论辅导与案
例分析相结合、交流学习与课堂指导相结
合，坚持每年对全区69个行政规范性文件
制定主体进行全覆盖业务素养培训，进一步

提升了“软实力”。
开展深层次督查，在“变”上下功夫。

对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 8 个事关民生领
域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开展了现场
督查，着重检查其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人
员配备、“四统一”、档案管理、制定程序及

要求的掌握等情况，收集并采纳合理化意
见、建议，加强指导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
实事求是补漏洞，齐心协力促提升。

重视全方位评估，在“效”上下功夫。
全面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率
先制定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办

法》，对实施对象、实施主体责任、后评估情
形等予以了充分明确，并将评估结论作为
对重大行政决策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
重要参考依据，以后评估倒逼行政规范性
文件实施达到预期效果，坚决杜绝了乱发
文、发“奇葩文件”。

渝北坚持“靶向治疗”

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科学化水平

保电指挥中心 本报记者 杨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