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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市渝北区委宣传部 重庆市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宣

本报讯（记者 柯雨 通讯员 刘
琦）连日来，凯源燃气北新分公司时刻绷
紧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根弦，在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上，积极响应、迅速
行动，全力保障各类符合条件的市场主
体用气需求，助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
确保能源保供工作“不缺位”“不断档”。

稳定保供“不断不乱”

凯源燃气北新分公司担负为渝北区和
两江新区23.9万余户居民及4628户工商
业企业安全供气的重任。疫情发生后，该
公司实现安全供气和安全生产持续稳定的
目标，共平稳输出1546.89万立方米天然
气，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坚实的供气保障。

按下复工复产“加速键”后，该公司
提前部署筹备，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主
动联系企业，掌握复工名单，提前对即将

复工复产的企业进行燃气设备设施巡查
检漏，强化安全用气宣传。同时，结合企
业复工计划，预测用气需求，提前对接上
游，统筹资源，建立起稳定的供应保障机
制，整体气源保障处于充足稳定状态。
目前，该公司服务区域内工业企业复工
复产率达到100%。

应急抢险“争分夺秒”

622 座阀井、3286 台调压箱、237 台
调压柜、1462.42公里燃气管线……随着
餐饮行业陆续开门迎客，燃气管网安全
运行压力与日俱增。

为满足企业、市民用气需求，凯源燃气
北新分公司巡线人员加大对燃气设备设施
的巡检力度和维护保养，及时处置城区管
网“跑冒漏卡坏”等情况，对重点企业的调
压箱、调压柜等燃气设施再次进行检测，确

保天然气正常安全输送。6辆专业抢险车、
16人组成的专业抢险队伍24小时待命，及
时、有效处理各类突发抢险事件。

在凯源燃气各配气站，场站工作人员
24小时值班轮守，细化设备巡检工作，及
时快速处置各类异常情况，全力监控燃气
管网运行状况，有效应对复工复产带来的
气量增大、压力增加等问题。同时，通过
强化早中晚3个高峰时段的压力和流量
监控，保持与上游输气单位紧密联系，整
体把握疫情期间用气规律，科学合理调配
资源，确保燃气输配系统安全高效运行，
为“蓝色火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暖心服务纾难解困

重新营业后，餐饮商户的安全用气成
为凯源燃气关注的重点。该公司客服中
心通过电话、张贴告知等方式加大普及燃

气安全注意事项，消除安全隐患。
工作人员主动与客户沟通，指导用

户在凯源燃气公众号上缴费和申请业
务，实现日常业务“掌上办”“网上办”。

同时，该公司积极响应助企纾困号
召，对中小微、工商业推出“欠费不停供”
和免收滞纳金等惠企举措，降低用气成
本压力，用实际行动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截至目前，已享受“欠费不停供”的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累计 269 户，缓
缴气费累计160.77万元。

“随着复工复产、复商复市脚步进一
步加快，我们将在持续抓细抓实疫情防
控的同时，强化供气服务，积极为企业复
工复产保驾护航。”凯源北新分公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公司将始终以实
际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让“蓝色火焰”
助力城市“烟火气”加速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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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量质齐升”
倾力呵护“一老一小”

本报讯（记者 王彦雪）专业托育机构多地开花，专业照护服
务解决宝爸宝妈们的后顾之忧；家庭护理服务引入专业机构，依据
老人需求提供健康检查、康复训练等服务；抓好产假、护理假、哺
乳假等政策解读、衔接和配套，为“三孩政策”落地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我区多措并举促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量质齐升”，倾力
呵护“一老一小”。

据区卫健委介绍，目前，我区成立了区级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
心，全区托位总数达1777个，托育工作获市人大调研组充分肯定，相关
做法先后3次被国家级行业报刊报道。我区妇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
善，今年以来，全区孕产妇实现零死亡，7 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达
91.4%。为1.06万名 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区内6个社
区被国家卫健委、全国老龄办命名为“2022年度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
型社区”，数量居全国第一。优化计生服务，兑现惠民资金6265万元，
做好计生特殊群体情感支持、服务关怀，全区整体情况平稳有序。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深化医防融合行动，实现对外形象新改观。在
工作中重预防，以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管理为重点，依托区域卫生
健康信息平台，优化常见多发慢性疾病的基层诊疗和健康管理流程，衔
接基层慢性病药物的配备使用。持续做好重大传染病防控，以艾滋病、
肺结核等重大传染病、新发传染病为重点，强化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

同时，强引领，深化健康中国渝北行动，抓好健康城市、健康乡镇以
及全国示范性老年优化型社区等创建工作，力争2023年创建全国示范
性老年友好型社区2-3个、全国敬老文明号1个。

此外，优服务，推动托幼一体化和社区托育服务，计划新增托位数
1500个以上，并整合市区资源，打造“加强版”家庭医生团队，精准摸清
妇幼、老龄等人群个性化需求，确保实现人群全覆盖、服务全链条、保障
全周期的工作目标。

本报讯（记者 杨青）乡村要振兴，因
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近年来，古
路镇立足特色，因地制宜在吉星村建起了
面厂，把“面条”做成“买卖”，推出的特色
农产品“花边揪揪面”以其独到加工工艺
和较高的市场认可度，为乡村产业发展平
添了一抹亮色，也给附近不少村民带来了
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新希望。

在吉星村，面条虽普通却不单调，花
色异常繁多，尤其是一种外形和味道都
十分有特色的花边揪揪面，俘获大家的
味蕾。近日，记者走进吉星村面条加工
车间，大老远就能看到几名工人在面条
机前忙碌，流水线上机械设备有条不紊
地运作着，散发着麦香味的面粉不停地
翻滚转动，经过和面、轧面、切断、烘干、
切条等10余道工序，一挂挂洁白柔韧的
面条便从面条机里“吐”了出来，不一会
儿，一根根面条便具雏形，麦香味扑鼻
而来。记者注意到，面条外形十分独
特，每根面条“身材”圆润短小，身着“花
边”，稍用力扯一下竟弹性十足。

面厂生产管理负责人冯小艳介绍，这
是面厂独创的花边揪揪面，选取山东、河
南等地的优质高筋面粉，制作工艺类似西
北地区的传统美食揪面，其口感劲道爽
滑，耐煮不糊汤，做法简单，适于浇各种荤
素浇头，亦可汤煮、干拌、煎炒而食。

据了解，为确保面条生态、绿色、环

保，面厂还流转土地 800 多亩，种植香
榧、菊花、紫薯、香菇、魔芋等生产原材
料，高品质的面粉与原汁原味的配料碰
撞，独创出花边揪揪面、香榧坚果面、魔
芋面、菊花面、果蔬面、杂粮面等十余种
产品，深受消费者好评。目前，已注册

“古路镇重庆好面条”“花边揪揪面”等多
个商标。

古路镇吉星村是我区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村，过去村集体经济收益低。近年
来，该村立足自身发展特点，建起了香菇
大棚，种上了香榧等经济作物，开起了民
宿乐园，从产业“空心村”变身产业“能手
村”。去年，吉星村发展又有了新思路。
为充分盘活利用闲置土地，吉星村党总
支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并通过实地考察、
招商引资，成功吸引来自云阳的面业生

产龙头企业——云阳县连年发面业公司
前来投资，做大乡村产业。

经商议，吉星村流转出面积2600平
方米的闲置学校，并争取上级壮大村集
体经济专项资金入股面厂，共同成立重
庆根根香食品有限公司，吉星村集体经
济占股百分之二十。去年10月，经过紧
锣密鼓施工，一个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
面条加工厂建了起来，配备了年产量
7000 吨的特色面片生产线和年产量
3000吨的特色蔬果挂面生产线各一条，
通过机械化生产方式，使得产出的面条
品质得到了保障。目前，面厂一半以上
的销量通过电商平台卖到全国各地，还
有一部分销往各大商超。

面厂的良好发展，也为当地群众就
近就业提供了岗位。目前，该加工厂解

决了20余名村民的长期稳定就业，村民
在厂里从事机器操作、面条包装等工
作。“到这里上班，一百块钱一天，离家又
近，工作又不太累，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啊。”村民刘翔碧十分感慨。刘翔碧曾是
村里的贫困户，在政府帮助和自己的努
力下已成功脱贫。如今，有了一份家门
口的工作，让她生活信心更足了。

“发展村集体经济，让集体家底厚起
来，其收入主要用于解决老百姓的急难
愁盼问题。”吉星村党总支书记冉孟芳介
绍，面条厂开办一年多来，因面条质量
好、销量广，销售额超过 300 万元，为村
级集体经济增收20多万元。从工厂目前
的经营发展情况来看，预计每年可为脱
贫户带来千元以上的分红资金，大力促
进了脱贫户增收。

本报讯（记者 周新宇）今年以来，我区
坚持高位谋划，高效推动新时代“两个健康”
先行区创建试点工作，全力推进非公有制经
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紧扣“五大”重点，勇于担当试点工作责
任。把思想政治引领作为首要任务，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民营经济
人士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坚定正确的发展
方向。把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心
工作，支持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推
动上云、上规、上市，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力影
响力。把服务企业发展作为头等大事，深入
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
动系列稳经济政策落地。把解决企业难题作
为关键举措，集中攻坚企业急难愁盼问题，
精准解决企业融资、用工用能等难题。把提
升企业家能力素质作为重要抓手，强化教育
培训，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强民营经济
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培养。

健全“六大”机制，推动试点工作高效开
展。建立健全议事协调机制，成立区委、区政
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完善民营经
济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听取汇报，统筹推进试
点工作。建立健全沟通联系机制，完善区领
导联系商（协）会和重点企业、企业诉求办理、
营商环境监测、常态化走访等制度，落实联系
交往正负面清单。建立健全联动共建机制，
建立政法、统战与公检法司及工商联“2+5”沟
通协作机制，镇街“一把手”、统战委员、分管
经济副职联系服务商会工作机制，部门、镇
街、商（协）会和社区协同服务民营经济运行
机制。建立健全工作保障机制，区财政每年
为各个镇街商会、行业商（协）会预算工作经费、安排培训经费、党建
活动经费，区工商联设置“四好”商会奖补经费，镇街解决办公阵地及
一定工作经费。建立健全学习交流机制，搭建学习、服务、维权、宣传

“四大平台”，开办院校培训班、非公经济大讲堂、线上“云课堂”“三大
课堂”，打造商会会长、执委会成员、律师服务团“三大考察交流团”，
强素质、提能力。建立健全考核激励机制，深化“四好”商会和“五好”
党支部创建，定期评选表彰优秀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加强民营企
业诉求问题办理及服务民营企业满意度考核，强化后进商协会整顿
建设。

着力“六大”行动，确保试点工作走深走实见效。推动商（协）会
创新发展，实施商（协）会标准化建设，创建“一会一品”特色品牌，
提升商（协）会党建工作水平，深化清廉商会、清廉民企、信用商会建
设，打造全国一流青年商会，推动渝广商会联盟建设。建好民营企
业之家，安排 3000 平方米办公场地建设民营企业之家，设立 8 个综
合性服务平台，当好民营企业贴心管家。办好院校培训班、非公经
济大讲堂和线上“云课堂”“三大课堂”，强化重点群体教育培训，不
断为企业家成长赋能。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用好“惠企通”、金服
APP 等平台，推进“三集中三到位”，实现“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
一次办”，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
汽车、集成电路等产业链集群打造，加大科技创新，推进传统产业智
能化升级改造，加快培育壮大重点产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
深化“万企兴万村”行动，探索“民营企业+村+金融机构+农户”的
共建共富模式，为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作贡献。

古路镇吉星村：

面香飘远提振乡村产业发展

凯源燃气北新分公司：

当好“管家”守护城市烟火 精准服务助力复工复产

吉星村面厂工作人员正对面条进行分装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任天驹 摄

面厂工作人员进行直播带货

面厂自动化生产线

工作人员对设备设施进行维护保养 工作人员上门检修工作人员实时监控燃气管网运行情况

本
组
图
片
由
本
报
记
者

柯
雨

供
图

渝

北

：

全

力

推

进

﹃
两
个
健
康
﹄
工
作
走
深
走
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