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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和顺 通讯员 李鑫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我们要主动把自身发展融入到重庆
新征程、渝北新篇章中来谋划，进一步发挥
科技创新‘主引擎’作用，全力打造西部重
要的创新策源地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谷。”3月 10日，仙桃数据谷公司举行

“二次创业”誓师大会，正式启动“二次创
业”，提出将以创新驱动、招商引资、营商环
境、品牌形象、降本转型为主抓手，以提升
园区科技创新能力、综合竞争能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为主方向，建设“2.0 版”新仙
桃，在全区推动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成为
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中展现新作为、作
出新贡献。

为什么要进行“二次创业”？
完成“1.0阶段”任务，推动高

质量发展

“经过近8年的建设发展，仙桃数据谷
不辱使命，已经有模有样，科技创新氛围初
显，已较好地完成了‘1.0阶段’建设发展目
标，在经济体量、建设成果、产业规模、创新
生态、招商引资、营商环境等方面都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在誓师大会上，仙桃数据谷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汪小平说，仙桃数据
谷进行“二次创业”，是在回顾总结过去的
建设成果和正视未来发展的问题与挑战基
础上科学慎重作出的，是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市委六届二次全会精神的具体
行动，也是加快发展数据经济、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有力举措。

八年时间，图纸变实景、阡陌变大道、
土坡变高楼，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变成了
高新时尚的产业园区、全国知名的创新高
地——累计建成商务楼宇 170 万平方米，
累计注册企业 1448 家，入驻企业 309 家
（规上企业 40家，高新技术企业 43家，专
精特新企业 17 家），累计申报知识产权

1749件，累计实现产值约333亿元、税收约
14亿元，年平均增长率34%，获评“中国最
具活力软件园”等7项全国级荣誉，被认定
为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示
范园区、重庆市汽车电子重点关键产业园
等，2022年更是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和全国版权
示范园区（基地）2个国家级荣誉，成功跻
身重庆数字经济产业第一梯队。

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贸易战愈演
愈烈，软件信息、芯片等领域仍存在关键核
心技术、颠覆性技术“卡脖子”的困境。面
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仙桃数据谷公
司上下深刻认识到园区未来发展仍存在创
新策源地作用不够凸显，产业集群的竞争

力不够，配套设施、营商环境不够优质等诸
多问题和挑战，亟需突出科技创新“主引
擎”作用，下大力气精准招商、聚链成群，显
著提升营商环境，扩大仙桃品牌竞争力，提
高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为此，仙桃数据谷公司以“归零”“重
启”的心态，谋划推进“二次创业”，奋力开
启科技创新新征程。

如何进行“二次创业”？
在“三个着力”上下功夫，以

“五个方面”为主抓手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仙桃数据谷公司对标市、区

“十四五”发展规划，按照区委、区政府对仙
桃数据谷的战略定位，锚定了“二次创业”的
总体目标。

据了解，该公司将以建设全国具有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谷为总目标，并从品牌、经
济、创新、运营四个维度出发，提出了“到
2025年，园区年营收达到200亿元，年税收
贡献 5亿元，从业人员达到 2.5 万人，引入
或培育龙头企业8家、核心企业100家、创
新企业500家，上市企业1-2家，以资产租
赁、增值服务、投资收益三驾马车为驱动实
现盈利，并力争在下一个5年内实现上市；
打造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谷、
中国软件名园、国内领先的汽车智能化产
业园”的具体目标。（下转第二版）

重庆日报：2022 年 11 月，中央
依法治国办发布第二批全国法治
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名单，渝
北区荣获“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区”称号。在您看来，创建法治政
府建设示范区的关键是哪些方面？

廖红军：近年来，渝北区积极
参与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创
建，通过以创带建、以创促建，成功
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市
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幸
福感与安全感稳步提升，成功创建
的关键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坚持领导干部带头示
范，全力推动依法执政。一是始
终 紧 抓 领 导 干 部 这 个“ 关 键 少
数”，引导全区各级领导干部带头
学习宪法法律法规，带头参加法
治理论考试、法院旁听庭审活动，
带头开展专项述法、抓示范创建，
营造了尊学守用的良好氛围；二
是健全完善重大行政决策机制，
建立“1+X”重大行政决策制度体
系，框定 5 大类 16 项重大行政决
策事项，细化明确法定程序和执
行标准，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贯穿于政府工作始终；三是坚持
重大决策事项“三重”审查、“四
议”而定，实行议题单位法律顾问、区政府法律顾问、区司法局

“三重”合法性审查，经区政府常务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区政协主席会、区委常委会“四重”集体审议，确保重大行政决
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连续多年无一件行政决策被上
级机关纠错。

另一方面，紧抓创建中的短板弱项，积极抓好优化整
改。一是针对法律顾问覆盖不全、水平不高、管理不力等难
题，建立法律顾问“五统一”管理机制，坚持统一选聘、统一
管理、统一职责、统一报酬、统一考核，在全国率先实现法律
顾问全覆盖，构建区、镇街、村居“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5 年来，全区法律顾问口头咨询及参会 8500 多次、出具书面
意见近 1.6 万余份，代理案件 1850 余件；二是针对行政执法
监督效能不高、监督力量薄弱等工作堵点，创新建立行政执
法“闭环监督”机制，事前强化“四类”培训，创新开发行政执
法人员网络培训考试系统，确保全区执法人员培训全覆盖；
事中落实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社会评议制度，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执法监督；事后建立第三方案卷评查、行政执法监督
意见书机制，由上而下、由外到内双向倒逼行政执法问题整
改到位。

重庆日报：近年来，渝北法治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经济社
会发展环境也在不断优化，经济总量连续 16 年位居全市首位。
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法治建设是如何护航经济发展的？

廖红军：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既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
求，也是其良性运行的根本保障。长期以来，渝北致力于打造
国际一流法治环境，真心实意为市场主体服务，助推全区经济
实现高质量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做好便民利企“减法”。（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万桃利）“专题询问区
政府持续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是
今年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的重头戏。”3月17
日，记者从渝北区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区
政府持续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工作动员
部署会上获悉，区人大常委会将于 3月至
12月对区政府持续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工作开展专题询问。

根据工作安排，此次专题询问分为前
期准备、专题调研、集中询问和整改落实四
大阶段，围绕被询问单位开展自查、向人大
代表和市场主体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分组
集中开展专题调研、常委会议集中询问及
区政府整改落实五个环节开展。期间，区
人大常委会将成立专题询问领导小组，并
组织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区人大代表
成立五个调研组，以区政府分管负责人、区
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及川渝高竹新区管
委会分管负责人等为询问对象，深入部门

和重点企业开展调研。
记者了解到，作为人大行使监督职权

的一种重要法定形式，区人大常委会将通
过此次专题询问，全面了解我区持续营造
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工作取得的成效、存在
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意见，督促区政府及
相关部门细化工作措施，加大工作力度，持
续营造国内一流、全市领先的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助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推进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支撑。

“为何选出‘持续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这一内容作为专题询问重点？其背后
有何深层次意义？”会上，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刘章权从有关法律规定、中央安排部
署、人大工作重点、企业群众期待四个方面
作出详细讲解。

据介绍，专题询问是人大行使监督职权
的一种重要法定形式，能够有效促进人大代
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释疑解惑、知情知
政。同时，通过聚焦问题、促进解决问题，有
效推动监督重点进一步突出、监督方式进一
步改进、监督实效进一步增强。今年，区人
大常委会依据监督法和重庆市实施监督法

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区政府持续营造国际一
流营商环境工作开展专题询问。

“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软实力和
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以营商环境为代
表的制度供给，正成为当下和未来重要的
核心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优化营
商环境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多次强
调要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黄宗林表示，从中央、市委决策部署
来看，目前，重庆作为全国6个营商环境创
新试点城市之一，是中西部地区唯一入选
的试点城市。（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官粳人）3 月 19
日，2023年“线上中华文化大乐园——
亚洲园（第一期）”在渝北区两路幼儿
园开园，来自中泰两国的 400 余名师
生“云聚”渝北，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参加开园仪式。

本次活动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
办，重庆市政府侨务办公室承办，渝北
区政府侨务办公室、渝北区教委协办，
重庆市暨华中学校具体执行，海外联
系单位为泰国丝路国际教育文化交流
中心和泰中文教合作中心。

中华文化大乐园是国务院侨务办
公室推出的海外华文教育系列的重要
品牌，旨在寓教于乐，传承和弘扬中华
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加深海外华
裔青少年对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艺术的了解，培养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
的感情，激发学生学习中文和中国传统
文化的兴趣。

上午9:30，开园仪式启动，线上线
下的师生和嘉宾一起观看了重庆风光

和暨华中学宣传片，中泰双方嘉宾在
线开展交流发言。随后，活动现场以
短视频为载体对此次“大乐园”课程进
行了推介。

在文化才艺表演环节中，区文化
馆、区体育中心、暨华中学校等单位
的文艺团队，带来武术表演、舞蹈《渝
山北水》、歌舞《相和歌·子衿》、才艺
《四般雅事》等独具渝北地方特色、展
现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文艺表演。
精彩的武艺展示、美妙绝伦的古装歌
舞、声情并茂的古诗词朗诵，引得线
上线下的嘉宾和师生们赞叹不已、点
赞不断。

来自暨华中学的教师李奎明在此
次活动中教授中国功夫文化，她表示：

“文化是民族根系，希望同学们在学习
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品味深
厚隽永的中华文化。”

据了解，本期“线上中华文化大乐
园——亚洲园”活动时间为3月 19日
至3月28日，为期10天，共遴选16位

优秀老师，在线为 400 余名学生提供
60课时的文化特色课程，涉及民族音
乐、经典诵读、剪纸、中国结、非遗文化

草编、书法、国画、汉服文化、中华武
术、语言等多个学科，为学生们带来丰
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学习体验。

仙桃数据谷开启“二次创业”新征程

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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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瞄准“靶心”发力

助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2023年“线上中华文化大乐园——亚洲园（第一期）”开园

中泰师生“云聚”渝北体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本报讯(记者 万桃利）一首诗可以捧红一
座城市，一首歌可以唱火一片风景，一道美食
可以带活一带山川，一篇游记成就一个网红地
……近年来，区文旅委立足渝北地方文旅资源
特色，聚力抓好六个文旅活动品牌化建设，推
动全区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六个文旅活动分别为“渝北老碗”
评比活动、“吃乡渝北”建设活动、“歌舞渝北”
比赛活动、“故事渝北”讲述活动、“画说渝北”
宣传活动、“游记渝北”体验活动。

其中，“渝北老碗”评比活动在政府公布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遴选、评比出优秀的
非遗美食和名特小吃，命名授牌一批“渝北老
碗”，推介一批金牌美食名片。“吃乡渝北”建设
活动通过三条乡村旅游线路的餐馆布点规划，
开展“吃乡渝北”建设，授牌一批“吃乡渝北”消
费示范点，不断提升各地接待能力和服务水
平。

“歌舞渝北”比赛活动则突出渝北传统民
间歌舞元素，通过开展系列民间歌舞比赛，打
造有渝北地域特色和影响力的民间歌舞品
牌。“故事渝北”讲述活动已再版印刷原江北县
民间文学集成（故事卷），并分发到各部门、镇
街、村（社区），各酒店和民宿。同时，通过举办

“故事渝北”系列活动，发出渝北文化好声音。
“画说渝北”宣传活动持续用绘画、摄影等艺术
形式展现渝北乡土人情、乡村风貌，增强渝北
文旅影响力。

此外，“游记渝北”体验活动通过在网上广
泛征集“游记渝北”故事，并以文字、图片、视频
形式运用新媒体传播，分享渝北乡村旅游“吃
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促进乡村旅游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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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渝北区高度重视

法治政府建设，以争创全国法

治政府建设示范区为目标，依

法治区步履铿锵，民主法治不

断增强，执法方式日趋规范，司

法彰显权威公正，法治精神渐

入人心，学法用法守法蔚然成

风，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与日俱增。2022 年 11

月，重庆市渝北区获评全国法

治政府建设示范区。渝北区的

“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是

怎样炼成的？就此，重庆日报

记者专访了渝北区委副书记、

区长廖红军。

仙桃数据谷 受访者供图

2023年“线上中华文化大乐园——亚洲园（第一期）”开园 本报记者 官粳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