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重庆市开州区委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政府 主办 重庆市开州区融媒体中心 出版

2023年11月
农历癸卯年十月初四 星期四16

开州之窗网：www.kxzc.cn 开州微发布微博：weibo.com/cqkxfb

本报地址：重庆市开州区开州大道（西）368号（开州区融媒体中心） 邮政编码：405499 新闻热线：023-52227791 投稿邮箱：kzrbyx@163.com 总编辑：龙驹 值班副总编辑：李燕均 值班：周术润 责编：向章 版式：向洪萱

渝内字第510号 免费赠阅
总第 4512 期 今日4版

开州发布 帅开州APP数字报

“新的保鲜膜生产线开起来了！”实现了扩产计
划，湖北一家小微企业的负责人颇为感慨。企业去
年曾因融资难打起了“退堂鼓”，关键时刻，湖北银
行及时送上“订单贷”服务，破解了企业“拿不出抵
押物”的困境。企业凭出货单获得授信、扩大产能，
经营加快回暖，银行也收获了优质客户。一贷一
还，生动诠释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关系。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
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今年 1 月至 9 月，新
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3.91%，比去年同期

下降 0.32 个百分点，其中 9 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为 3.82%，处于历史较低水平。截至 9 月
末，绿色贷款余额、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专精
特 新 ”中 小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36.8% 、
38.2%、18.6%，均远高于各项贷款增速。总量上流
动性合理充裕，融资成本不断降低，结构上金融资
源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倾斜，这充分表明
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逐步形成、金融服务能
力日益提高。

（下转2版）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③

■ 李洪兴

本报记者 喻建国

车辆沿着公路蜿蜒而上，穿越一道宽

约 40 米的“山门”，便来到和谦镇金山村的

地界。只见山脚流水淙淙、山坡彩叶斑斓，

初冬的风凉爽湿润，送来阵阵茶花香。

“快看，那就是古茶树。”金山村驻村第

一书记熊巍停车探头，指着岩坎边一排开

满白色花朵的树向记者介绍，“这片古茶

树，都是百岁以上的‘寿星’呢！”

金山村漫山遍野的古茶树究竟种于何

年何月？没人知晓！唯一的答案，就是在

乡村振兴东风的吹拂下，它们老当益壮重

新焕发了生机。

深山有片古茶树

金山村三面环山，整座村庄藏在茂林

修竹之中，宛若世外桃源。

相传在唐朝，金山村修建了一座玉皇

庙。大约 280 多年前，一位和尚云游至此，

认为此处是种茶制茶的绝佳之地，便将这

些古茶树引种到此。

果不其然，金山村独特的地理和气候

孕育的茶叶质量上乘、口感醇厚，一时间名

声大噪，成了商人疯抢的香饽饽。

“我爷爷在解放前是茶商，雇请‘背二

哥’（力夫）将茶叶背出大山，销往城口、宣

汉等地。”金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文富呷了一

口刚泡的红茶，缓缓放下茶杯说道，“我的

制茶手艺，就是爷爷传授的。”

早在清朝时期，金山村的茶叶就已扬

名海内外。一担担、一挑挑茶叶穿越茶马

古道，在云阳、万州搭乘商船，经上海出口

海外；或转道京杭大运河进入京城，成为皇

室贡品。

直到解放后，金山村发现了煤矿，当地

村民转行挖煤挣快钱，人们才把这些古茶

树不当回事儿，导致茶产业没落。

“这些古茶树砍了又长，长了又砍，岁

数比我爷爷还大。”金山村 80 多岁的村民

刘光芝指着她家房屋边的一株古茶树说，

“这棵茶树爷爷砍过 3 次，父亲砍过 3 次，我

砍过 2 次，现在又有手腕粗了。”

茶树分蘖力强，能从傍枝生长，也可以靠茶果自然繁殖。数百

年来，金山村的古茶树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长出了众多独立植株。

2019 年 5 月，和谦镇邀请国家茶学学士、国家一级茶叶技师郭

炜峰前来考察，他看到散落在田边地角、坡坎房侧的古茶树，十分

惊叹。“这些茶树至少存活了 200 年以上，堪称茶树的‘活化石’‘基

因库’，研究价值巨大。”王文富逢人便会重复这位专家的论断，言

语中充满自豪。

如今，金山村仍有古茶树 8 万余株，每株树冠三四平方米，高度

约 3 米。如此大规模的百年古茶树群，目前仅在我国云南等少数地

区尚存。

古茶树焕发新生

“条索紧细有峰苗，色泽乌润，香气嫩甜，滋味醇厚爽口，汤色红

亮……”金山村党支部副书记伍先全是当地的“茶博士”，他在制茶

行业摸抓滚打多年，已具备开汤品鉴的专业知识，他见证了金山村

古茶树的新生过程。

10 多年前，伴随金山村 10 多口煤窑陆续关停，村民失去了从事

挖煤、商品经营、餐饮服务等生财之道，只得外出务工，金山村变成

了“空壳村”。

如何让金山村重回昔日的繁华，成为摆在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

委”面前的一道难题。在和谦镇党委、政府的指导下，金山村多次召

开党支部会议、党员大会和村民院坝会，意图找到一把产业发展、村

民增收的“钥匙”。有建议种李子的，有提议栽柚子的，还有选择种板

栗的……但这些产业的制约因素太多，最后都被一一否决。

“这种茶每斤上千元，你尝尝。”2016 年春节，一位在外创业的亲

戚回家过年，王文富应邀到他家作客。席间，主人沏了一杯茶递给

他品尝。正是这杯茶，在王文富心中激起了涟漪。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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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昱辉 通讯
员 杨远谋）昨日，记者从区水利
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区投入三
峡后续资金 4498 万元对汉丰一
校、汉丰五校、西街初级中学等 11
所移民迁建学校实施综合整治。
目前，一期工程已经完工。

据区水利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11 所移民迁建学校综合整治
工程分为两期实施。一期工程
主要包括校园建筑外立面维修

改造、屋顶治漏、破损玻璃更换、
校园道路和运动场破损维修、内
墙粉刷等。

据了解，一期工程于今年 3
月正式动工，为尽量减少对学校
教学工作的影响，有关部门和施
工单位科学组织、统筹安排，强
化安全管理，采取错时施工、多
作业面施工等方式确保工程进
度。一期工程于 10 月底顺利完
工，完成项目投资 3870 余万元。

11 月 14 日，记者从数字住建与新
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论坛上了解
到，我市已建成城市级CIM（城市信息
模型）基础平台数字底座，覆盖包含中
心城区建成区在内的约 5400 平方公
里范围，支撑打造了智慧东站、保交
楼、智慧管网等多个“CIM+”应用场
景。

在市住房城乡建委办公大楼数字
住建指挥大厅，随着鼠标轻轻一点，一
幅巨大的重庆建筑地图便呈现在眼
前，不仅可以随意缩放，还可以查看所
有已建和在建项目。

在建的重庆东站是我市重点建设
项目，随着工作人员的操作，整个车站
的平面图、各部分的剖面图、各类管线
的分布图不到 5 秒钟就能全部查询。

“这些信息和图纸，对于车站的日常维
护、管理运维、抢险应急等工作来说意
义重大。”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

“这是重庆加快建设数字住建的
缩影。”该负责人介绍，市住房城乡建
委加快打造贯通市区的住房城乡建设

“一网智治”平台，努力形成全市住建
业务“一张网服务、一张图治理、一平

台调度”的整体智治体系；积极开展
云、网、数据、应用、能力组件等数字资
源的梳理编目，推动住建领域 CIM 平
台的开放共享，为全市一体化平台的
打造部署、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的三
级贯通提供支撑。

截至目前，我市初步建成了住建
领域 CIM 基础平台，实现数据汇聚、
数据管理、数据查询、数据展示、开发
接口共 5 大类、40 余项平台核心功能
建设，初步形成协同共享的住建行业
空间数字底座。比如，地理信息系统
（GIS）数据汇聚了全市 809 万栋房屋

普查、60 万个地质钻孔等 12 大类 81 小
类数据；模型数据汇聚了两江四岸 70
平方公里倾斜摄影、中心城区 528 个
三维模型等数据；物联监测数据汇聚
了房屋安全、建筑能耗、智慧工地等
24 类物联网数据。

同时，重庆还推动基于数字底座
的“住建一张图”建设和统一项目库打
造，“CIM+”智慧东站、保交楼、智慧
管网、智慧工地、数字化建造等多个应
用场景创新落地，构建数字孪生城市，
实现“让城市自己管理自己”。

（来源：《重庆日报》）

打造住建数字底座 重庆“让城市自己管理自己”

本报记者 邓青春 见习记者 罗洁

党的执政根基在基层、力量在基
层、血脉在基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
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我区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已全面
建成，‘四板块’矩阵化运行顺畅，网
格体系正在进一步调整优化。”区委
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围绕全市提
出的党建统领基层治理体系的工作
目标要求，我区列出时间表、制定作
战图，挂图作战、滚动销号，推动“一
中心四板块一网格”基层智治体系建
设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建好基层治理“指挥部”

基层治理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
展，一头连着千家万户冷暖，“小治
理”关乎“大平安”。

“ 通 过 一 体 化 治 理 智 治 平 台 上
报、处置网格事件 20285 件。”区委组
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为建好我区基
层治理指挥中心，40 个乡镇街道按要

求将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建在机关办

公楼内，合理配备电脑、办公指挥座

席等必要的设施设备，基本具备统筹

协调、指挥调度等中枢功能。汉丰、

文峰、云枫、满月 4 个镇街先行试点

接入基层智治平台，其余乡镇街道于

9 月底全面接入并投入使用。

为让以核心区为中心的东、南、

西、北“四个板块”运行顺畅，我区各

乡镇街道全面摸排机构、人员、编制

等情况，结合实际“一镇一策”形成实

施方案，完成“四板块”人员整合，按

照“固定岗位+特色岗位”的形式，编

制岗位目录、实行岗位管理，推动乡

镇街道职能体系重构、运行机制重

塑、资源力量重组。40 个乡镇街道现
已设置岗位 1586 个，平均每个乡镇街
道设置岗位 40 个；共有 26 个乡镇街
道设置特色岗位 52 个。

社会治理有“网”，服务“格”外通
畅。我区在原有社区网格 689 个的基
础上，新增网格 65 个，平均每个网格

覆盖 395 户，已形成“社区—网格—微
网格”治理体系。采取“单建+联建”
方式，建立网格党组织 724 个，实现网
格党组织全覆盖。

我区按照“1+3+N”的模式配齐
配强社区网格团队，共配备社区专职
网格员 754 名。初步建立落实网格走
访巡查和应急响应、网格事项准入、

“网格吹哨、部门报到”问题解决等机
制，细化村、社区网格员“6+1”任务清
单，实行照单履职、对单考核闭环管
理。

练就为民服务“真本领”

基础实，百姓安。我区在整合融
合上，成立基层智治专题组，组建工
作专班，推动跨部门协同，有效整合
利用原有资源力量；在整合人员力量
上，有效整合政法、城管等力量，配优
配强社区专职网格员，754 名专职网
格员中社区工作者下沉 535 人，整合
城管力量、民政社工等 147 人，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 72 人。

在此基础上，我区还注重整合原
有阵地和线上资源。认真落实“最小

投入代价”要求，指导乡镇街道按照
“统筹利旧、集约节约”原则，将应急

指挥中心、综治中心、城管中心等现

有场地升级改造为基层治理指挥中

心，防止大拆大建、铺张浪费。推动

跨部门数据共享，导入“一标三实”基

本数据、重点人群基本信息、重点单

位场所基本情况等信息，鼓励有条件

的乡镇街道接入公安、市场监管、森

林消防等视频监控物联感知设备。

“把‘141’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作

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将网格员培

训、基层智治体系建设培训纳入基层

干部培训年度计划，全面提升工作人

员能力素质。”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已组织参加区级、市级

培训 6 次，全覆盖培训网格工作力量

5698 名，乡镇街道干部职工 1036 名；

乡镇街道组织开展培训 143 场次，培

训干部职工、网格力量等 11522 人次。

我区通过专题业务培训、实地调

研现场交流等方式，重点围绕重点任

务、平台应用等方面进行政策解读，
查找工作中的堵点难点，帮助解决具
体问题。同时，对于网格员，会同应

急、水利、大数据、规划自然资源等部
门，重点培训矛盾纠纷化解、应急处
理等。对乡镇街道干部职工，重点就
数字化知识和基层智治平台运用进
行培训。

守护一方百姓“大平安”

“一中心四板块一网格”基层智
治体系运行以来，全区矛盾纠纷化解
率提高 6.3%，达到 98.17%；群众业务
办理时间平均减少 3 个工作日。如
今，各乡镇街道贯通融通更加顺畅，
横向沟通多了、纵向层级少了；干部
响应回应更加迅速，群众的幸福感增
强了。

“群众办事从跨站所、跨楼层跑
变为一岗办，业务办理时间大幅减
少，群众满意度有效提升。”区政务服
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说，干部职工逐步
转变思维方式，习惯通过线上处理日
常工作。群众办事思维也从原来的
习惯于找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乡镇
街道领导逐渐转变为有事直接找身
边的网格员。

（下转 2 版）

K 党建统领 开州在线

我区加快推进“一中心四板块一网格”基层智治体系建设

“数字化”赋能“小网格”“小网格”撬动“大智理”

建设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三江三里 乡村振兴K

我区投入4498万元对11所移民迁建学校实施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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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4 日
向 2023 两岸企业家峰会 10 周年年
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两岸经济同属中
华民族经济，两岸同胞是命运共同
体。两岸企业家峰会是两岸企业及
工商界人士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为促进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峰会
广泛团结两岸企业界、工商界，为壮
大中华民族经济、增进同胞福祉、推
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为两岸经济合作开辟广阔空

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两
岸同胞共同奋斗。我们将继续致力
于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深化两
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完善增进台湾
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助力台胞
台企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
发展。希望两岸企业家秉持民族大
义，把握历史大势，勇担时代责任，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
发展，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
的历史伟业。

2023 两岸企业家峰会 10 周年
年会以“新格局中融合发展和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14 日在江苏南京
开幕。

习近平向2023两岸企业家峰会10周年年会致贺信
值此两岸企业家峰会成立10周年之

际，我谨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峰会全体会
员和与会嘉宾致以诚挚的问候！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两岸
同胞是命运共同体。两岸企业家峰会是
两岸企业及工商界人士交流合作的重要
平台，为促进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峰会广泛
团结两岸企业界、工商界，为壮大中华民
族经济、增进同胞福祉、推进祖国统一大
业作出新的贡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两岸经济
合作开辟广阔空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奋斗。我们将继
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深化
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完善增进台湾同
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助力台胞台企融
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希望
两岸企业家秉持民族大义，把握历史大
势，勇担时代责任，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同创造祖国统一、
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

习近平
2023年11月14日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贺 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