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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刊 启 事

凝心聚力担使命，奋发进取创伟业。今年是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新征程上，回顾总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光辉历程，
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更好组织和动
员全国各族人民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
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1954 年 9 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这一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正式建立。70 年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展现出蓬
勃生机活力，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和 社 会 长 期 稳 定 奇 迹 提 供 了 重 要 制 度 保 障 。

（下转2版）

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七十周年

本报讯（记者 陆荣坤）9 月
13 日，我区召开“五个一批”重大
项目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就

“五个一批”重大项目建设推进
情况进行介绍。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我区重大项目建设情况总
体上呈现出“三多一大”的特点，
即投资额度多、项目个数多、开
工点位多、管理压力大。

在投资额度方面，上半年我
区 181 个 重 大 项 目 完 成 投 资
86.97 亿元，占年度任务目标 132
亿 元 的 65.89% ，比 去 年 同 期
69.27 亿元增长 25.56%。拉动全
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49.81 亿
元，增长 20.4%、排名全市第 2。

在开工点位方面，目前我区
已开工建设的 100 个重大项目
中，40 个乡镇街道均有重大项目
施工作业工作面，可谓遍地开
花。其中，凤凰梁大桥、观音山
隧道、浦里大道等 16 个项目已
经完工；渝西高铁、巫云开高速、

万达直线等 84 个项目正在加快
建设。开万梁高速、西渝高铁换
乘中心、浦里新区绿色转型发展
及新型城镇化等 81 个项目正处
于前期手续办理阶段，确保及时
开工。

在项目个数方面，我区找遵
循、找方向、找项目、找资金，围
绕各类中央政策导向和资金投
向，狠抓新战略谋项目，对标新
政策争项目，锁定新产业引项
目，靶向储备“两重”“两新”等领
域项目 400 余个，储备其余各类
政策性专项资金项目 300 余个，
形成项目“全量库”，力争更多项
目入规、入库，实现“项目入规+
资金入池”全链条。

据介绍，我区推进实施的“五
个一批”即：一批重大试点示范、
一批重大平台、一批重大项目、
一批重大事项、一批重大活动。

今年我区完成投资86.97亿元
181 个重大项目加速推进

争分夺秒推进“五个一批”K

新时代新征程新开州

市委六届六次全会举行

牢 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殷 殷 嘱 托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闯劲干劲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注入强大动力
市委常委会主持 市委书记袁家军讲话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俐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各地积极发展“土特产”产业，
助力强村富民。“土特产”看似普通，却
成为时下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一招。

在重庆市开州区大进镇，当地在
“ 土 ”字 上 谋 出 路 ，在“ 特 ”字 上 求 不
同 ，在“ 产 ”字 上 下 功 夫 ，依 托 茶 叶 、
中 药 材 等 特 色 资 源 ，向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要 效 益 ，强 龙 头 、补 链 条 、
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
条 升 级 ，增 强 市 场 竞 争 力 和 可 持 续
发展能力。这个昔日的市级深度贫
困镇如今年产值达 3.2 亿元，一跃成
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念好“土”字诀，清茶品出
“好日子”

巴渠生态茶园内，万亩茶山青翠
欲 滴 ，一 垄 垄 茶 树 生 机 盎 然 。 对 大
进 镇 的 村 民 来 说 ，连 绵 的 茶 山 就 是

“金山”，茶树就是“摇钱树”。
“土气”深植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

能唤起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共鸣。秦巴
山区茶文化源远流长，地处大巴山南麓
的大进镇也不例外。大进镇自盛唐以来
就是产茶大镇，有着山多林密、溪沟纵
横、土地肥沃、南北差异性气候等自然优
势，是中国最为古老的茶区之一。

近年来，大进镇利用传统产茶大
镇的优势，将茶产业作为全镇的主导
产业之一，改造老茶园 2000 亩，新栽种

茶树 1.3 万余亩，形成了“一园多片、新
老结合”的万亩高山生态茶叶基地。

“ 今 年 开 春 以 来 ，我 家 依 靠 茶 叶
收入 30 万元。”红旗村茶叶承包大户
钟 义 登 望 着 自 家 近 130 亩 丰 产 的 茶
树 ，满 心 欢 喜 地 说 。 为 不 断 提 高 茶
园“产出率”，2022 年以来，大进镇建
立“分村统建、分片统管、分户倒包”
茶 园 管 护 机 制 ，鼓 励 村 民 适 度 规 模
承包，精细化管理。

目前，大进镇已开发 13 个茶叶品
种 ，其中 6 个茶叶品种获“国家绿色
食 品 ”认 证 ，巴 渠 茶 园 基 地 获“ 国 家
生态低碳茶”认证。

2024 年，巴渠茶园可采面积近万
亩，全采全收全链加工销售；采摘鲜
茶 74 万公斤，已销售干茶 18 余万公
斤，实现收入 3700 余万元，带动就业 6
万余人次，实现劳务收入 800 余万元。

打好“特”字牌，药材配出
“千金方”

走进位于大进镇新元村的三峡药
博园核心区，药农正在辛勤劳作，一派
繁忙景象。红景天、黄槐决明、铁线
蕨、鸢尾等 150 多种中药材长势茁壮。

“ 我 们 建 成 了 集 种 植 展 示 、教 育
保护、研学体验、观光康养于一体的
三峡药博园。”大进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园区涵盖大进镇关坪片区，辐
射 满 月 镇 、麻 柳 乡 以 及 四 川 省 漆 树
乡 等 地 域 。 通 过 组 织 关 坪 村 、新 元
村、杨柳村等党支部形成党建联盟，

引进国药控股、太极集团、盛物农业
等龙头企业，推行“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发展模式，提供就业岗位 1500
个 ，创 造 劳 动 收 入 130 万 元 以 上 ，带
动 农 户 200 余 户 ，项 目 直 接 收 益 达
300 万元以上。

“ 管 护 旺 季 时 ，我 每 月 能 赚 2000
多元。”村民黄信清自三峡中药材博
览园建立后，便一直在园区务工，实
现了在家门口赚钱的愿望。

“ 靠 山 吃 山 唱 山 歌 ，靠 海 吃 海 念
海 经 。”开 州 中 医 药 历 史 源 远 流 长 ，

“ 三 山 三 河 ”地 貌 构 织 出“ 北 方 的 阳
光、南方的湿润”独特气候，是一片不
可多得的“生态药仓”“天然药库”。

近 年 来 ，大 进 镇 既 扎 根 本 地 ，又
“跳出本地看本地”，明晰自身优势，
找 准 着 力 点 ，大 力 发 展 中 药 材 产
业 。 目 前 ，全 镇 适 度 规 模 发 展 了 木
香 、党 参 、桔 梗 等 药 材 基 地 4000 亩 ，
连 翘 、赤 芍 、白 芍 等 特 色 药 材 3000
亩 ，改 建 、提 升 厚 朴 、杜 仲 等 木 本 中
药材近 1 万亩。

值得一提的是，大进镇地处渝川陕
接合部，道路交通内联外畅，利用区位
优势发展外地及本地商贩近 100 家，买
周边、卖全国每年的交易额近 1 亿元，
成为渝川陕连接带的重要中药材集散
地。

唱好“产”字歌，融合拓宽
“增收路”

来 到 巴 渠 郡 农 业 开 发（集 团）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的 生 产 车 间 ，只 见 工 人
正 熟 练 地 将 葛 根 、杜 仲 、厚 朴 、木 香
等 送 入 烘 干 设 备 中 烘 干 ，随 着 机 器
运 转 ，新 鲜 药 材 逐 渐 脱 水 ，色 泽 光
亮 ，中 药 材 特 有 的 香 气 顿 时 在 整 个
车间弥漫。

把茶树、药材种下去容易，让产品
销出去却是对当地农户和地方党委政
府的严峻考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
争，如何实现农产品卖得了、卖得好？

提高“土特产”价值，要进一步增
强农业产业链建设。2019 年，在大进
镇 党 委 政 府 的 指 导 下 ，该 镇 17 个 村
集体经济联合社组建成立巴渠郡公
司 ，企 业 引 领 统 一 管 护 、统 一 加 工 、
统 一 销 售 和 统 一 品 牌 打 造 。 去 年 ，
全 镇 产 值 超 过 3000 万 元 ，带 动 群 众
就 业 800 余 人 ，产 生 劳 务 收 入 达 500
余万元。

同 时 ，为 深 化 产 销 对 接 合 作 ，建
成巴渠茶叶产品展示展销中心和直
播带货间 4 个，进一步培育涉农电商
主体，优化电商综合服务，2023 年线
上年营业额达 800 余万元，有效地将
农产品从“深山”带到更广阔的市场。

“我们还非常注重科技创新和产

业提质升级。”大进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大进镇不断加深与西南

大 学 、重 庆 市 农 业 科 学 院 茶 叶 研 究

所、乡村公司等合作，推动数字农业

发 展 ，成 功 创 建 中 国 农 村 专 业 技 术

协 会 授 予 的“ 开 州 茶 叶 科 技 小 院 ”，

不断提升数字技术赋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水平。

重庆市开州区大进镇:

深耕 “土特产” 走好振兴路

重庆日报讯（记者 杨帆 王天翊）
9月 14 日，市委六届六次全会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市委委员 75 名，
候补委员 9名。

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
记袁家军讲话并就《实施意见（讨论
稿）》向全会作了说明，市委副书记、
市长胡衡华出席。

全会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
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总结
市委六届四次全会以来的主要工作，
审议《实施意见（讨论稿）》，团结带领
全市上下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
行动，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担
当新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
庆篇章。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加快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先
行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
章的实施意见》和《中国共产党重庆
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决
议》。

全会充分肯定市委六届四次全会
以来市委常委会工作。一致认为，市
委常委会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

嘱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
坚决扛起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五年在关
键节点、特殊时机再次亲临重庆视察
赋予的新定位新使命，自觉坚定将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工作成绩的肯定
勉励转化为团结实干、持续奋进的澎
湃激情，以纵深推进现代化新重庆建
设的实干实绩实效坚决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总纲领总
遵循，强化党建统领，突出稳进增效、
除险固安、改革突破、惠民强企工作导
向，统筹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
效能治理，扎实推动国家战略落地、积
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盯制造业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牵引带动高质
量发展，深化改革攻坚、扩大高水平开
放，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
路子，突出重点深化城乡融合乡村全
面振兴，高标准推进新时代文化强市
建设，加快补齐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
祉，高水平建设美丽重庆、筑牢长江上
游重要生态屏障，高质高效建设平安
重庆法治重庆，持续打造全过程人民
民主市域标杆，毫不放松全面从严管
党治党，全市改革发展呈现向上向好
积极态势，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现

代化新重庆建设迈上新台阶、展现新
气象。市委常委会高度重视加强自身
建设，带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格
贯彻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
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执行民主生
活会制度，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工作
水平。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
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
引。

全会强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绘制了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恢宏画卷。全市
上下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饱满的政
治热情、笃定的政治行动，紧密结合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上来，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实干实绩实效坚决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下转2版）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袁家军受市委常委会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加快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的实施意见》和全会决议，袁家军就《实施意见（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9月14日，市委六届六次全会举行。 重庆日报记者 苏思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