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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熊辉 齐宏）2 月 14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黄祖英主持召开
区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 2 次常务会议，
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
法》，审议《北碚区民营经济发展“十四
五”规划（送审稿）》，研究部署近期重点
工作。

会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
保护法》是我国首部以国家法律的形式

为特定流域制定的法律，是我国生态环
境法律体系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全区上
下要切实增强做好长江流域环境保护
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把“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体现在经
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要加强流域综合
治理，突出抓好中小流域污染防治、农
村面源污染等重点工作，按照目标化、
具体化要求，作出规划、拿出方案。要加

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共同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要加大学
习宣传和教育引导力度，让《长江保护
法》深入民心。

会议强调，“十三五”时期，尤其是
2018 年被市委市政府确定为全市唯一
的民营经济综合改革示范试点以来，北
碚区民营经济取得了飞跃式发展。各单
位要深刻领会发展民营经济的重大意

义，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紧紧围绕“三
个率先一个努力”工作要求，强化责任
担当，创新工作举措，全力推动全市民
营经济综合改革示范区和全国民营经
济示范城市先行区建设。要聚焦体制机
制、营商环境、市场需求、服务体系等方
面，认真抓好规划落地落实，推动北碚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区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2次常务会议召开
黄祖英主持

经过春节假期的休整，大家节后复工复产都精神抖擞，
各单位、各企业也都气象一新，展现出新年新状态。

干事创业靠的就是一股精气神。精气神满满，则无往不
利，干起工作来往往事半功倍；如果消极萎靡、无精打采，难
免“摸鱼”混日子，虚度光阴。新年新气象意味着奋发图强、
勤奋努力，如果我们能保持好这股精气神，一鼓作气、驰而
不息、久久为功，新年的愿景就不难变成现实。

然而，现实中并不乏新年“树旗帜”、岁末“被打脸”的情
形。究其原因，就在于新年意气风发的好状态没有得以保
持，新年新气象仅限于新年伊始。一些人前几天信誓旦旦，
过几天恢复原样；一些人刚开始还对自己恢复老状态心存
内疚、不好意思，时间一久就变得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气壮
……这些被“打回原形”的现象，值得警惕。

所谓“劲可鼓而不可泄，气可振而不可馁”。一旦我们泄
劲气馁，就会“再而衰、三而竭”，甚至“一篙松劲退千寻”，奢
谈实现新年立下的目标。要知道“立志在坚不在锐，成功在
久不在速”，任何目标的达成，都需要付出与之相对应的努
力，贵在一点一滴地坚持。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如果
只是空立目标没有坚持，光下决心不见行动，新气象就会昙
花一现。单位有一位年轻保安，其见人就问好，起初无人回
应，慢慢地大家就习惯和他打招呼了。在他的感染下，其他
保安也开始与人打招呼，大家也习惯了向他们问好。这位年
轻保安没有被环境所改变，而是日复一日坚持，最终潜移默
化地影响到周围的人，形成人际关系良性互动的新气象。这
就是保持新气象最需要的韧劲。

“立志不坚，终不济事”。保持新气象、好状态，需要立常
志的恒心，而非常立志的表态；需要锲而不舍，而不能“一日
曝十日寒”。如果好的作风、好的状态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又
何愁岁末“被打脸”。

保持新气象最需韧劲
饶思锐

本报讯（记者 陈李娟）
近日，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发布
2022年重庆春季赏花攻略，全
市 41 个区县（含两江新区、万
盛经开区、重庆高新区）共270
余处有一定赏花规模、观花效
果佳的赏花地入选，涵盖城市
公园、广场、花卉苗木基地及
乡村旅游地等。其中，我区雨
台山公园环山步道、大磨滩乡
村振兴示范基地等 18 处赏花
地入选，涵盖红梅、樱花、美人
蕉、李花、桃花、芍药等花卉品
种，花期在2月至5月期间。

在 2022 年重庆春季赏花
地图中，我区入选地具体为：
雨台山公园环山步道（4-5月：
蔷薇、海棠花），大磨滩乡村振
兴示范基地（2-4 月：红梅、桃
花、垂丝海棠、樱花、紫玉兰、
美人蕉），中央森林公园旁芝
樱花田（3月：芝樱花），山王溪
湿地公园（3 月：美人蕉、木春
菊），双元大道沿线（2月：西府

海棠，5月：蓝花楹，2-5月：茶
花、芙蓉花），碚南大道沿线
（2-3 月：翠芦莉、3-4 月：樱
花），红旗水库公园（4-5月：海
棠），飞马李子坡公园（3-5月：
大花金鸡菊、芍药等），静观镇
大坪村（3月：李花），澄江镇五
一村樱花橘香园（2-3 月：樱
花），澄江镇上马台村云雾香
脆李园（3月：李花），静观镇中
华村（2-3月：李花、桃花），重
庆台湾农业创业园（2 月：早
樱），歇马街道文凤村彩云乡
村（2月下旬-3月下旬：桃花），
三圣镇德圣村（3月10日左右：
桃花），金刀峡镇小华蓥村红
樱桃基地（2月中旬：樱花），金
刀峡镇胜天湖村梨园基地（2
月下旬：梨花），张飞古道度假
酒店桃园（2月下旬：桃花）。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疫情
防控常态化要求，各赏花点位
将继续落实防控措施，建议市
民错峰踏青，文明赏花。

我区18处赏花地入选
2022年重庆春季赏花攻略

日前，澄江镇五一村
樱花橘乡农业公园内的樱
花陆续绽放，吸引游客到
此踏青赏花。近年来，我区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
建设、乡村治理，立足产
业、人文、生态多种优势，
高标准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同
步推进的“三合一”发展格
局逐步显现，美丽乡村画
卷正徐徐展开。

记者 秦廷富 摄

春 暖
樱花开

重庆日报讯（记者 崔
曜）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从市城
市管理局获悉，重庆市首批历
史名园名单已出炉，鹅岭公
园、沙坪公园等 17 座园林入
选。

据了解，重庆历史名园是
指建成 50 年以上、知名度高、
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有
特殊纪念意义或能体现传统
造园技艺的园林。

2021 年度重庆开展首批
历史名园申报、命名、授牌工
作，经各区县申报、审核、专家
评审、会议审议、公示程序，最
终万州区西山公园、渝中区鹅
岭公园、渝中区枇杷山公园、
渝中区人民公园、沙坪坝区沙
坪公园、北碚区北温泉公园、
北碚公园、巴南区南温泉公
园、合川区人民公园、大足区
北山公园、铜梁区凤山公园、
梁平区双桂堂、忠县白公祠、
忠县石宝寨、奉节县白帝城、
重庆市动物园、重庆市南山植
物园被列为重庆市首批历史
名园。

为了保护历史名园，重庆

将按照“科学命名、严格保护、
专业管养、合理利用”的原则，
划定保护范围，实行红线管
理；设置历史名园保护标牌，
建立历史名园信息库；重点对
园内历史文化、古树名木、体
现传统造园技艺作品等进行
保护和管理。

据介绍，重庆首批17个历
史名园正式命名挂牌，是重庆
历史名园纳入名录管理的第
一步。接下来，市城市管理局
将继续发掘园林历史文化，将
我市具有园林特色的技艺文
化、建筑文化、巴渝文化等进
行收集、整理、建档，从而丰富
我市历史名园文化内涵；同时
加强历史名园的保护工作，加
大历史名园中构建筑物以及
非物质文化元素的保护力度，
确保历史文化世代传承，永续
利用；还将加强技术指导工
作，定期组织专家开展历史名
园的规范管理、文物修缮、保
护与传承等技术指导及业务
培训。

（原载2022 年 02 月 13 日
《重庆日报》2版）

重庆市首批历史名园名单出炉
鹅岭公园、沙坪公园等17座园林入选

重庆日报讯（首席记者 张亦筑）
2 月 10 日，市政府网发布了《重庆市人
民政府关于支持西部（重庆）科学城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意
见》提出，到 2025 年，西部（重庆）科学
城初步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核心区功能，到 2035 年，全面建
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
心区，引领重庆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

据介绍，围绕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主目标，重庆将以“科
学之城、创新高地”为总体定位，紧扣

“五个科学”“五个科技”，聚焦科学主题
“铸魂”、面向未来发展“筑城”、联动全
域创新“赋能”，打造“科学家的家、创业
者的城”，将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成
为全市科技创新的主平台。

对此，《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
发展、城市建设、对外开放、深化改革提
出了 5 个方面重点任务。

着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核心区。高标准建设成渝综合
性科学中心（金凤），高水平提升技术创
新能力，高效率促进成果转化，高质量
集聚创新人才，增强西部（重庆）科学城
创新策源能力。争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创新资源和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优先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布局，加快建设超
瞬态实验装置、长江上游种质创制科学
装置、中国自然人群生物资源库等重大
创新平台，布局建设科技创新基地，高
起点建设金凤实验室。支持西部（重庆）
科学城打造西部“人才特区”，动态实施

“金凤凰”人才政策，面向海内外靶向引
进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团队，对
发展急需的顶尖人才及团队实行“一人
（团队）一策”。

着力建设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
的产业创新引领区。做强做新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绿色低碳、先进制造
等优势产业集群。做特做优高技术服务

业，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打
造国家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区。
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支持西部（重庆）科
学城引领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试验区。

着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
品质生活宜居区。高标准建设科学大道
城市主轴，构建四向联通、空铁联动、陆
海统筹的对外交通体系，构筑“六横六
纵两环”内部交通骨架网络，实现高水
平互联互通。引导市内外优质学校、医
院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布局高水平机
构，加快推进人才公寓和国际人才社区
等建设，提供高品质公共服务。打造寨
山坪科学公园城市绿心，推进智慧城市
试点，打造绿色智慧样板城市。

着力建设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的
内陆开放示范区。以“一城多园”模式合
作共建西部科学城，加强与成渝地区科
技 园 区 联 动 发 展 ，探 索“ 成 渝 总 部 研

发＋周边成果转化”模式，共建成渝科
技创新走廊。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开放
创新合作网络，建设“一带一路”科技创
新合作区和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建联合实验
室、国际企业孵化器和国际科技园区。

着力建设成渝地区体制机制改革
先行区。打造全国一流营商环境，推行
政务服务“最多跑一次”改革，发布“零
跑腿”事项清单，推动川渝两地“一网通
办”。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支持金融
牌照资源优先向西部（重庆）科学城集
聚，建设科技金融街，汇聚国内外知名
创业投资机构，打造西部创投中心。深
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开展赋予科研人
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
试点、科研院所负责人年薪制试点，实
行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赛马制”

“军令状”等新型项目组织实施机制。
（原载 2022 年 02 月 13 日《重庆日

报》1 版）

重庆出台意见支持
西部（重庆）科学城高质量发展

到2025年初步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功能

重庆日报讯（首席记者 张亦筑）
2 月 10 日，西部（重庆）科学城召开 2022
年工作会暨“项目攻坚年”动员大会，记
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西部（重庆）科学
城计划新开工项目 170 个以上，加快形
成“天天抓项目、月月上项目、年年成项
目”的良好局面。

据悉，去年，西部（重庆）科学城签约
100 亿级项目 3 个，战新企业产值占全市
比重超 25%，GDP、固投等 4 个指标增速
全市第一。今年，科学城将按照打造“新
平台”“新引擎”“新支撑”“新样板”的工
作思路和要求，着力做好“科”“产”“城”
三篇文章，确保全年新开工项目 170 个
以上、竣工项目 80 个以上，完成固投 460
亿元、增速 20%以上，不断增强科学城的
创新引领性、产业支撑力、城市显示度，

加速形成“塔吊林立、热火朝天”的建设
场面。

科技创新方面，高标准建设、高水平
运行金凤实验室，推动国家实验室重庆
基地落地；提速建设超瞬态实验装置、医
用重离子治疗及研究装置等科学设施，
支持引导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等项目产
出一流原创成果。高标准打造环大学创
新生态圈，加快上海交大人工智能研究
院、重庆大学科学中心等项目建设，推动
中科院汽车软件创新研究平台等项目投
用，示范引领更多“双一流”高校、“国字
号”院所、“央字头”企业落户。

产业发展方面，推动中国电信科学
城数字产业基地、思拓凡生物药高端制
造基地等 27 个产业项目尽快开工，加快
平安大健康科技园、光大人工智能产业

基地等 25 个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工业固
投增长率全面反弹、超过全市平均水平。
加快大唐高鸿车联网总部、国电投医用
同位素研发中心等项目完工，推动长安
跨越等项目达产，支持达丰、新普等重点
企业继续实施智能化改造，培育新的增
长点。

城市建设方面，推动金凤城市中心
一期加快建设，科学大道核心区段一期
完工通车，科学会堂、科学城人才社区、
科学城生态水系示范工程提速实施；全
力确保西永、虎溪隧道抓紧开工建设，金
凤、科学城、白市驿隧道加快建设进度；
推动轨道江跳线完工投运，轨道 7、17 号
线开工建设，15、27 号线加快实施；开工
新荣大道等项目 34 个、252 公里，完工坪
山大道等项目、超 100 公里，储备白市驿

片区道路等项目 97 个、322 公里；加快推
进 130 公里排水管网新建改造等地下管
网设施、110 千伏富力站等能源基础设
施、中国联通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让城市既有“面子”也有“里子”。

同时，今年西部（重庆）科学城将建
成投用巴蜀科学城中学、川外科学城中
学等，推动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科学
城院区、重庆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市第四
人民医院、急救医疗中心）科学城院区等
建设早出形象，吸引市内外更多优质教
育、医疗资源集聚。因地制宜推动曾家、
西永等城市微更新，加快凤栖湖水利及
公园工程等环保项目投用，提升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原载 2022 年 02 月 14 日《重庆日
报》3版）

科学城今年计划新开工项目逾170个
■竣工项目80个以上 ■完成固投46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