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尖上的智慧生活
让你更加喜欢北碚

缙享北

本报讯（记者 刘洪滔）8月
5日，由区供销联社主办的北碚
区“产供销”商贸一体化合作工
作会在北碚名特优产品展示展
销中心举行。区农业农村委、区
商务委以及各镇街相关负责人
共同参与，为拓宽我区特色农产
品销售渠道，夯实基层为农服务
组织基础积极建言献策。

会上，区供销联社工作人
员介绍了我区名特优产品展示
展销中心业务发展、经营模式
等方面情况，各镇街代表依次
对属地农产品种类、产量及销
售情况作了介绍，对为农服务
平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创新发
展等提出意见建议。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在特
色农产品品牌打造以及品牌推
广上，搭建起了特色农产品电

商销售体系，有效实现了农产
品销售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切
实提升了北碚特色农产品价
值，进一步推动了辖区农产品
经济发展。辖区各部门及涉农
镇街通力合作，在完善北碚农
产品基础设施的同时，强化属
地农产品品牌化建设，加大农
产品品牌开发和宣传推介力
度，着力培育了一批市场份额
大、信誉度高、影响面广的优质
农产品品牌。

区供销联社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充分发挥北碚名特优展
示展销中心等为农服务平台的
组织优势、信息技术优势，建立
稳定的销售渠道，促进农产品
生产、供应与销售有效衔接，进
一步实现我区农产品“产供销”
商贸一体化融合发展。

我区召开“产供销”
商贸一体化合作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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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优化服务流程、提
高智慧政务水平，一直以来都
是政务服务的重点工作。据了
解，最近我们政务服务线上平
台又新推出了一项服务套餐，
叫“出生一件事”，已经实现了
全程网办。

辛国民：是的。7月27日，重
庆市“出生一件事”套餐服务正
式上线。通过“渝快办”政务服
务平台，北碚、璧山等13个区县
的市民可“一站式”办理新生儿
出生医学证明、预防接种证、户
口登记、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登
记、缴费、社保卡申领6个事项。

主持人：这项新的套餐服
务给市民带来了哪些便利呢？

辛国民：以前办理这些事
项，市民需要提交新生儿父母
的户口簿、身份证等实体证件
和其他纸质材料。实现全程网
办后，新生儿父母登陆“渝快
办”平台PC端“出生一件事”专
区，即可“一表申报”。平台接到
群众的申请后，会立即将办件
推送至公安、医保、人社等部
门，一天内一次性办成，时限压
缩80%以上。真正实现让数据多
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主持人：除了提高线上平
台的智慧服务水平，在线下平
台方面，区政务服务办今年又
做了哪些工作呢？

辛国民：我们积极推动线
下平台集成，在北温泉街道进
行试点，个体工商户只需到公
共服务中心 1 次即可办理开店
的全部手续，提高了审批效率。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

们积极推动市公积金北碚办事
处入驻，解决全区企事业单位、
群众近 20 年来办理公积金“提
取难”“跑路远”的问题。为深化

“三集中三到位”，我们推动区
住房城乡建委 10 个科室 74 项
审批事项和后台审批人员整体
入驻区政务服务中心，实现服
务事项从“能办”向“好办”“快
办”转变，杜绝了厅外运行。同
时，我们还积极推进联动服务，
深入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设立“川渝通办”窗口，落
实川渝通办事项289项，累计办
件 1.8 万余件。与四川省绵阳
市、巴中市签订框架协议，推动
区域协同发展。

主持人：市第六次党代会
报告提出，书写重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篇章的目标
之一是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促
进城市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下
一步，区政务服务办将如何开
展工作呢？

辛国民：我们主要从以下
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继续优化
办事流程。推动建设综合、民生
综合、市场准入等“分领域综合
窗口”落地见效，实现无差别受
理。推进电子证照、印章的归集
和电子签名的应用，实现智能
审批。二是继续提升服务水平。
依托星级服务中心创建、行政
办事员“持证上岗”，完善镇
（街）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
便民服务站咨询服务、窗口服
务、自助服务等功能，为企业和
群众提供更加规范、便捷、高
效、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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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区“ 提 升 执 行 力 主 题
年”动员部署会召开后，我区
各镇街、各部门紧扣重大项
目、重点工作、重大改革事项

等，以高效执行力集中精力抓
落实，扎实推进各项任务完
成，推动北碚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本期《抓执行 促落实》
访谈栏目邀请到区政务服务
管理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辛
国民，围绕助力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谈思路、添措施、抓落实。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对话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党组书

记、主任辛国民

区住房城乡建委行政审批业务整体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市民
（图右）办理相关业务。（资料图）

（上接 1 版）“该联盟的成立意味着
我区非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新篇章开启。”北碚区文化旅游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整合四地非遗资源，重
点聚焦北碚花丝镶嵌、巴中皮影、绵阳
羌族麻龙马灯、类乌齐民族服饰等 30
余个非遗项目，重点打造缙云系列文创
产品，其中黛湖牌缙云红·甜茶（“红”
即“产地红、天空红、汤色红”）已成为
人们心中的“养心之茶”。

下一步，北碚区将深度挖掘生态人
文资源优势，在切实保护好、利用好、传
承好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协调市级重点
文旅产业项目落到缙云山片区、温泉谷
片区，加大文旅产业招商和项目落地的
政策扶持，进一步促进文化活化利用，助
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文旅+”
产业赋能擦亮城市功能新名片

生态美了，文化活了，缙云山的文化

旅游业也越来越旺了。
今年 5 月，北温泉公园正式开园营

业。
2020 年底，北碚正式启动北温泉公

园的改造提升工程，让更多的市民、游客
感受北温泉的悠久历史。

“公园一经开放，就吸引了大量游客
前来打卡体验。”北碚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北温泉公园累计接待游客
10164人次。

像北温泉公园这样的文旅产业在北
碚还有很多。

2020年11月，中共中央西南局缙云
山办公地旧址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

2021年12月，小山丘民宿开始营业，
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开放；

2022年4月，党校云怀酒店正式建成
投运；

2022年5月，缙云山自然教育中心正
式开放；

2022年6月，缙云山生态文明教育展

示馆正式开放……
近年来，北碚区深入贯彻“大生态、

大旅游、大健康”发展部署，以“缙云山
—北温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为抓
手，按照“大生态显底色，大文旅出特
色，康养一体走新路”的工作思路，通
过健全管理机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引进新生业态等多种措施，不断提升缙
云山及周边环境品质，加快推动生态文
旅发展，打造近悦远来的休闲度假目的
地。

其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北碚
区聚焦互联互通交通格局构建，按照

“大交通破瓶颈，小交通成网络，步行
系统旅游化”的工作思路，全力推动轨
道 7 号线选线、合璧津联络线建设等重
大交通项目在缙云山片区落地，提升区
位优势。同时，以旅游交通出行环境提
升为着力点，高品质建设缙云山生态环
道 35 公里旅游景观道路，完成 G75 高
速缙云山出口至度假区核心沿线约 9

公里的景观道路改造，修建巡江步道
2.4 公里，沿嘉陵江连通金刚碑至北温
泉景区。

在旅游新兴业态方面，通过借鉴莫
干山优秀文旅经验，开展缙云山片区民
宿产业全域规划策划，确定首期打造
30 个民宿示范项目，形成国资示范带
动，社会资本、群众参与的整体发展态
势。并加快缙岭麓泉等产业项目建设，
推动小山丘民宿持续向好发展。

据介绍，北碚区将持续深耕缙云山
片区生态文化特色资源，注重深化保护
管理、内容建设和开发利用，把资源保
护利用与文旅发展、城市提升结合起
来，加快推进缙云山文化旅游产业项目
建设，扎实做好缙云山综合提升“后半
篇”文章，努力打造缙云山城市功能新
名片。

王彩艳 陈佳佳 吴志杰
（原载 2022 年 08 月 05 日《重庆日

报》31版）

打造世界闻名缙云山 塑造城市功能新名片

北碚倾力做好
缙云山综合提升“后半篇”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
次到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
海代表团审议，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强调
青海“要搞好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统筹推进生态工程、节能减排、环
境整治、美丽城乡建设，筑牢国家生态安
全屏障，使青海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名
片”。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
海以“生态保护优先”理念协调推进高质
量发展，推动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发展高
质量和生态高品质有机统一，确保“一江
清水向东流”。

担负起保护“中华水塔”重大责任

2016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

考察时强调，“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
殊，必须担负起保护三江源、保护‘中
华水塔’的重大责任。要坚持保护优
先，坚持自然恢复和人工恢复相结合，
从实际出发，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
划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坚决扛起维
护生态安全、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
任，将生态保护转化为最生动的实践，先
后制定主体功能区规划、保护“中华水
塔”行动纲要等制度体系和行动方案，以
系统规划引领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

以坚决的行动落实严格的生态保
护。2020年8月以来，青海省整治祁连山
南麓生态环境突出问题771个；三江源地
区的49处矿业权和水电站全部注销。海
拔4200米的青海木里矿区，昔日露天开
采形成的矿坑经过整治，种草复绿区域
已经返青。

从2016年3月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到2021年10月正式设立三江
源国家公园，青海推行大部门制改革，探
索生态管护员制度，有序扩大社会参与，
探索走出了新路。

这10年，青海交出了亮眼的生态答
卷：累计落实生态投资 193.5 亿元；青海
湖流域综合治理等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实现全覆盖；湿地面积 814.36 万公
顷，稳居全国首位；青海湖连续10多年水
位上升，水体面积达到4625.6平方公里；
森林覆盖率从5.2%提高到7.5%；三江源

地区的草地覆盖率、产草量分别提高10%
和30%以上。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2016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柴达
木盆地察尔汗盐湖考察时指出，务必处
理好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关系。发展循环经济是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的必由之路，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
念，积极推动区内相关产业流程、技术、
工艺创新，努力做到低消耗、低排放、高
效益，让盐湖这一宝贵资源永续造福人
民。

青海凭借水电、光伏、风电发展优
势，开启了一条低碳循环的产业生态化
之路。2016 年至今，国家电投黄河上游
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增新能源装
机 1040.66 万千瓦，其中，光伏装机增长
了 2 倍多。目前，这个公司 2751.21 万千
瓦的发电总装机中，清洁能源占比超九
成。

以生态塑造旅游品质，以旅游彰显
生态价值。2012年至2021年，青海全年接
待游客从 1500 余万人次增长到近 400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从123亿余元增长到
349.9亿元。

结合生态优势和资源，青海立足特
色种植、养殖业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截至目前，全省认证绿色有机食
品和地理标识产品925个、绿色有机草场
超9000万亩，实现质量安全可追溯的牦

牛藏羊超过400万头（只）；培育农牧业龙
头企业540家，各类合作社、家庭农牧场
和种养大户逾3万家。

让民族地区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021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
考察时强调，要坚守人民情怀，紧紧依
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扎实推动共同
富裕。

青海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补短
板、强弱项、提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不断完善，涉民生各项事业发展水平显
著提升。

10 年来，青海不断探索和拓展生态
保护与农牧民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生
态惠民托起农牧民群众增收基本盘：多
轮草原补助奖励政策年均补助资金近20
亿元，惠及80多万名农牧民；各类生态保
护公益岗位超过14万个，每年为农牧民
增收约10亿元。

2021 年，青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37745 元，相比 2012 年翻了一
番；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2
年 的 5594 元 增 长 至 2021 年 的 13604
元。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青
海各族儿女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在推
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
不断取得新成就，奋力谱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篇章。

（据新华社西宁8月6日电）

青海：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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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凯 骆晓飞 李占轶

“ 就 是 这 两 年 了 ，再 晚 就 来 不 及
了。”87 岁的邵英子最近两年想把自己
一生的经历都写下来。积年累月生出的
无数病痛，令她在本该安祥度过的晚年
生出一种急迫感。

邵英子住在龙凤桥街道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多年，通常上午在合唱团练歌，
中午回到房间写作。坐着写累了，就躺
着写。目前，她已完成一本回忆录，讲述
的是她个人的成长岁月。

邵英子的父亲邵瑞麟毕业于黄埔
军校。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空军第二大
队十一中队少校队长，邵瑞麟多次带队
去往大西南、滇缅公路、南亚上空阻击
日军侵扰。

1942 年 1 月 22 日，邵瑞麟主动请
缨，率队轰炸日军驻扎的越南河内嘉林
机场。返航时，邵瑞麟驾驶的战斗机被
日军高射炮击中，邵瑞麟和机上成员血
洒长空，为国捐躯。

事后，国民政府追认邵瑞麟为空军
中校。199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追认邵瑞麟为革命烈士，将其名字刻上
南京中山陵抗日空军烈士墓碑。

父亲殉难后，邵英子的母亲带着 4
个孩子搬进了烈士遗族村。母亲精神崩
溃，当家的没了。小妹妹上学没穿裤子，
班上的老师去找邵英子，让她带妹妹回
去穿好衣服。邵英子现在提起来，还哭

笑不得，“我那个时候也才 7 岁不到啊，
我突然就成当家的了，我能当什么家
呢？我什么也不懂啊！我们能平顺地长
大，真得靠村里的老师、邻居，还有当时
的地下党员们。他们都拿我们当自己的
孩子对待，照顾我们的生活，给我们读
书的机会。”

烈士遗族村里的老师都是从北方
逃难来的，工资少、手头拮据，可打心底
里心疼这群失去至亲的孩子，有机会就
叫个黄包车，带他们进城看戏。邵英子
到现在都还记得戏里的唱段，兴之所至
还会哼上几句。

贫瘠苦难日子里的鲜活，在记忆里
尤其深刻。

“那个时候的广播报纸，都在宣传
我父亲的英勇事迹。身边的人都知道我
们是烈士遗属，他们既佩服敬仰我父
亲，又可怜我们几姊妹。”邵英子说。

中学时期，邵英子偏科严重，爱好
文学，数理化却差得一塌糊涂。她的班
主任专门找成绩优异的同学给邵英子
辅导，这才让她顺利考入西南师范大学
（现西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大学毕业后，邵英子成为一名中学
语文老师。细心负责，是大多数学生对
她的评价。而她自己却很谦虚：“我太爱
唠叨了，哪个学生不愿来上课，我整天
追在人家背后念，讲读书的重要性。”

不难看出，对学生倾注心血，是她在
身体力行地传承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

邵英子与军人有难解之缘。丈夫是

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立下4次战功。
吃苦耐劳、责任担当、无私奉献、接续奋
斗的军人风骨浸润着邵英子的小家。

“作为烈属，我们要继承军人精神，
更不能忘本，不能忘记这一路上爱国人
士、共产党员对我们的帮助和关爱。我
常常叮嘱孩子们，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要好好发扬，要为建设我们的祖国作贡
献。”邵英子的三名子女没有辜负这份
期许，都入了党，也成为了各自工作领
域的“排头兵”。

邵英子准备写的第二本回忆录，正
是讲述自己的小家庭是如何传承发扬
爱国主义精神的。

“我会写、爱写，我把我们家几十年
的经历记录下来，可比《一江春水向东
流》那部电影还有历史感。过去，我们什
么都经历过，苦累埋在心里，嘴上不说，
就是拼，越苦越要正能量，越苦越要奋
斗，才会有现在的好日子。”时光如梭，
初心如故。纵使已是耄耋之年，邵英子
这番话依然掷地有声、铿锵有力。

邵英子：英雄的子女
——抗日空军烈属手写回忆录

本报记者 胡毓恒 文/图

邵英子展示她已经完成的部分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