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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月7日9时5分，西藏日
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大量房屋倒塌。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
出重要指示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
生6.8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

力开展人员搜救，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最
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生灾
害，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做好善后等工
作。要加强震情监测预警，及时调拨抢险
救援物资，抓紧抢修损毁基础设施，安排
好群众基本生活，确保安全温暖过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实灾情和
人员伤亡情况，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
并加强震情监测，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尽
最大努力减少伤亡。地震灾区位于高原
高寒地区，正值冬季，要千方百计保障灾
区群众基本生活和温暖过冬。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
处置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
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三级应急响
应，西藏自治区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
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抗震救灾各项工
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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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作出批示

昨日，重庆市河长制工作暨幸福河湖
建设现场推进会议在永川区召开。记者
获悉，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16条市级幸
福河湖，计划到2027年建成100条、2035
年建成1000条以上具有区域特点、流域
特色、重庆辨识度的幸福河湖。

2023年5月，我市发布第5号市级总
河长令，在全市实施幸福河湖建设，各区
县因地制宜、探索创新，从幸福河湖建设
各环节入手，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亮点、
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典型经验做法。截
至目前，临江河（永川区、江津区）、桃花溪
（长寿区）及长滩河（云阳段）、郁江（彭水
段）、濑溪河（荣昌段）、御临河（渝北段）、
大宁河（巫山段）、琼江（铜梁段）、璧南河
（璧山段）、荣峰河（荣昌段）、琼江（潼南
段）、汉丰湖（开州）、酉水河（酉阳段）、龙
河（丰都段）、长寿湖（长寿区）、淮远河（铜
梁段）16条河湖已建成市级幸福河湖；

2023年启动的58条市级幸福河湖已开
工建设项目579个、完工514个，完成投
资458亿元、投资完成率87.9%；第二批
51条市级幸福河湖建设已全面启动。

通过幸福河湖的建设，全市1.83万名
河长和社会各界爱河人士齐心协力，用

“辛苦指数”换来河湖“健康指数”，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不断显现。彭水
县创新实施“河长制+产业”幸福河湖建
设模式，将郁江两岸撂荒的荒山变为集茶
园观光、茶园品茶、采摘制茶的绿色富农
金山，解决480余人就业。潼南区深化跨
界合作，与铜梁区、四川遂宁市共治边界
水难题。开州区高标准打造集群众体育、
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旅游度假
休闲于一体的汉丰湖国家水上国民休闲
运动中心。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郑三波
实习生 张曼莎

我市已建成16条市级幸福河湖

就业创业事关千家万户。一年以来，
市人大代表，开州区云枫街道龙珠社区党
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谭理扎根基层，倾
听社情民意，积极提出建议解决各界关注
的问题。这些建议得到相关部门的重
视。2024年4月以来，我市实施了百万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渝来渝就业创业行
动，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渝来渝就业
创业34.5万人。

2024年1至11月，我市向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提供创业担保贷款12.3亿元，将
高校毕业生创业担保贷款个人申请额度

由20万元提高至30万元，小微企业申请
额度由300万元提高至400万元，鼓励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创新创业。在过去一年，
我市累计举办招聘会7246场次，将岗位
和活动信息点对点推送至有求职需求的
青年群体。开展公开就业服务进校园活
动529场次，发布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岗位90.8万个。

此外，我市高度重视职业培训工作，
全市组织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7.8
万人次，其中人社部门组织重点群体培
训11.46万人次，对接“33618”现代制造
业集群及现代服务业职业112个，7.94万
人次。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以前文物不会动，现在有数字技术加
持，“活”起来的文物吸引多方关注。前不
久，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2024年文化和
旅游数字化创新示范“十佳案例”和“优秀
案例”。“巴渝文物”数字化应用获“优秀案
例”，也是重庆唯一入选的案例，巴渝文物
从此有了数字“藏宝库”。

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所有馆
藏珍贵文物都有了数字化“身份证”，走进
馆内，轻拂红岩文物多维信息展示平台屏
幕，一件件文物栩栩如生。作为一名长期
奋战在文物保护一线的市政协委员，重庆
知联会副会长、三峡博物馆副馆长白九江
去年在全市两会上提交提案，呼吁深入推

进文物活化利用改革，促进文物从文化创
意产品开发进一步扩大到系统、全面活化
的新阶段。

在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市民游客
越来越多，纷纷将这里作为热门打卡
地。一座研究院，靠什么汇聚起大众的
目光？原来，该研究院创新推出了“三馆
一院”系列活化项目。依托文物建筑合
作排演《雾起江州》沉浸式戏剧；秉承透
明库房理念，推出《重庆考古标本陈列》
等3个展藏结合展览；建成全国首个“考
古虚拟展示体验馆”，开放“枇杷山（考
古）书院”，培育“考古咖啡”“探古咖啡”
品牌首店。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2024年市政协工作回眸

建议的力量

多方合力 留渝来渝就业创业达34.5万人

政协提案促进文物“活”起来、文旅“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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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下午，六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召开第十二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委
深改委主任袁家军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
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坚持把改革作为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
阶的主引擎，持续以改革增动力、添活力、防
风险、破难题、促发展、惠民生，让改革进一
步成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金名片”。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深改委副主任
胡衡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
席程丽华，市委副书记、市委深改委副主任
李明清，市委常委，有关市级领导出席。

会议听取市委深改委第十一次会议
以来改革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的
汇报，研究打造民营经济发展高地、构建
超大城市地下管线大综合一体化治理机
制有关改革。

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2024年是我
市改革攻坚奋斗之年，也是改革成效凸显
的一年。全市上下聚焦重点领域聚力攻
坚，敢涉深水区、敢啃硬骨头，对改革的组
织领导更加有力有效，问题导向、效果导
向的改革指向更加清晰，数字重庆建设和
重点领域改革“双轮驱动”的成效更加明
显，企业群众改革获得感持续提升，各级

“一把手”谋改革抓改革促改革的能力显
著增强，交出了改革高分报表，为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袁家军强调，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
和“十五五”谋划重要之年，深化改革、抢抓
发展的机遇前所未有。全市上下要牢牢把
握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改革提出的重要要
求，深刻认识今年改革发展任务的特殊性、
紧迫性和重要性，锚定关键节点，坚持对标
对表，突出问题导向，注重填补空白，进一
步细化年度改革目标任务，优化改革项目

生成机制，总结提炼固化改革成果、完善制
度机制，抓好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以
钉钉子精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区建设
取得更大进展。改革是必答题，是检验干
部担当作为的“试金石”。各级各部门领导
要主动靠前，加强工作统筹，当好改革“施
工队长”，抓好改革推进实施，形成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合力。

袁家军指出，民营经济是重庆经济发
展中最具活力的力量，推动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一项重要工
作。当前，重庆民营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要及时解决民营企业和民营
企业家最关心、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常
态化开展“三服务”，全面推动政策直达基
层、直达企业，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动
力。要坚持把创新发展作为首要动力，支
持民营企业融入“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
体系，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重点领

域，培育壮大一批行业领军企业、龙头企
业、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要大力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破除影响公平竞
争、共同发展的法律法规障碍和隐性壁垒，
着力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进一步提振
社会各界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信心。

袁家军强调，城市管线是保障城市安
全运行的“生命线”。要突出数字赋能全面
摸清管线底数台账，加快建设与地下空间
相一致的数字空间，绘制“一图统览”数字
孪生地图，推动各类管线全量纳入管理，更
好解决燃气泄漏、道路塌陷、污水溢流、施
工挖损等各类问题。要健全规、建、治“大
综合一体化”体制机制，突出中心城区探路
领跑，加快构建形成权责一致、条块清晰的
工作格局，不断提高城市本质安全水平，加
快打造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标志性成果。

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加。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王天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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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区
让改革成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金名片”

胡衡华王炯程丽华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