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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会议
袁家军胡衡华等回答记者提问 王炯张轩参加

（上接01版）
袁家军说，打造西部地区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重点是扎实推动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持续提升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能级和竞争
力，构建完善“416”科技创新布局，部
署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全力唱好新
时代西部“双城记”。打造内陆开放国
际合作引领区，重点是发挥西部陆海
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作用，加
快建设枢纽港产业园，积极构建现代
化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持续完善对
外开放综合服务体系。打造全面深化
改革先行区，重点是强化数字重庆建
设和重点领域改革“双轮驱动”，深化
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建设民营经济发
展高地。打造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
范区，重点是突出数字赋能和“大综合
一体化”，以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
理中心为主轴，推动城市治理更智能、
更高效、更精准。打造城乡融合乡村
振兴示范区，重点是加快“2小时重庆”
交通圈建设，“一县一策”促进山区库
区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城市副中心
和区域中心城市，一体推进小县大城、
强镇带村、强村富民改革，深入实施

“四千行动”。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先行
区，重点是全面推进治水治气治废，全
域全面消除城乡黑臭水体，提升全市域
整体大美风貌，大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发展，健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打造新
时代市域党建新高地，重点是健全完善
党建统领“885”工作机制，全面加强基
层党建、夯实基层基础，树立实干实绩
实效选人用人导向，营造风清气正政治
生态，以上率下一级带一级持续激发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

关于支撑重庆高质量发展的主要
动力源和今年实现预期目标的新打
算，胡衡华代表回答了新华社记者提
问。胡衡华说，近几年重庆高质量发
展态势明显，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庆
新使命新定位是最根本的动力和最大
的信心底气所在，国家重大战略交汇
叠加、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制造业转
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协同推进、改革开放持续深化，为重庆
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注入了强劲动
能。今年，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落实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各
项部署，围绕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全
市两会明确的目标任务，着力抓好四项
具体工作：一是以培育壮大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先进
材料三大主导产业集群为重点，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二是以工业技改和城
建攻坚为重点，扩大有效投资；三是以
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为重点，一手抓
深化国企改革、一手抓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四是以大学毕业生和返乡农
民工为重点，抓好就业这个最大的民
生，把“人”作为抓经济的核心指标，加
快推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

当前，重庆正加快建设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光明日报记
者向潘复生代表询问他的切身感受以
及如何参与其中。潘复生说，我和团
队投身重庆科技创新的火热实践，感
受到重庆科技创新战略地位更加凸
显、综合实力更加强劲、赋能产业发展
更加有力、科创生态更加优化。这些
可感可及的进步，让全市广大科技工
作者倍感振奋。近年来，我和团队积
极推动以部市合作等方式支持重庆科
技创新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大力开展
新材料瓶颈技术攻关和产业化，更好
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扎实推进高水平
科研平台建设，争取一批国家级平台
在渝落地；发挥“传帮带”作用，培养了
一批科技领军人才。面向未来，我将
切实履职尽责，推动重庆科技创新更
好服务全国、走向世界。

中国日报记者提问袁家军代表：
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势头强

劲，请问重庆推动这项工作的“密码”
是什么？下一步有哪些重点举措？

袁家军说，重庆加快发展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建设
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我们突出政
府侧、社会侧、产业侧、企业侧“四侧”
协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
人才链“四链”融合，加快打造“产业
大脑+未来工厂”新模式，促进汽车
制造降本增效，全面提高产业竞争
力。坚持“车、路、云、网、图”整体推
进，发挥重庆场景丰富和空天信息产
业发展等优势，积极开展“车路云一
体化”试点，推动聪明的车、智慧的
路、可靠的云、精准的图、强大的网融
为一体。突出规划引领和体制机制
创新，加强地方立法，推出系列规划
和行动计划，开展川渝协同共建高水
平企业研发制造基地。强化主体培
育，发挥链长链主企业作用，深入实
施“双倍增”行动计划，持续擦亮重点
汽车品牌，积极构建“整车+零部件+
后市场”产业链生态。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结合数字重庆建设构建完善社
会信用体系，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推进“综合查一次”执法，大力实
施企业全生命周期“一件事一次办”
改革，更加高效便捷服务企业。

经济日报记者就重庆民营经济发
展有关问题向林其鑫代表提问。林其
鑫说，前不久重庆召开深入推动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提出加快建设
民营经济发展高地，制定打造民营经济
发展高地若干措施，为在渝民营企业发
展注入了“强心剂”。在有关区县和部
门大力支持下，我所在的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设立了创新联合体，大力推动
荣昌猪育种技术创新突破。当前，国家
有好政策，重庆有好环境，民营企业发
展大有可为，我将坚持干字当头、砥砺
奋进，带领企业取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来渝视察时，要求
重庆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
路子。人民日报记者向袁家军代表提
问：重庆在构建超大城市发展、服务、
治理新格局方面作了哪些整体设计？
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袁家军说，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
代化治理新路子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
重庆的重大任务。我们坚决落实总书
记重要指示要求，结合数字重庆建设，
按照最快系统部署、最小投入代价、最
佳实战效果、最大数据共享的“四最”
原则，突出“一个平台、三级贯通、五级
联动”，数字赋能全面提升超大城市发
展、服务、治理能力。加快建设一体化
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贯通实战三级
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扎实推
动数据归集和党政机关核心业务数字

化，大力提升算力水平，推动市、区县、
镇街、村社和网格五级治理协同。加
快构建“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
体制机制，突出中心城区先行先试，推
动规、建、运、管、治一体化，加快构建
精准高效的指挥体系，健全完善“141”
基层智治体系，全力为基层减负赋
能。聚焦持续为群众创造高品质生
活，满足“一老一小”等共性民生需求，
推出“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医检互认”
等应用，加快推动“15分钟高品质生活
服务圈”创建。推出数字金融服务等
应用，大力提升服务企业质效。持续
提升解决“大城市病”实战能力，运用
AI等技术构建燃气、供水、排水管网数
字孪生系统，确保城市基础设施运行
在日常情况下有效管控、极端情况下
安全可控；提升针对强降雨等极端天
气的高效应急能力，切实加强防灾减
灾救灾能力建设。

关于重庆实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满天星”行动取得的成效和今年的思
路打法，胡衡华代表回答了香港商报
记者提问。胡衡华说，“满天星”行动
启动两年多来，重庆依托制造业优势
和数字化应用场景，支持青年创新创
业，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点亮

“满天星”，汽车软件、工业软件、数据
服务等重点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全市
新增软件企业1.3万家、总量达到4.2
万家，软件从业人员从22万增至44
万，软件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连续两年
保持 15%以上的增长、去年突破
4200 亿元，收储盘活存量楼宇超过
500万平方米，产业兴起来了、人才
聚起来了、楼宇用起来了。今年，我
们将迭代思路打法，加快形成“热带
雨林式”产业生态，力争从业人员突
破50万人、主营业务收入突破5000
亿元。一是拥抱AI时代、找准优势
赛道，布局专用模型、智能软件、具身
智能等细分领域，实施“AI+”行动，
更好赋能千行百业。二是依托数字
重庆、拓展应用场景，提升公共数据
平台基础支撑能力，聚焦垂直行业领
域、结合超大城市治理，推出更多便
民利企典型应用。三是推进制造业
服务化、延伸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嵌
入式软件，不断创新软件产品、做大
数据服务、筑牢信息安全，在制造和
服务融合中开拓产业发展新空间。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记者关注
重庆入选“设计之都”，向王志杰代表
提问：重庆如何用好这张名片，助力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王志杰说，一是坚
持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以工业设计人
才和市场主体持续壮大助力“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能级跃升。在全国率
先立法，集聚设计企业5万余家，从业
人员超50万人。二是坚持创新引领、

数字赋能，以工业设计助力“重庆制
造”迈向“重庆创造”。软件从业人员
超40万人，纳米时栅等技术产业化。
三是坚持需求牵引、爆品打造，以工业
设计助力“重庆制造”点亮美好生活。
问界M9、梅见酒等产品“出圈”。四是
坚持优化生态、全球聚才，以智汇八
方、博采众长的设计力量助力成渝建
设5个世界级万亿先进制造业集群。

农民日报记者向姜国杰代表提
问：重庆推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
区建设进展如何？下一步有哪些硬招
实招？姜国杰说，大力推进城乡融合
发展，是去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
视察时交办的重要任务。一年来，重
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积极
探索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独
特场景下的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新路
子，主城都市区能级和竞争力得到新
提升，区县城和中心镇综合承载能力
达到新水平，“四千行动”推动乡村振
兴取得新成效，农业农村改革实现新
突破。下一步，重庆将聚焦“城镇群”，
加快构建大中小城市和中心镇协调发
展新格局；聚焦“大农村”，加快打造宜
居宜业巴渝和美乡村；聚焦“硬联通”，
加快提升区域、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水平；聚焦“软联通”，加快破除城乡
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壁垒。

2025年是中国和新加坡建交35周
年，也是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
示范项目实施10周年。新加坡海峡时
报记者提问袁家军代表：项目实施有
哪些突出成绩？还有什么样的发展空
间？

袁家军说，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是
新时代中新两国战略合作重大举措。
近年来，重庆积极落实中新两国领导
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陆海新通道建
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形成了重庆与新
加坡“点对点”对接，带动中国西部与
东盟“面对面”的合作新格局，成功构
建了中国西部联结东盟乃至全球的贸
易走廊。渝新重点领域合作取得重要
成果，金融服务、航空产业、交通物流、
信息通信和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交流合
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带动了中国西部
与东南亚经贸合作，促进东盟国家农
产品、原材料等进入中国西部腹地、走
向广阔市场，加快中国西部地区的新
能源汽车等产品走进东盟国家，更好
带动经济发展。

会议结束后，中外记者仍意犹未
尽，争相邀约代表采访。他们说，现代
化新重庆建设的生动实践精彩纷呈，
好做法好故事令人瞩目，一个充满朝
气、开放自信的重庆正阔步向前。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帆
王天翊

3月6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重庆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会议。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