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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租赁住房事关民生福祉，彰显
着城市的温度，也承载着大家的宜居梦
想。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保障性租赁住
房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筹集保障性
租赁住房29.2万套（间），解决了39万新
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问题。

前不久，北碚区天地源唐潮公寓2号
楼正式开租。这个安全、便捷、舒适的租
赁社区满足了青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该公寓位于城南新城碚青路雷打石
公交站旁，交通便利，周边生活配套齐全，
有游玩景点。公寓分1、2两栋，共440套
房源，户型为单配及两居，面积41至68平
方米，房间采光通风好，配备智能设施及
家电。1号楼去年开租，2号楼今年3月开
租，租期灵活，押一付一，民用水电，可开
发票，专属管家一对一服务，省时省力省
心，实现真正的拎包入住。目前，天地源
唐潮公寓的出租率已达90%以上。

大力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筹建工作，
是重庆加快构建住房保障体系织密住房保
障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地源唐潮公寓仅
仅是重庆众多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之一。

市住房和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
近年来先后出台了《重庆市保障性住房专
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重庆市保障性租

赁住房项目补助资金实施细则》，通过“真
金白银”，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同时，简
化审批流程，采用线上申请、线下办理相结

合的方式，及时核发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认定书，全面兑现税收优惠、配套费减免等
优惠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与此同时，重庆也注重数字赋能，强
化全流程管理。市住房城乡建委上线住
房保障综合服务平台，将全市保障性租赁
住房项目纳入平台统一管理，实现对保障
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建设装修、信息发
布、房源配租、租金定价、运营维护等全过
程监管。在“渝快办”上线保障性租赁住
房申请轮候功能，为新市民、青年人等群
体找房、租房提供便利。此外，我市还坚
持以需定筹，多渠道筹集房源。一方面，
组建专业化、规模化国有租赁平台公司，
引导以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
由单一的“开发销售”向“租购并举”模式
转变；另一方面，围绕“一点四区”（轨道交
通站点和商业商务区、产业园区、校区、院
区）进行空间布局，在新建、改造基础上，
收购符合条件的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
租赁住房，进一步拓宽房源供给渠道。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实习
生 陈宣兵 摄影报道

我市累计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29.2万套

帮39万新市民、青年人“安家”

昨日，重庆市2025年全国城市节
约用水宣传周启动暨首届大学生城市
节水创新设计大赛颁奖活动在沙坪坝
区沙坪公园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重
庆市城市管理局、沙坪坝区人民政府、
重庆交通大学、重庆水务环境集团等联
合主办，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协同
推进城市节水”为主题，旨在传播节水
护水理念，增强市民节水意识，推动城
市节水事业高质量发展。

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
昌良指出，重庆以节水型城市建设为抓
手，初步构建起具有山地超大城市特色
的节水治理体系。近年来，重庆依托城
市更新行动实施老旧管网改造，供水管
网漏损率控制在9%以内；创建节水机
构载体8734个，培育21个城市节水典
型案例；运用AI技术实现管网漏损实
时监测，强化非居用水动态管理；“渝可
渝爱”节水IP全网传播量突破2亿次，
推动节水理念融入市民生活场景。接
下来，我市将深化城市更新与节水融
合，完善市区联动考核机制，强化管网
更新改造，健全《重庆市城市供水节水
条例》配套政策；创新政企民协同机制，
通过计划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等政策
激发企业与市民参与动力；加速技术成
果转化，依托大学生创新设计大赛等平
台，推动新技术、新设计成果转化，全方
位打造节水型城市建设的“重庆样板”。

当天，首届大学生城市节水创新
设计大赛的获奖名单揭晓。大赛自
2024 年 10 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全市
高校青年学子踊跃参与，围绕创意发
明、数字媒体两大类别展开激烈角
逐，最终评选出《基于双雾化技术的
空气洗手器》《小水滴的重庆游》等23
项获奖作品。此外，活动还公布了重
庆警察学院合同节水项目、九龙坡区
彩云湖再生水利用项目等 21个重庆
市第一批城市节水典型案例名单，涵
盖公共机构、企业、社区等多个领域，
为全市节水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
验。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城市节水“渝”你有约
我市2025年全国城市
节约用水宣传周启动

“一技在手，一生无忧”
202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教活动周启幕

北碚区天地源唐潮公寓北碚区天地源唐潮公寓

5月11日，全国“文艺赋美乡村”交流
活动暨大地流彩乡情艺术团走进“中国蜡
梅之乡”重庆北碚静观镇。活动期间，参
会嘉宾们参观了“矿山蝶变”两山文化产
业园，在“文艺赋美乡村”交流活动中，聆
听专家的授课，共同“推开”乡村新貌的

“创意之门”。
在当天的演出活动中，既有国家级

艺术家的专业演绎，也有本土文化力量
的生动表达。重庆籍歌唱家朱砂演唱代
表作《幺妹乖》，唱响对家乡的思慕之
情。农民歌手“大船哥”刘广局延续其

“接地气、传真情”的舞台风格，用《咱老
百姓》唱出质朴心声，诠释新时代农民的

自信风采。重庆籍高音歌唱家姜明以一
首《嗨起来的村庄》，充分展现农民勤劳
致富的幸福生活和农业现代化、乡村全
面振兴的欢畅景象。北碚区本土非遗舞
蹈《北泉板凳龙》，以传统技艺融合现代
编排，再现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村歌联
唱《我们的歌》由北碚区东升村、胜天湖
村、缙云村村民共同演绎，以《旭日东升》
《我的家乡胜天湖》等原创村歌，唱响乡
村振兴的集体记忆与未来憧憬。重庆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复兴儿童线描画展
示与歌曲《风吹麦浪》同台呈现，复兴小
学学生用画笔和歌声共绘田园梦想，让
乡土艺术在创新中焕发新生。

近年来，北碚以百年乡建文脉为基
础，以“艺术赋能、产业重构、价值再生”方
式，通过缙云山片区、静观镇、柳荫镇等重
点区域的艺术乡建实践，持续打造生态与
经济共生、传统与现代共融的宜居宜业和
美丽乡村新范式。作为北碚巴渝和美乡
村引领镇，静观镇积极培育并做靓“静观
天下”品牌，以素心村和中华村为核心，联
动北碚江东片区，着力推动中国静观蜡梅
博览园、既白民宿等特色项目，产业与艺
术一体化发展，不仅为农村带来文化艺术
气息与生态内涵，更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
活力。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全国“文艺赋美乡村”交流活动实地参访北碚

“大地流彩乡情艺术团”走进“中国蜡梅之乡”

昨日，202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重庆城市管
理职业学院举行。本次职教周以“一技
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活动期间同
步开展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主
题平行论坛、成果展示等活动。
来自教育部、川渝两地的专家学
者、院校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
探职教发展新路径。

“重庆正致力于打造全国职
业教育高地，努力成为有志青年
掌握‘一技之长’的首选之地。”启
动仪式上，重庆市委教育工委委
员、市教委副主任李劲渝在致辞中
表示，未来将继续与四川携手，通过

协同打造产教融合新标杆、协同构
筑技能人才新高地、协同谱写职教出海

新篇章等“三个协同”深化合作，共同推动
成渝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协同发展，持
续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四川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赖英莉在致
辞中指出，未来将持续与重庆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聚焦国家战略需
求和区域发展需要，联合培养更多大
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持续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力量。
仪式现场发布了《川渝职业教育高质

量协同发展共识》，就“锚定国家战略，扛
起职教担当”“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机
制”“锻造巴蜀品牌，彰显职教特色”“共建
宣传矩阵，讲好职教故事”四大任务达成
共识，标志着双方在深化合作、共谋发展
上迈出了坚实一步，将进一步推动职业教
育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
用。启动仪式期间，还同步举办了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展，
现场设置智能制造、科技创新、生活服务、
川渝文化四大特色展区，14所重庆职业
院校、7所四川职业院校的学生全面展示
职业教育创新实践与丰硕成果。

活动现场，大足石刻、荣昌陶器、川剧变
脸……川渝文化展区的非遗瑰宝十分引人
注目；科技创新展区里，“地鼠”巡检机器人、
无人安防巡逻车自如穿梭引人惊叹；生活服
务展区，现烤面包香味扑鼻，还特别邀请了
荣昌卤鹅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展示，吸引众
多参会单位代表、学生前来体验。当天，还
举行了“深化产教融合”“职教出海路径”“AI
赋能职业教育”三大平行论坛，吸引了众多
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和职业院校负责人，围
绕职业教育前沿话题展开深入研讨，为职业
教育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向。

据了解，重庆市职业教育活动月期
间，川渝两地还同步策划了职教发展研讨
日、职普融通示范日、产教融合示范日等

“七天主题活动日”。通过开放企业、开放
校园、开放院所、开放赛场等形式，推动职
业教育成果与社会公众深度互动，全面展
示职业教育的独特魅力。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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