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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利 通讯
员 唐敖 陈小莲）3月24日，记
者从区人力社保局了解到，我
区现有就业见习基地139家，开
发就业见习岗位 1000 余个，吸
纳2000 余名见习人员，发放见
习补贴1000余万元。

据了解，区人力社保局建立
严进宽退机制，按照依法注册成
立、社会责任强、生产经营正常、
管理规范、提供优质岗位的原则
审核见习基地，并对1年内未提
供见习岗位、未开展见习活动的
基地予以清退。切实加强部门
内部信息共享，详细掌握毕业生
信息和辖区内失业青年信息，将
有见习需求的人员纳入见习对
象。搭建见习供需精准对接平
台，多渠道提供见习岗位，梳理
见习政策清单，精简申请材料，
优化服务流程。加强见习人员
在岗情况检查，防止骗取、虚报
补贴资金等行为。选树一批岗

位质量高、吸纳人员多、见习成
效好的就业见习单位典型，大力
宣传见习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和
成效，营造关心支持青年就业和
成长发展的社会氛围。

据悉，为促进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及 16 至 24 岁失业
青年提升就业技能、尽快就业，
区人力社保局积极贯彻落实就
业见习相关政策，深入推进全区
就业见习工作。严格按照《重庆
市合川区青年就业见习管理办
法》，加强见习基地管理，规范见
习流程和见习单位有关管理制
度，督促见习单位规范落实见习
政策，鼓励见习基地适当提高见
习人员基本生活费，保障见习人
员权益。在139家见习基地中，
重庆希尔安药业有限公司、重庆
富川古圣机电有限公司、重庆梅
香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5家
企业获评重庆市优秀青年就业
见习基地。

我区现有就业
见习基地139家

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 摄影报道）
“果树修枝以冬剪为主，夏剪是冬剪的
补充。除了修枝以外，春分时节的果树
管理还要注意施肥、防治病虫害和注意
发生倒春寒。”近日，在合阳城街道马岭
村9组的一片坡地上，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者、该村农技员荆华云在一株血橙
树前，现场为村民们讲解果树修枝等管
理技术。

“二月惊蛰又春分,种树施肥耕地
深。”合阳城街道马岭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组织党员志愿者去到田间地头，帮
助缺劳户开展春耕生产。当天，志愿者
们扛起锄头，提上水桶，去到村民谢智
元的地里，帮他移栽玉米幼苗。今年67
岁的谢智元是一名五保户，由于家里缺
少劳动力，培育好的玉米幼猫迟迟没有
进行移栽。大家先将玉米苗装到竹筐
里，然后挖坑、放苗、压土、浇水……不
一会儿，玉米苗很快就移栽完毕。“关键
时刻，还得靠政府！”看着阳光下绿油油
的玉米苗，谢智元高兴地说。随后，志
愿者们还去到村民刘建华家的水田里，
查看了稻谷幼苗的长势，并喷洒药液防
治病虫害。

马岭村党支部负责人表示，针对春
耕时间紧、乡村劳力少的实际情况，该村
组建了“党员助耕突击队”，在关键时刻
为群众排忧解难。下一步，村“两委”还
将继续关注该村缺乏劳动力的农户，为
他们提供除草施肥、育苗移栽等助耕服
务，把好事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合阳城街道马岭村

党员干部助力春耕生产

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 摄影报道）3月23日，记
者在南津街街道大湾村看到，经过连日来紧锣密鼓
施工，该村的113盏光伏路灯安装完工并投用，照亮
了村民夜间回家路。

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大湾村金竹林光伏路灯
安装现场一派忙碌景象，安装技工正在组装路灯、电
感、光伏电池，部分村民正在热心帮忙扶正电杆并加
固。据介绍，光伏路灯是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同
时，通过光感技术，实现智能操控，夜间自动启动，白
天自动关闭，并具备节能、环保等优点，

“有了路灯，夜间出行更加方便、安全，再也不用
摸黑回家了。”看着矗立的路灯，今年80岁的当地村
民易赐元高兴地告诉记者，多年来，大湾村金竹林一
带没有路灯，坡道及弯道较多，每当夜幕降临，村民
只能靠手电照明星夜兼程，更多的时候是跟着“感觉
走”。如今，智能化路灯的投用彻底解决了夜间出行
存在的安全隐患，这是个大好事，乡亲们无不喜笑颜
开。

据南津街街道大湾村党支部书记谭锋介绍，该
村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抓手，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为导向，将解决村民夜间出行问题纳入“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任务清单。去年，安装投用230
盏，今年3月，安装投用113盏。截至目前，共计安装
投用243盏，覆盖全村7条主干道，里程16公里，惠及
700余户，2300余人。

113盏光伏路灯照亮村民回家路
3月26日上午，区人民医院举行仪式，欢迎该院支援高新区核酸采

样任务的队员们平安凯旋。副区长李艺滨参加欢迎活动。（记者 黄盛）

政务简报

3月27日上午，在全国唯一的跨省域
共建新区——川渝高竹新区的四川渝兴
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里，12条生产线正
开足马力生产，占地35亩的两个车间内，
100余名工人各司其职，人歇机不歇。

“开年后就一直赶货，订单已经排到6
月。”公司生产部负责人王海成介绍，公司
于去年4月整体搬到高竹新区，厂房面积、
员工人数均增加了一倍，相应的生产能力
也扩大一倍。

一边忙生产，一边忙扩能。王海成介
绍，公司已经启动二期项目建设，计划再
投资7000余万元，新建两个车间。王海成
坦言，新区毗邻重庆中心城区的地缘优
势，是吸引公司入驻和追加投资关键因
素。公司货物都是大宗运输，对物流条件
要求极高，从新区出发到重庆空港园区，
目前仅需50分钟。

事实上，随着南北大道、包茂高速高
竹互通加快建设，新区的交通区位还将得
到进一步改善。近段时间，高竹新区南北
大道邻水段施工现场，每天都有150多台
机械、500多名工人抢抓晴好天气紧张施
工。“年底前，全线达到通车条件。”项目业

主单位负责人刘斌介绍，南北大道全线通
车后，从川渝高竹新区到重庆中心城区，
将从现在的50分钟缩短到半小时。

南北大道邻水段项目、包茂高速高竹
互通被纳入广安市“挂图作战”的100个省
市重点项目。按照广安市“挂图作战”要
求，川渝高竹新区采取“每周一清单、每周
一调度、每周一收官”的工作方法，把项目
目标任务细化到每一段路基、每一个山
头、每一个桥涵，并且每周一接受无人机
航拍“监工”。

“有图有真相”倒逼项目保时保质。
截至3月18日，南北大道邻水段项目一季
度“挂图作战”的全路段 48%路基工程、
35%桥涵工程目标任务提前完成。包茂高
速高竹互通仅剩584米连接道路及立交工
程，四川交建公司 100 多名工人从今年 2
月进场后，采取三班倒模式，全力打通“最
后半公里”。

交通建设是提升新区承载力的“先行
官”，科技创新则是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动
力源”。总投资23亿元的川渝高竹新区科
技创新基地，于今年1月正式开工，已有两
栋“别墅式”研发楼主体封顶。该项目集
产业孵化区、科创孵化区、配套服务区于
一体，建筑面积40余万平方米。

“科技创新基地是新区的核心项目，
事关新区产业发展的规模与质量。”川渝高
竹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钟超介绍，新区目前
将新能源汽车作为主导产业之一，清华大
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四川省汽车行业技术

研究院、重庆大学低碳研究中心已签约落
户新区，正待科创基地建成后正式入驻。

“全力以赴抓项目是新区2022年工作
最大亮点。”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常务副
主任唐家文介绍，新区从“交通先行、产业
支撑”两方面进行攻坚，今年新区将实施
续建类重大项目14个、总投资25.32亿元，
新开工重大项目 43 个、总投资 256.64 亿
元。新引进项目25个以上，投资额100亿
元以上。

助力项目建设，新区体制机制改革正
加速推进。“作为全国唯一跨省域共建新
区，川渝高竹新区肩负着探索经济区与行
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使命。”唐家文介绍，

继全国首个跨省域税费征管服务中心投
运后，跨省域办电中心也将于近期投用。
今年，新区将用好川渝两省市支持新区改
革创新发展7个方面28条政策措施，积极
探索“市场准入异地同标”机制，按照“一
体统计、前台集成、跨省分享”原则，探索
经济统计分算方式，实现数据共享和发展
成果跨省分享。

数据显示，川渝高竹新区一季度计划
新开工和续建项目 26 个，完成项目投资
4.7亿元，截至3月27日，两项目标任务均
完满完成。今年一季度，新区预计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30亿元，同比增长79.64%。

（据2022年3月28日《重庆日报》）

全年新开工重大项目43个、总投资256.64亿元

川渝高竹新区重点项目“挂图作战”

川渝高竹新区一角 广安市委宣传部供图

（上接1版）
时任中铁一局青藏铁路铺架队队长李建国回忆，在

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铺架，工人们穿着两层毛衣毛裤，
再套上带羊毛的皮衣、皮裤都不顶用；工地上修机器，四
五分钟就得换人，卸不了两个螺丝，人就冻得不能动弹。

氧气瓶与钢轨、道钉、枕木一道，成为施工现场最
为常见的物件。工人们常常背着5公斤重的氧气瓶施
工，难受了就吸几口氧，缓一缓再接着干。在海拔4600
多米的昆仑山隧道工地，一年不到工人们就耗尽了约
12万瓶氧气。

“艰苦不怕吃苦，风暴强意志更强，缺氧不缺精神，
海拔高追求更高！”铁路建设者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
冒严寒、顶风雪、战缺氧，挑战着生命的极限。

五易寒暑，一排排钢轨向雪域高原深处延伸——
2006年7月2日零时31分，拉萨火车站内，从格尔

木出发的“青1”次首趟进藏列车缓缓驶入站台。中国
向世界宣告：铁路修到了拉萨！

“谁又可能在稍动一下就要找氧气瓶的情况下铺
铁轨？这条铁路是中国‘敢为’精神的最佳例证。”英国

《卫报》写道。

攻坚克难，勇创一流

随着清脆的爆炸声响过，眼前的情景让不少施工
人员惊讶：风火山隧道炸出的不是土石，几乎全是冰碴子。

风火山隧道全长1338米，轨面海拔约4900米，全部位于永久性
高原冻土层内，这样的地质环境被视为隧道施工的“禁区”。

“高原冻土施工关键在控制温度。温度低了，混凝土无法凝固；
温度高了，围岩又会遇热融化，造成洞壁滑塌。”时任风火山隧道掘
进队队长任少强说。

在国内外没有成熟经验可直接应用的情况下，广大科技工作者
和建设者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创造性地研制了两台大型隧道空调
机组，将隧道施工温度精准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保证了掘进需要。

浅埋冻土隧道进洞、冰岩光爆、冻土防水隔热……20多项世界
性高原冻土施工难题相继被攻克，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在风火
山建成，打破了国外专家“青藏铁路过不了风火山”的预言。

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当前，这是
一场与恶劣环境的斗争、与技术瓶颈的较量，更是一场精神的淬炼。

——战高寒。铁路沿线平均不到10公里就有一座医院，工人
生病在半个小时内就能得到有效治疗；在风火山，建成世界上第一
座大型高原制氧站，填补了世界高海拔制氧技术的空白……十万大
军、五年征战，无一人因高原病死亡。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说：

“这是中国在高原病防治方面创造的一个世界奇迹。”
——斗冻土。铁路沿线连续多年冻土区达550公里。“掌握冻土技

术是青藏铁路工程的关键。”时任青藏铁路总设计师李金城介绍说，建设
者们反复实验，掌握了铁路沿线多年冻土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确立一
套以“主动降温、冷却地基、保护冻土”为技术思想的冻土工程中国模式。

青藏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旅客列车运行时速达100公里，创造了冻
土铁路运行时速的世界纪录，其所创新的冻土成套工程技术，被认为
是中国铁路对21世纪世界工程建设领域的重要贡献。

——护生态。为了保护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环保工程投
资约15亿元；科研人员开展“高原冻土区植被恢复与再造”研究，使
铁路用地上的植物试种成活率超70％，比自然成活率高一倍多；全
线建立了33个野生动物通道；为了给藏羚羊让道，工程曾两度停
工……2008年，青藏铁路格拉段工程获得“国家环境友好工程”奖。

一流的勘察设计、一流的施工技术、一流的工程质量、一流的管
理、一流的服务水平……青藏铁路以众多的“一流”绘就了世界铁路
建设史上的奇迹。

“建设大军以惊人的毅力和科学的态度，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
的困难，实现了建设世界一流高原铁路的目标。”中国铁道学会理事
长卢春房说。

接续奋斗，再攀高峰

一条“天路”联通雪域内外，一种精神贯穿过去与未来。
在世界铁路最高处——唐古拉地区，养护工人于本蕃自格拉段

开通运营以来坚守于此，在“走路都费劲”的环境中，他每天至少走
10 公里检查作业。十几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呵护着每一寸钢
轨。“努力成为一枚不惧风雪的铺路石。”于本蕃说。

点亮信号机、扳动道岔，为列车指引前行的方向。作为西藏第一
代藏族铁路职工，普桑已经守护“天路”信号设备15载。“青藏铁路造
福着我的家乡，能成为这里的一名工人，是我一生的荣耀。”普桑说。

挂头、启动、控速、停车，手比眼看、呼唤应答、途中瞭望。每次
出乘，列车司机许宝平都力求让每一个细节无懈可击。十几年来，
他早已成为同事们眼中的“标准化作业指导书”。“苦是真苦，但能在
青藏铁路上开火车，一切坚守就变得很有意义。”许宝平说。

精神因传承而不朽，一代代铁路建设者以挑战极限、勇创一流
之志，开启雪域高原发展的崭新篇章。

2020年11月8日，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开工建设，又一条钢
铁“天路”将通向雪域高原。新建正线长度1011公里，30公里以上
隧道有6座，超过100米的高桥有9座，修建难度之大世所罕见。

“90后”小伙赵卫星参与了川藏铁路拉林段藏木特大桥修建，
下一步即将转战川藏铁路雅林段。“老一辈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
让我们更有信心、有决心为高原铁路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他说。

亘古高原，璀璨星斗，再一次见证着铁路建设者们奋进的步
伐。新时代、新征程，他们必将续写新的传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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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众人正合力安装路灯

党员志愿者在帮助群众管护秧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