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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讯（记者 杨 帆）8月15日下

午，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陕西汉中考察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听取我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

情况汇报，进一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四川、陕西汉中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深刻领会把握以科技创新开辟发展

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

重要要求，坚持创新制胜，强化人才引领，

以数字重庆建设为引领，全面实施科技创

新和人才强市首位战略，加快建设西部人

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要深刻领会把握坚持

“川渝一盘棋”、加强成渝区域协同发展的

重要要求，加速实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一号工程”，与四川携手抓紧抓实一

批重大项目、重大平台、重大改革、重大政

策，推动成渝中部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

标志性成果，聚力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

集群体系，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要深

刻领会把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

兴的重要要求，完善低收入脱贫人口“一户

一策”精准帮扶机制，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着

力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供给，“一县

一策”推动山区库区强县富民，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要深刻领会把握把生态文明建设

这篇大文章做好的重要要求，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一体推进治

水、治气、治土、治废、治塑、治山、治岸、治城、

治乡，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筑牢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要深刻领会把握加

强历史文化传承、文物保护修复的重要要

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巴渝

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等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繁荣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

交出文化高分报表。

会议指出，第一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全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落实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

发展、检视整改、建章立制等重点措施，在

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

上下功夫、见实效。要积极做好全市第一

批主题教育评估工作，及时总结提炼好经

验好做法。要盯住突出问题，抓牢关键环

节，直面问题、敢啃“硬骨头”，持续推进整

改攻坚。要结合“八张问题清单”，把自己

摆进去，深入查找问题，高质量开好专题民

主生活会。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

结合，强化建章立制，不断巩固主题教育成

果。要抓好第一批第二批主题教育衔接，

压实工作责任，加强上下贯通，打通问题解

决渠道，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研究部署全市主题教育等工作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并讲话

重庆日报讯（记者 杨永芹）8月15日，来

自重庆市税务局消息称，自2018年环境保护

税开征以来，5年来，重庆累计减免环境保护

税10.6亿元，这让重庆经济更加绿色——重

庆万元GDP应税大气和水污染物排放当量

数从2018年的0.68下降到2022年的0.58，

降幅达14.7%。

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是推动

水污染防治领域减污降碳的关键举措。

例如，华能重庆珞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的污泥处置中心，是2020年建成投用的西南

地区首个污泥耦合发电项目。这里每吨污泥

可产生相当于0.4吨普通燃料的效能；年处理

湿污泥能力达40万吨，占重庆市生活污泥总

量的一半；每年可节约标煤2.96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8.28万吨。

“前几年，整个重庆火电机组利用小时数

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公司发电量也下降了近

一半，再加上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开发，传

统火电厂面临较大的环保危机和经济压力，

绿色转型迫在眉睫。”该公司财务负责人杨迎

鸽介绍，近五年，公司累计投入约5亿元，新

建多个环保项目。

“环保投入加大，缴纳的环保税不断减

少。”杨迎鸽列举了一组数据：2018年—2022

年，公司享受环保税减免金额从214万元增

加到505万元；2018年—2023年7月，累计

享受环境保护税减免1900余万元；2018年

—2022年，累计享受资源综合利用减免企业

所得税600余万元。

在以环保税为代表的绿色税种及其他

税种绿色化政策综合作用下，越来越多的企

业主动加大减排治污力度，推动绿色发展效

果明显。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重庆碳

强度累计下降 21.9%，能耗强度累计下降

19.4%，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

同时，在环保政策助力下，目前重庆已建成

国家级绿色工厂和绿色园区89家，一般工

业固废综合利用率80%，建筑垃圾综合利用

率61%。

5年减免环保税10.6亿元
重庆经济更加绿色

重庆日报讯（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重

庆市农村改厕质量提升三年攻坚计划（2023—2025

年）》（以下简称《计划》）近日印发。《计划》提出，今年

我市将通过“大比武”培育一批改厕能手，真正做到农

村户厕改造“改一户、成一户、满意一户”。

为提高农村户厕改造质量，《计划》指出，将针对

改厕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农村工匠按照村镇预选赛、

区县半决赛、市级总决赛方式，开展技能大比武，通过

以赛促训、以赛强技、以赛提质，培育一批改厕能手，

不断提高改厕技能水平。

同时，将通过对改厕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开展技

能竞赛等形式，在乡镇选拔一批改厕领军人才，建立

首席改厕专家制度，常态化对本乡镇改厕进行督促指

导，明确包片指导人员，分层级定期或不定期提供改

厕技术服务，及时发现和解决改厕问题。

《计划》强调，要统筹推进厕所粪污治理和生活污

水治理，促进城镇污水管网向周边农村地区延伸，探

索在农户聚集区联建小型污水处理设施，集中收纳处

理厕所粪污和生活排杂。同时鼓励支持种养大户、农

村合作社等定期收集、就近消纳厕所粪污，试点探索

智慧化管护等。

此外，常态化开展农村问题厕所摸排整改和历年

户厕改造质量“回头看”，力争到2025年，全市农村改

厕质量明显提升，厕所粪污得到进一步处理，资源化

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长效管护机制进一步完善，农

村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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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讯（记者 黄光红）重庆金融

业支持科技创新发展取得积极成效。记者

8月15日从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获

悉，截至今年6月末，全市科技型企业贷款

余额达4879.5亿元，同比增长21.9%；获得

金融机构融资支持的企业达1.9万家，同

比增长17.5%。

贷款余额指至某一节点日期为止，借

款人尚未归还放款人的贷款总额。就企业

贷款来看，贷款余额增加，意味着企业新增

贷款比还款多，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企业

力度持续加大。

据介绍，今年以来，重庆金融业聚焦科

技创新企业融资难点、痛点、堵点，开展了

融资对接行动、首贷破冰行动、货币政策工

具直达行动和“一行一品”创新行动等一系

列专项行动，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发展。

其中，在融资对接行动中，人民银行重

庆营业管理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依托“长

江渝融通”货币信贷大数据系统向金融机

构推送科技创新企业5.3万家；在此基础

上，组织金融机构全面对接相关企业，“一

企一策”为科技创新主体建立融资台账，提

供融资顾问服务。

首贷破冰行动中，人民银行重庆营业

管理部全面梳理高新技术企业“无贷户”清

单，组织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主办行机

制，同时有针对性地提供财务管理、信贷支

持、支付结算、跨境金融等综合顾问服务。

行动开展以来，已推动超150户无贷高新

技术企业获得贷款支持。

货币政策工具直达行动中，人民银行

重庆营业管理部全面推广“再贷款+科创

贷”“再贴现+科票通”专属产品，引导金融

机构为中小微科技创新主体提供信贷、票

据融资支持。今年上半年，全市金融机构

共发放“再贷款+科创贷”贷款27.1亿元，

支持科技创新主体786户；通过“再贴现+

科票通”信贷产品支持367户科技创新主

体实现票据融资61.7亿元。

“一行一品”创新行动中，重庆金融机

构灵活定制专属授信服务方案，减少对传

统财务指标的考量，增加对知识产权、研发

人员、研发投入等创新能力的评估；同时，

加大知识价值信用贷款、商业价值信用贷

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推广力度，创新推

出“创新积分贷”“专精特新信用贷”“科技

转化贷”等特色产品40余个。

重庆金融业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发展

全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超48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