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无缝对接、走深走实。 同第一
批主题教育相比，第二批主题教育涉及的单
位和人员数量更大、层级更多、领域更广、情
况更复杂，更需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
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充分借鉴第一批主
题教育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 科学谋划
好、精心组织好，确保主题教育有声有色、见

人见事、取得实效。
标准不降、力度不减。 全市上下要强化

责任落实、加强督促指导、注重分类施策，重
点在政治铸魂、理论武装、为民服务、改革发
展、固本强基、检视整改上下功夫，把坚定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贯到
底，把党的创新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

续提高服务群众的自觉性和能力本领，努力
交出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推动基层组织
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建体系化推进、常态化
落实的机制，不断增强主题教育针对性实效
性。

部署已明确，关键是落实。 让我们切实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以务实作风和有力举措，高标准高质
量落实好第二批主题教育各项任务，善始善
终、善作善成，确保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开好
局起好步！

高标准高质量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

市民若发现网上假新闻和新闻欺诈行为，
请拨打巫山县委网信办举报电话 57633010。

E-mail：wsnew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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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陈久玲 文
/ 图） 科技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
变量”，要把这个“变量”转为“增量”，重中之
重是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今年以来，
县科技局以“138”工作体系为抓手，深入实
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
动计划。 上半年，培育入库 2 家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新增市级科技型企业 19 家，分别
完成市定任务的 200%和 172.7%，高新技术
企业双位增目标完成率、科技型企业双位增
目标完成率在二季度晾晒指标中获得 A
档。

瞄准新赛道，激发新动能，巫山更有新
举措。 9 月 11 日。 记者在神女药业、巫峡粉
丝厂、鼎立元药业看到，生产设备轰鸣声不
绝于耳，工人们在不同工序间流转……让人
不禁点赞巫山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科技型中
小企业遍地开花、高新技术企业量质齐升的
蓬勃发展局面。

优质的创新环境是技术成果转化的“良
田沃土”， 环境优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科研
团队带着技术投奔而来。当前，我县与 10 余
所市内外科研院校建立合作关系，柔性引进
科技人才 400 余人，实施技术攻关、试验示

范、成果转移转化等科技项目 30 余个，引进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500 余项，解决技术难
题 400 余个。

值得一提的是，我县全力构建“微成长、
小升高、高变强”的孵化育成体系，建立分类
推进、梯次发展、动态管理的梯次培育模式，
形成分类、梯次、逐步发展的过程。 同时，筛
选出研发能力强、 发展潜力较好的中小企
业，进行科技型企业入库，对入库的企业根
据发展情况，引导在研发投入、技术创新、成
果转移转化等方面加快发展，逐步实现向市
级科技型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转型发

展。
县科技局作为主管部门， 通过企业集

中、专家上门、网上宣传等各种方式，逐个分
析补齐创新要件。 面对面就相关科技政策、
科技型企业申报和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政策
进行具体解读， 面对难点疑点进行现场答
疑，制定个性化的创新发展路线，帮助企业
知晓理解、用足用好政策，引导企业进一步
坚定信心，协同配合，为企业创新发展提升

“添砖加瓦”。
新兴产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助推

器”和“加速器”，也是破题新旧动能转换，向
发展要效益的抓手。我县正聚力提升创新致
胜的硬核能力，以集聚高层次科技人才和创
新团队为支撑，以引育高成长性科技企业为
重点，实施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双
倍增”行动计划，推动高新企业“规模化”，规
上企业“高新化”，围绕“新”字发力。

同时， 聚焦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数
智科技、绿色食品、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环
境保护等技术需求， 围绕产业链布署创新
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努力在巫山生
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重
点领域抢占制高点，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
力的创新型产业集群。

县科技局党组成员尹鼎告诉记者，接下
来，他们将锚定“一个总体目标”，建设具有
渝东北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明确“三个
发展定位”，即，建设现代化农业科技创新高
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承接高地、优秀科技
人才汇聚高地； 实施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攻
坚、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
创新平台建设提升、 高水平科技人才聚集、
关键领域技术攻关、 科技开放合作深化拓
展、科技服务发展、新时代科学普及“八大行
动计划”， 奋力为现代化新巫山建设提供坚
实的科技支撑。

二季度晾晒指标中获得 A 档

巫山科技创新按下“快进键”

神女药业的工人正在忙着打包。

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文 / 图）
东西协作显真情，烟台·巫山一家亲。9 月 10
日傍晚，烟台文旅推介团“闪现”市政广场，
开展“畅游仙境海岸，品味鲜美烟台”烟台文
化旅游公众推介活动，以接地气的互动方式
推介烟台文旅资源，邀请巫山及重庆游客到
烟台“探亲旅游”。 县领导林福云、黎锦华参
加活动。

华灯初上，烟台文旅推介团现场布置烟
台美景、美食、美物宣传看板，滚动播放烟台
文旅宣传视频， 并设置张裕葡萄酒品鉴展
位，以及烟台苹果、莱阳梨膏、秋月梨、蓬莱
葫芦、烟台海鲜产品等烟台特产展，吸引我
县市民驻足品鉴。

旅发集团的演员们快闪街头，助力烟台
文旅推介团， 向市民发放烟台旅游攻略、宣
传折页，邀请扫码烟台文旅官方微信。 烟台
旅行社相关负责人亲自化身“导游”向现场
市民推介烟台亲子游、休闲游旅游线路。 烟
台文化艺术中心主持人与市民通过有奖问
答进行趣味互动，也让人印象深刻。

“这次烟台文旅局带领山东半岛的青
岛、烟台、威海等市的 30 余家旅游经销商走
进巫山，开展文旅资源、文旅线路的考察，旨
在帮助巫山打造新的旅游线路和产品，带动
广大的胶东人民来到巫山旅游，同时我们在
市政广场开展公共推介活动，让巫山人民更
好地认识烟台，更好地促进烟台和巫山的文
化旅游合作，为巫山旅游的新时代新征程助
力。”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任建平说。

期间， 烟台文旅考察团还考察了巫峡·
神女景区、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大昌古镇
等，并召开胶东半岛旅行渠道商考察巫山座
谈会，两地就文物保护、景区创建、民宿开发
等方面交流意见，互相学习借鉴，实现两地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双向奔赴”。

烟台文化旅游公众推介活动走进巫山

烟台文旅推介团向我县市民介绍烟台特色产品。

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近日，在我县经商的湖
北籍人士谢先生在网上看到巫山县与建始县实现不动
产登记“跨省通办”的新闻后，抱着尝试的态度来到我县
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位于建始县高坪镇的一处避
暑房的产权证。

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接到登记申请后，迅速和建始
取得联系，按照转移登记要求，核查身份采集人像，指导
谢先生填写申请表，并在申请表上加盖巫山县业务受理
专用章，利用网络进行资料传递，推送缴税二维码。不到
一小时，巫山、建始两县携手为谢先生办结完成转移登
记，建始不动产登记中心即时为谢先生寄出不动产权证
书。谢先生为巫建两地的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这一改
革举措称赞不已。

该宗不动产转移登记业务的成功办理，得益于巫山
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建始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今年
签订的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的
签订打破了巫、建两地只能在房屋所在地办理业务的属
地限制，通过“异地申请、属地审核、协同联动”不动产登
记“跨省通办”新模式，实现两地企业和群众不动产登记

“就近办理、一次办成”，解决在居住地和不动产所在地
间“往返跑、多地跑”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办事企业、群众
便利度和满意度。

下一步，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根据实际和推进情
况，进一步优化、深化“跨省通办”合作模式，同时拓宽跨
省范围，增加合作城市，打造更多的优化便利条件，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服
务。

巫山、建始办结首例
“跨省通办”不动产转移登记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文 / 图） 近日，县公安
局出入境大队针对江东新区酒店接待境外人员的现实
需求，以及工作中的短板问题，积极主动作为，采取“送
教上门”的方式对酒店开展境外人员住宿登记培训。

本次培训在巫山鸿飞大酒店、云水江畔酒店进行。
培训中，外管民警就接待境外人员的流程、要求和注意
事项进行了阐述；就境外人员的证件种类、证件识别、信
息录入、录入要求、注意事项以及境外人员管理适用的
法律法规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就登记过程中容易出
错的环节，尤其是对港、澳、台居民持通行证和居住证登
记的不同处理方式和登记要点进行重点强调。 并现场
进行了系统操作演示，答疑解惑。

“本次上门培训内容详实、贴合需求，为我们酒店做
好境外人员接待工作奠定了基础。 ”巫山鸿飞大酒店相
关负责人表示，衷心地感谢县公安局出入境大队考虑企
业所需，“送教上门”。

出入境大队：
“送教上门”开展酒店
境外人员住宿登记培训

民警现场演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