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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日，来自重庆市税务局消息称，为进

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我市出台重点群
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限额（定额）标准。

该政策由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和市乡村振
兴局等五部门共同制定，经市政府同意出台。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
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5
号），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我市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持《就业
创业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
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的人员，从事个体
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 年
（36 个月，下同）内按每户每年 24000 元为限额

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 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
得税。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企业招用脱贫人口， 以及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
《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企业
吸纳税收政策”）的人员，与其签订 1年以上期限
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自签订劳
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 在 3 年内按实
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 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
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7800元。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依
据是享受本项税收优惠政策前的增值税应纳税
额。 （转自《重庆日报》）

重庆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出台

重庆日报讯 11 月 3 日下午， 市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
江西考察和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
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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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 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
循。 我们要全面学习、抓好贯彻落实，聚焦西部金融中心建
设，深入实施“智融惠畅”工程，着力构建金融机构组织体系、
市场体系、服务体系、创新体系、开放体系、生态体系和基础
设施体系，努力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
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强调，要提升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积极赋能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体
系，助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围绕构建现代制造业集群
体系、科技创新、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等做好金融服务。要打造
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 推动集聚总部型国际化金融机
构，提升本地法人机构能级，迭代升级“千里马”行动，完善金
融市场规则。 要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打造创新性金融改革标
志性成果，深化中新金融互联互通，加快金融领域数智化转
型，打造富有重庆特色的数智金融平台。 要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
制，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
统性金融风险底线。要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人才
队伍，加强专业金融人才引进培育，加快提升领导干部的金
融工作能力，打造高水平金融智库。 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
全面领导，强化党建统领，层层压实责任，切实把党的领导优

势转化为金融工作实际成效。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把握推动新时代东北
全面振兴的重要意义、 重点任务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要
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
兴战略对接，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大力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抓好惠民暖心优服行动，扎实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 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 70 周
年贺信精神，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紧扣“两个健康”主题，强
化思想政治引领，加强民营企业党的建设，推动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抓好工商联自身建设，更好地在现代化新重庆建
设中凝心聚力、担当作为。

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
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党的领导全面贯
彻落实到工会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主动服务落实国家重大
战略，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助力科技创新中心和人才
高地建设，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中建功立业。 要推动改革发
展成果更好惠及劳动者，健全服务保障体系，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要打造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
工会组织，积极推动工会组织全方位系统性重塑。 要加强党
对工会和工会工作的领导，创新党建带工建工作机制，重视
培养和使用工会干部，注重发挥工会组织作用，为新时代工
运事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罗彬） 直奔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去，旨在现场调度、推动项目建
设提速加码。 11 月 2 日，县委书记曹邦兴深入我
县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调研，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
度，现场研究项目建设存在的困难问题。 他强调，
全县要牢牢扭住重点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集
中时间、集中力量、集中精力抓好项目建设，不断
提升项目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努力推动重点项目
建设提质增效，交出一份群众满意的高分答卷。

进入四季度，我县各项目建设现场呈现出一
派全力冲刺的繁忙景象。 建设者们紧盯时间节
点，抢工期、赶进度，推动项目建设“加速跑”。 在
摩天岭森林生态康养运动中心、 疗养中心项目、
工贸园区多功能厂房项目、龙门复线桥项目等施
工现场，挖掘机、吊车、运输车等上百台施工机械
开足马力加紧作业，机械轰鸣声不绝于耳。 工人
们在各自岗位上有序操作，现场一片忙碌，洋溢
着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的奋斗热情。

项目建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是
稳投资、强信心、促发展、惠民生的“主抓手”。 曹
邦兴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树立“项目为王”理念，
切实增强抓好项目建设的紧迫感、责任感，坚定
信心、主动作为，下沉一线、靠前服务，及时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统筹做好要素保障，保障重点项
目快推进、早投产、早达效。 要围绕各自功能定
位，健全强有力指挥调度体系，强化高效运转的
调度机制。 要抢抓新赛道，强化顶层设计，统筹考
虑项目建设、经营和发展后续，系统科学谋划项
目。 要加强统筹，节约投资，强化“规划设计 + 建
设 + 经营效益”扁平化协调、一体化办理，加快已
定项目建设进度，加紧谋划一批项目，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储备一批项目。 要强化底线思维、风险
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统筹抓好安全生
产、生态环保等工作，真正把重点项目建成优质
工程、安全工程、示范工程。

曹邦兴强调，当前，已进入全力冲刺阶段。 抓
重点项目建设，就是抓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和引领。 全县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市委工作要求
和县委工作安排，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
任务，切实增强抓好重点项目建设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始终将项目建设摆上首要位置，进一步提
振精神、鼓足士气，不迟疑、不拖沓，说了算、定了
干，确保说干就干、干就干成、干就干好。

要进一步强化工作机制、统筹调度。 坚持目
标导向，对标对表年度目标，清单化梳理节点任
务，抢抓当前有限施工期，快马加鞭、大干快上、
压茬推进，确保重点项目建设高效推进；坚持责
任导向， 持续加强项目清单管理和动态跟踪，压
实领导调度、部门联动责任，提升积极作为、主动
担当，靠前指挥能力，推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全
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要立足当前
和长远，按照“五个一批”要求，提前谋划储备明
年重大项目，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前期工
作效率，推动全县重点项目滚动发展、良性循环，
切实以高水平、高品质项目建设赋能县域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县领导王春梅、苗剑、卢家平等一同调研。

市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推动全市金融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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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讯 11 月 2 日， 巫山龙骨
坡遗址， 黄万波等 5 位中国考古学界大
家齐聚，目光锁定在了面前 30 平方米的
土地之上———龙骨坡遗址第五次发掘，
有了阶段性成果。

在过去的近 80 天里，龙骨坡遗址进
行了第五次发掘工作。 这 30 平方米，就
是此次的发掘范围。

阶段性成果包括多个方面
龙骨坡遗址第五次发掘于 8 月 16

日启动，阶段性成果包括以下多个方面：
本次发掘是龙骨坡遗址自 1985 年

发掘以来，运用现代科技最全面、多学科

参与最多的一次发掘工作，对地层层序、
遗物埋藏、 洞穴成因等有了更清楚的认
识；

发现数量可观的石制品材料， 为历
年单次发掘数量最多的一次。

至此， 龙骨坡遗址第五次发掘告一
段落。 接下来，发掘团队将申报进行进一
步的发掘工作。

此次发掘旨在寻找“证据”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

研究员、 本次发掘工作的专家顾问黄万
波介绍，此次主动性发掘目标主要包括：

精细化发掘寻找龙骨坡文化创造者

的生物学证据和文化证据， 包括人类化
石和确凿的人类文化遗存（石制品）；

发现巨猿其他部位的重要化石，为
研究巨猿的体质特征及其与文化人类学
的关系，提供新材料；

对龙骨坡不同层位发掘出土的动物
牙齿化石采用科学方法进行年代测定，
以建立更系统的年代框架，等等。

计划启动新一轮考古发掘
黄万波介绍， 此次发掘的目标没有

全部实现， 龙骨坡文化创造者的生物学
证据和文化证据， 包括人类化石和确凿
的人类文化遗存没有找到，“因此， 我们

希望能开展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工作。 ”
龙骨坡遗址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处

200 万年前地层保存完好的古人类遗址
所在地，并包含着 13 个文化层。

除了继续发掘外， 龙骨坡遗址的保
护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在遗址现
场， 龙骨坡百万年人类文化遗址保护建
设项目方案已经对外展示。

项目建成后， 这里将成为长江重庆
段“一轴、两廊、三区、多园（带）”整体空
间布局中的一个核心展示园， 彰显长江
文化悠久的历史。

■对地层层序、遗物埋藏、洞穴成因等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发现众多石制品材料，为历年单次发掘数量最多的一次

巫山龙骨坡遗址发掘阶段性成果来了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王忠虎）
11 月 2 日， 巫山龙骨坡遗址考古发掘项
目中期评估会在庙宇镇召开。 此次评估
会旨在评估 2023 年度巫山龙骨坡遗址
考古发掘项目阶段性成果， 并探讨下一
步发掘与研究计划。 巫山县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黄勇，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项目
总负责人赵雄伟、 巫山博物馆馆长张潜
等出席会议。

此次评估会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王
社江，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夏
正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
平四位国内旧石器时代考古与第四纪地
质方向的权威专家参与。

与会专家们深入探讨了龙骨坡遗址
的本次发掘成果，对已出土的石制品、动
物化石进行了详细观摩， 并就下一步的

发掘和研究计划进行了深入讨论。
龙骨坡遗址位于巫山县庙宇镇新城

村，自 1985 年以来，已经历过四个阶段
的考古发掘，出土物包括人科化石、石制
品及多种脊椎动物化石。 根据动物群及
地层对比为早更新世早期， 最新测年结
果为距今 250-200 万年前。 该遗址是目
前欧亚大陆最早的古人类遗址之一。 这
一发现， 填补了中国早期人类化石的空

白，支持“人类多地区起源”学说具有极
为重要的科学价值， 对研究长江及其三
峡谷地的发育史亦有参考作用。 第五阶
段考古发掘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启动，
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主持发掘， 经过
了近 80 天的精细化发掘，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对龙骨坡遗址获得了新发现、取得
了新认识。 （下转第二版）

龙骨坡遗址中期评估会召开

深秋时节， 在大昌湖国家湿地公园
里，白鹭、鸬鹚和各种野鸭等国家级保护
鸟类陆续飞来， 在美丽的湖滨栖息越冬，
与天空、湖水、民居以及色彩斑斓的林木
构成一幅优美的生态画卷。

巫山地处三峡库区水土保持功能区、
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 近年来，巫
山持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不断
提升“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三峡红叶、四
季云雨”的山水颜值。 随着长江三峡两岸
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公园成了白骨顶
鸡、白鹭、斑嘴鸭等珍稀鸟类的“天堂”。

目前， 大昌湖国家湿地公园已发现
140 余种水禽和鸟类，成为候鸟天堂。

记者 董存春 王忠虎 摄

大昌湖国家湿地公园
成为珍稀鸟类的“天堂”

和谐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