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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记者 曾露 肖乔
一条条笔直宽敞的柏油路纵横交

错， 一座座简约大气的标准化厂房鳞次
栉比……位于边贸中心的巫山县工贸园
区多功能厂房， 曾经荒草丛生的郊野之
地，如今正成为一片快速发展的热土，激
荡着蓬勃发展的新活力。

11 月 21 日， 记者在建设现场看到，
巫山县工贸园区多功能厂房建设如火如
荼，各类工程车往来穿梭，焊接声、切割
声、锤打声交织在一起，施工方正全力以
赴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筑“巢”蓄“能” 创建工业园区新样
板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经济强。
《巫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 O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指出，实施十亿级产业培育工程，通过
强链、补链、延链，完善产业链、优化产业
生态系统， 着力打造一批十亿级产业集
群。 积极推进工业企业绿色化改造，推行
清洁生产，建立绿色工厂、绿色车间。 积
极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 支持
引导企业采用自动化设备、工业机器人、
数字化智能化控制等先进技术装备和信
息化管理软件，建设数字化车间、智能工
厂，提升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推动工业
集群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实施龙头企
业培育工程，通过资源整合、兼并重组、
政策扶持和招商引资等多种方式， 着力
打造一批工业龙头企业。 到 2025 年，产
值过 5 亿元企业达到 5 户、 过亿元企业
达 15 户，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50 户以上。

然而， 与这一宏阔蓝图不相匹配的
是， 巫山的承载能力远远达不到高质量
发展要求。 最为直接的表现便是标准化
多功能厂房缺乏， 基础设施缺乏核心竞
争力制约了招商引资工作的质效。

建设标准化多功能厂房是承接项目
落地、提升产业集聚功能的重要平台，也
是优化营商环境、 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
的重要载体。 为了切实打通这一障碍，我
县对工业园区进行拓展， 进一步优化思
路，科学论证，腾笼换鸟，以打造产业集
群，进一步整合资源、规划用地空间为目
标，建设一批多用途的厂房、仓库，为招
商引资创造有利条件， 实现工业跨越式

发展。
“量身定制” 企业“拎包入驻”不是

梦
招商引资工业项目高效落地投产，

厂房是关键承载， 它不仅提供了生产和
加工的场所， 还关系着企业的生产能力
和生产效率。

为了给招引企业“轻装上阵”“拎包
入驻”提供硬件支撑，我县始终坚持标准
化多功能厂房建设与产业发展规划、企
业要求、“双招双引”、 高质量发展相契
合， 特别是针对部分生产型企业对厂房
的特定需求， 从设计源头就听取企业意
见， 从而提供定制化、 个性化的空间方
案，大大为入驻企业省去后期改造，节约
时间和材料成本。

此外，从供水、供电、供热、供气、提
供社会大生产的服务， 到科技开发的协
调、职工培训的组织、企业污染的综合治
理与环境美化、 企业与企业之间开展协
作联合等， 都可以在园区内得到较好的
解决，充分实现资源共享，使社会资源得
到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产出效率。

“目前， 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建设当
中， 其中， 有两栋厂房正在实施外墙施
工； 有三栋厂房正在实施主体框架结构
施工； 另外剩余的五栋正在实施土石方
桩基施工，整个项目预计 2024 年年底实
现竣工验收。 ”巫山县工贸园区多功能厂
房项目经理陈雪山介绍， 巫山工贸园区
多功能厂房项目纳入全县十四五重点项
目规划，积极承接我县产业转型升级，提
升城市投资环境， 推动工贸园区开发建
设。 该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47899.59 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116086.95 平方米，其中，
工业建筑 94815.94 平方米， 配套设施
4489.42 平方米， 车库 15844.19 平方米，
设备用房 937.4 平方米。项目包含标准化
工业厂房 9 栋，1 栋多层综合办公楼及地
下三层车库。 项目完工后将助推巫山县
工业园区（边贸中心）打造集生产、科研、
仓储、 物流为一体的现代化工业发展集
聚区，有效拉动巫山县经济的增长。

正所谓栽好园区“梧桐树”，引来企
业“金凤凰”。 截至目前，已有 2 家企业落
户巫山县工贸园区多功能厂房， 有 3 家
企业正在洽谈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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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忠虎 鲁作炳 文／图）
日前，记者走进庙堂水库施工现场，只见在
数十米高的大坝上，大型货车载着石渣来回
奔忙，水泥灌车装着混凝土，正在大坝左岸
浇筑着廊道。 该水库建成后，能解决江东新
县城、骡坪镇、两坪乡、楚阳工业园等 2 个场
镇、1 个工业园近 10 万人的生活生产用水。

庙堂水库工程位于竹贤乡庙堂村，是一
座具有城镇供水、农业灌溉及农村人畜用水
等综合功能的中型骨干水利工程。属市级重
点项目。 工程由大坝枢纽工程、借水工程和
供水工程三部分组成。大坝为沥青混凝土心
墙坝，最大坝高 107 米，水库正常水位 1118
米，总库容 1064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965 万
立方米； 借水工程由 1 号借水坝、2 号借水
坝、连接明渠以及借水隧洞组成；供水工程

总干渠及干渠总长 31.73 公里。
该工程由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

局有限公司承建。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
程局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水电十五局），成立
于 1952 年 10 月，为世界 500 强———中国电
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是
一家集能源电力、水利、公路、铁路、市政、房
建、 水资源与环境治理等业务综合发展，能
够提供投资、装备制造、施工建设及运营管
理等诸多业务，具有国际承包工程资质和经
济技术合作经营权的大型综合性中央企业。
“庙堂水库自开工以来，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安全质量可控。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
程局有限公司庙堂水库项目常务副经理李
海斌介绍。

据了解，该项目自 2020 年 12 月 2 日正

式开工，2021 年 4 月完成导（截流） 验收，
2021 年 4 月完成大坝上游临时度汛断面回
填至 1060 米高程，2022 年 3 月 15 日完成
大坝坝基验收。 截至目前，大坝填筑至高程
1081 米，距坝顶高程还剩 40 米，主堆石区
还需填筑 75 万方，计划明年 5 月份封顶；溢
洪道混凝土浇筑正全面展开。借水工程借水
隧洞全长 2082 米，已全线贯通；1 号、2 号借
水坝已完成开挖和埋石混凝土浇筑。

供水工程由暗渠、 隧洞和倒虹吸组成，
总长 31.73 公里，其中隧洞长 28.69 公里，累
计完成掘进 24.15 公里，剩余 4.54 公里未完
成。完成底板混凝土浇筑 10.6 公里。两处倒
虹吸已开始施工。“机电设备及金结将根据
土建施工进度计划逐步安排进场施工计
划。 ”李海斌说。

庙堂水库项目还作为巫山水利发展有
限公司 BIM 应用试点项目， 已于 2022 年 7
月通过 BIM 应用试点完工验收， 现阶段对
运行中反馈的问题，进行持续优化和运行维
护， 并配合重庆市水利局 BIM 技术管理平
台进行数据填报及联调工作。

巫山水利发展有限公司庙堂水库项目
经理余世军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保证枢
纽工程大坝填筑的持续推进。 加强现场管
理，保障渠系工程施工进度稳中有增。 细化
施工计划，在确保工程建设安全和质量的前
提下，要求施工单位要加快施工进度。 坚持
每周、每月召开会议，解决工程存在的问题，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施工进度计划。坚持
每季度组织各参建单位进行“创先争优，交
叉评比”活动，相互检查，取长补短，各单位
进行经验交流，确保项目稳步推进，力争按
期完成项目工程建设。

庙堂水库建设加速推进 大坝计划明年 5 月封顶
大坝填筑至高程 1081 米，距坝顶高程还剩 40米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任美莲
雷行星 何善春 文 / 图） 12 月 3 日，
2023 长江三峡青少年徒步大会在巫峡·神
女景区柳坪游客中心鸣枪开跑。 300 名参
赛选手同时出发， 开启一程最美三峡红叶
路的徒步。

早上 9 点，随着一声令下，参赛选手们
斗志昂扬的冲破起点线，向前奔去。

“很高兴参加本次活动，活动中我既欣
赏了沿途的风景，又锻炼了身体，还磨练了
自己得意志，如果下次还有这样的比赛，我
一定会踊跃参加。 ”参赛选手梁昌芯说。

当前，正值三峡红叶最红最美的季节，
徒步线路从巫峡·神女景区柳坪游客中心
出发到黄岩游客中心，路上途经瑶台、守望
台等多处景点， 山水之美与红叶之美相映
生辉，装扮出“飞峡云容白，悬江树影红”的
绚丽美景。行至其中，选手们不仅能感受到
体育竞技的激情，还能欣赏到自然的美景，
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本次比赛线路有 10 公里和 15 公里，
分亲子组、小学组和中学组，包含山地探险
步道、乡村公路等。 尽管有一定的挑战性，
但参赛选手都用意志诠释了坚持的力量，
先后奔赴终点， 在这场身心净化之旅中遇
见了更为广阔的风景。

参赛选手何仲仪说；“这次的徒步大会
让我感受到了跑步带给我的快乐， 也感觉
是一个非常不错活动， 也很享受和大家一
起跑步的时光。 ”

“这次活动主要是陪小朋友来参加 10
公里的亲子组，非常有意义，娃娃跑了 1 小

时 24 分， 很棒， 我也跟着坚持一个多小
时。 ”参赛选手喻俊达表示。

2023 长江三峡青少年徒步大会是巫
山首个青少年赛事， 该比赛充分结合巫山
自身资源特色，展现最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将巫山的人文韵味融合在赛事中， 以最直
接的形式，给予参赛选手最美的巫山印象。

近年来，巫山充分发挥山水、人文等资
源优势，以文旅融合发展为主线，以精品线
路为带动，区域联动、全域发展，大力实施

“旅游 +”行动，推动旅游与体育深度融合，
全力推进“三峡旅游精品景区”建设。

副县长屈大功出席活动开幕式。

左岸廊道浇筑。

2023长江三峡青少年徒步大会激情开跑

奔跑中的选手。

本报讯 （记者 周子杰 文 / 图）
伴随着霜风，沐浴着冬韵，初冬寒冷挡不
住门球运动员们似火的热情，渝、鄂周边
门球爱好者相聚巫山城，一场门球邀请赛
正在进行。

12 月 5 日，第十七届重庆三峡（巫山）
国际红叶节门球邀请赛在巫山县飞凤门
球场开幕，来自重庆市万州区、开州区、忠
县、巫山县和湖北巴东县、宜昌市等地的
二十支代表队，160 多名门球爱好者以球
会友，交流球艺，共享门球乐趣。

开幕式上，县门球协会主席向慧琳致
欢迎词， 县老干部事务中心主任陈霞讲
话，重庆市门球协会主席丁宗贤宣布 2023

第十七届重庆三峡（巫山）红叶节门球邀
请赛开幕。

赛场上，运动员们精气神十足，弯腰
瞄准、挥杆击球，以一系列行云流水的动
作充分展示精湛球技， 更展现积极向上、
壮心不已的夕阳风采。

据了解，门球运动是深受中老年人青
睐的健身项目之一。 近年来，我县不断完
善门球运动场地建设， 大力推进门球运
动。 本次赛事由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
会、县体育管理中心联合主办，参赛选手
们将在为期 2 天的比赛中，以五人制团体
赛的方式，按比赛成绩分出一、二、三名若
干，并发给奖金及证书。

第十七届重庆三峡（巫山）国际红叶节门球邀请赛开幕

比赛现场。

（上接第一版）对传统文化的演进逻辑和规律
形成清晰的系统认知。 二要全面把握传统文
化的多样性。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
元族群文化互融共存的庞大有机体， 拥有丰
富的民族文化谱系。 要充分结合中国传统文
化多样态、自耦合的显著特征，坚持从多重价
值维度、 多元文化视域全面探究中国传统文
化体系的内在联系和丰富意蕴，允执厥中、辩
证取舍。三要精准把握传统文化的可塑性。传
统文化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 其内核往往随
时代发展而深刻变化， 这使得传统文化具有
巨大的可塑性。要科学认识传统文化，结合社
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对传统文化作出顺应时
代、契合时代、引领时代的内容延拓、价值诠
释、形式更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激活传统文化的时代价
值。

突出现实向度， 加强对路径遵循的深刻
把握。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开拓创新，找到了以“两个结合”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最大法宝， 丰富了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时代内涵。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指导地位不动摇。 马克思主义是“两个结合”
的内在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两
个结合”的根本要义。要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 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要将党的文化领导
权贯穿始终，将“首要政治任务”贯彻到底，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践行新的文
化使命，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强政治底气。 另一
方面，要集聚破题创新的实践智慧不停歇。 马克思主义
具有实事求是的原理精髓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也
正是“两个结合”帮助我们把准不同时期主要矛盾、中心
任务的关键。 要不断突出问题导向，将破解难题、应对
挑战作为推进“两个结合”的现实抓手，加强对重大现实
问题特别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题、难题、偏题的研究，
将“两个结合”的整体经验细化为具体方法、详细方案，
能动认识、主动应对时代挑战，集聚破新题辟新路的实
践智慧，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增强实践底气。

突出世界向度，增强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只有
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 一要在交流互鉴
中实现更全面的自我完善。 中华民族“美美与共”的文
化传统与“海纳百川”的文化胸襟，是中华文明成就恢弘
气象的关键所在。 要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充分吸收世界
多元文化的丰富营养，以世界镜鉴为时代标尺，在多形
式、多途径的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实现更加深刻的自
我认知和更加全面的自我完善。 二要在交流互鉴中推
动更广泛的话语传播。 面对激烈的国际话语之争、叙事
之争，只有通过更广泛的对外传播锤炼“敢于讲”的底
气，中国声音才能被世界听见。 要积极总结国际传播规
律，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
体系，在对外交流中以“话语生动”掌握“话语主动”，把

“敢于讲”变成“善于讲”，以融通中外的亲和视角与亲切
表述、以自信的模样讲好中国故事。 三要在交流互鉴中
引领更平等的格局重塑。 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世界
文化共同繁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担当。 面对全球
文明格局深刻重塑，我们要顺势而为、应势而动，主动引
领全球文化发展，引领更加注重平等交流的合作风尚。
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着眼共建
共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天下大同”的世界
未来擘画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壮阔蓝图，为中华民族文
化自信赋予更加深厚的世界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