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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三五三九制鞋有限公司
特殊工种人员从业情况公示

周静，女，2007年12月参加工作，2007年12月至2023年9月从事贴合成型工

和压延工工种；易怀均，女，2008年8月参加工作，2008年8月至2023年9月从事贴

合成型工工种；毛朝国，男，2007年12月参加工作，2007年12月至2023年9月从事

人力装卸搬运工工种。

公示时间：2023年9月13日—2023年9月18日

公示监督电话：023-47556995 023-47527209

际华三五三九制鞋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3日

关于对原江津市玻璃厂职工章丕富
特殊工种调查结果的公示

章丕富，男，身份证号：513226196807094517，1992年4月至2005年6月在原江

津市玻璃厂从事司炉工作。

公示期：7天（2023年9月13日—2023年9月19日），公示期间，欢迎社会各界

人士进行监督，如对本公示内容有异议，欢迎实名举报。

来信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鼎山大道 605 号

举报电话：023—47521277（区经济信息委群工科）

023—47531780（区纪委驻区经济信息委纪检组）

重庆市江津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3年9月12日

责编 周杭 编审 王鹏

本报讯 （记者 刘星欣 通讯员
苏俊杰） 昨日，记者从区农业农村
委获悉，我区今年争取到中央专项
资金 311 万元，拟扶持秸秆综合利
用市场化主体和集体经济组织发展
壮大，提升全区秸秆综合利用能
力，确保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
在90%以上。

农作物秸秆处理一直以来是困扰
农业生产的一大难题。在过去，露天
焚烧农作物秸秆是常见的处理方法，
其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不仅污染空
气，还威胁人和其他生物健康。我区
主要以水稻、玉米、红薯、油菜、花
椒等农作物秸秆为主，2022 年全区
农作物播种面积229万亩，秸秆总产
量71.2万吨，可收集量为59.5万吨。

为有效解决露天焚烧秸秆问题，
我区从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
化、原料化和基料化“五化”利用上
下功夫，探索农作物秸秆“变废为
宝”的方法，努力提高秸秆综合利用
率，让农民从“我想要烧”变成“我
舍不得烧”。

林家嘴社区 2022 年农业资源及
生态保护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以集体经
济组织为实施主体，可集中、统一、
高效地进行秸秆回收利用，对生态环
境保护、安置就业人员、壮大社区集
体经济起到显著作用。该项目投产
后，每年预计可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12万元。

该项目是我区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区委、区
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废弃物的综合利
用，出台了针对以花椒副产物为主的

“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相关政策，
鼓励市场主体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
花椒等本地秸秆、畜禽粪便等农业废
弃物为原料，对生产有机肥和生物燃
料等产品进行补助。

为了把专项资金用到“刀刃”
上，区农业农村委按照年度总体任
务安排，结合地方发展实际，印发

《2023年江津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项目申报指南》，明确项目申报主体

条件、资金来源及补助标准、补助
资金重点支持环节等，并严格按项
目申报指南和项目绩效目标编制
2023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
施方案，引导符合条件的主体积极
申报，并加强项目实施方案等申报
资料的指导审核。

“目前公开申报程序基本结束，
即将进入专家评审阶段。”区农业农
村委有关负责人李双双表示，现已收
到约 10 家潜在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

施业主的申报材料，由于专项资金有
限，将从中择优支持条件更为成熟的
市场化主体。

申报项目的资金来源由财政专
项资金和业主自筹资金组成，按照
市场化主体不高于建设总投资额
50%，集体经济组织不高于建设总
投资额 80%的补助标准，主要补助
与秸秆“五料化”利用相关的基础
设施建设、设备购置，着重对秸秆
收集、装载、运输、粉碎、传送、

压缩、打包等设备进行补助。
“目前全区参与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主体100余家，年离田回收利用
秸秆 16 万余吨，基本实现镇街全覆
盖。”李双双表示，接下来，将成立
秸秆综合利用专家指导组，确保专项
资金安全管理，将其用足用好用到
位，进一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切实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增加
农村就业渠道和就业机会，推动农民
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本报讯 （记者 刘星欣 通讯员
唐安国） 昨日，记者从重庆市邮政
管理局六分局获悉，目前全区电子
商务类邮件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
达 91%，企业采购使用符合标准的
包装材料比例达 97%，企业规范包
装操作比例达96%。

近年来，随着快递行业发展兴
旺，大量包装废弃物也随之产生。
一头连着生产供给，另一头连着消
费需求，快递业被称为经济发展与
消费活力的“晴雨表”，其兴旺的
同时，“绿色”包装正逐渐成为发
展趋势。我区统筹谋划推进“双
碳”工作，制定执行邮政快递业实
施方案，加强宣传引导和监督管
理，督促企业落实生态环保主体责
任，推进快递包装减量化、标准
化、循环化、无害化，全面助推

“无废城市”建设。
此前，为保证快递物品不被损

坏并尽量缩短打包时间，快递公司
打包时选用的包装盒远远超过物品
本身尺寸，随后再将塑料泡沫、气
垫薄膜、纸质衬板等大量填充物塞
入过大的快递包装盒内。过度包装
或电商商品的二次包装，让快递变
得越来越“胖”。

如何解决过度包装问题，为快
递“瘦身”？我区要求企业采购符

合绿色环保标准的包装物和填充
物，增加可循环快递箱盒和瓦楞纸
箱使用率，杜绝过度包装和二次包
装；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快递绿色包
装操作知识培训，提高快递包装盒
与寄递物的匹配度，防止大箱小
用，减少随意包装；在分拨中心、
末端网点等普及快递包装废弃物回
收箱，对新设置符合标准的包装废
弃物回收装置的邮政快递网点，按
照购买金额的50%给予补贴。

轻量化包装、可循环使用快递
箱、绿色回收装置……随着绿色环
保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相关企
业为快递包装“瘦身减负”。“以
前就算只是买盒面霜，也会给我寄
个大箱子，里三层外三层裹得严严
实实，大半箱都是防压泡沫。”家
住几江街道云鼎阳光小区的王女士
告诉记者，一度，拆快递后散落一
地的包装物让她感到头疼，现在的
快递盒大小适中，产生的垃圾也更
少了。她还会在取快递时，直接在
快递点将快递拆开,然后把包装留

下,这样既不用自己处理包装物,还
可以留给快递点进行回收利用，真

正实现物尽其用，让环保包装“转
起来”。

311万元中央专项资金助力

秸秆“变废为宝”助农增收

全区电子商务类邮件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91%

快递包装“轻”“绿”起来

秸秆打捆离田 记者 刘星欣 摄

区委第三巡察组进驻区中心医院
本报讯（记者 陈婷 实习记者 龙晨语）根据区委统一部署，9月

11日，区委第三巡察组巡察区中心医院党委工作动员会议在该院学
术报告厅召开，标志着区委第三巡察组正式进驻区中心医院。

区委第四轮巡察成立7个巡察组，对区中心医院党委等13个区
管党组织开展为期3个月的常规巡察。

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常
务副组长雷先斌作动员讲话。他指出，区中心医院党委要提高政治
站位，切实增强做好接受巡察监督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区委巡
察组要履行监督职责，配合开展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持
续纠治医药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要提升巡察质效，在推动政治监督
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上持续发力；要突出党建统领，加强协作配合、
严格纪律要求，共同做好本轮巡察工作，同心协力向区委、向群众交
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会上还开展了问卷调查和政治生态测评，要求区中心医院全体
干部积极主动地汇报工作，客观公正地提供情况，实事求是地反映问
题，确保巡察工作取得实效。

本报讯 （记者 刘星欣 通讯员
谭瑶） 日前，记者从重庆三峡电线
电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三峡电缆”） 获悉，该企业在重庆
东站的建设中，为项目建设临时用
电提供了 1200 万元左右的电缆电线
产 品 ， 如 35KV 及 以 下 电 力 电 缆 、
ZR-BV 电线、BTTZ 矿物质绝缘防
火电缆等产品，其过硬的产品质量
受到多方点赞。

三峡电缆为何能“入围”重庆
东站建设？

三峡电缆是一家国内知名的电
缆生产企业，“三峡牌”电线电缆为
公司主导产品，先后获得“重庆名
牌”“高新技术产品”“重庆市重点

产品”等荣誉。
“我们的产品能运用在重庆东

站 的 建 设 中 ， 得 益 于 公 司 一 直 以
来 高 度 重 视 产 品 质 量 ， 先 后 引 进
德国 SIKOR、日本 KAWASAKI、美
国 MARKEM-IMAGJE 等生产设备、
检测设备，现已建成现代化的生产
流水线 100 余条。”三峡电缆负责人
介绍，三峡电缆产品严格按国家标
准和国际标准组织生产，确保产品
质量安全，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此外，三峡电缆还参与了北京
大兴机场、重庆来福士广场、合福
高 铁 、 葛 洲 坝 水 利 、 重 庆 轨 道 交
通、温州地铁、重庆会展中心、国

家电网等众多重大项目的建设……
经过多年发展，该企业产品已出口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峡电缆跑出发展“加速度”，
是珞璜临港产业城厚植企业“茁壮
成长”的沃土、锻造企业发展“助
推器”的受益者之一。

近年来，珞璜临港产业城把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 、 实 现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 流 量 密
码”，采取提供“保姆式”服务、用
心用情做好要素保障、“量体裁衣”
般制定企业发展政策等措施，让企业

“强筋壮骨”，为经济“增肌活血”。
“借助建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

庆主枢纽’的‘东风’，我们多措并

举，定期走访调研，最大化满足企
业诉求，激励企业不断开拓多元化
市场，扩大自身知名度、竞争力和
影响力。”珞璜临港产业城相关负责
人介绍。

接下来，珞璜临港产业城将以
打造一批兼具创新能力、成长性和
国际影响力的重量级“种子选手”，
作 为 实 现 高 质 量 发 展 之 路 的 “ 灯
塔 ”， 着 力 破 除 企 业 成 长 的 “ 烦
恼”，加大支持力度，帮助企业稳订
单、拓市场，鼓励企业“走出去”，
加强国际国内合作交流，走出实现
企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蓄 势 赋 能 的 新 路
子，书写珞璜临港产业城高质量发
展的完美“答卷”。

“江津造”电缆“点亮”重庆东站

重庆市食品科学技术学会获批登记

办公场所落地西部食谷
本报讯（记者 吕晓 通讯员 陈婷婷）9月11日，德感工业园西部

食谷传来好消息，重庆市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通过市民政局审核，获准
成立登记。该学会办公场所落地在西部食谷。

重庆市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集聚了全市的相关高校、科研院所、检
验检测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食品科技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科技人
员。该学会成立将对加快重庆市食品与农产品产业技术升级、品质
质量提升、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承担起推动全市食品及
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责任。

今年6月，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要
着重打造五千亿级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粮油食品产业一直是江
津的支柱产业之一，重庆市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办公场所落户西部食
谷，对江津食品科技和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该学会将不断聚集专业人才，创新食品科学技术，促进食
品科研技术成果转化，加强本地食品科学人才高端智库建设，为本地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持。

区领导带队调研
我区城乡供水一体化运行情况

本报讯（记者 王茜）9月12 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世友带
队，就我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作开展专题询问调研。

目前，我区有各类水厂125个，其中城市水厂3个、镇级水厂23
个、村级水厂96个、园区水厂2个、其他自备水厂1个，总供水规模为
46.48万立方米/日。城市供水方面，江津自来水公司累计投资8.2亿
元，新建供水规模9.8万立方米/日水厂1座，新增转供水能力6万立
方米/日，改造老旧供水管网 140 余公里，完成一户一表供水改造
5000余户，供水品质不断提升。在村镇供水方面，农村集中供水率达
到91.14%，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0.74%。

当天，李世友一行先后实地查看了付家店水厂、先锋水厂、新德
感水厂、油溪海华水厂，询问并了解了水厂的水量、水质及供水范围，
参观了净化水的过程及相关设备等，进一步了解了各水厂的管理运
行情况。李世友指出，城乡供水事关千家万户，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各有关部门、单位、镇街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全力以赴推进城乡供水服务一体化、均等化。

包装废弃物回收 记者 刘星欣 摄

区领导探班电影《风流一代》剧组
本报讯（记者 周小烨 通讯员 庄朝兵）9 月 11 日，由贾樟柯执

导，赵涛主演电影《风流一代》在重庆影视城（江津白沙）开机拍摄。
区委副书记秦敏，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永芳到拍摄现场，探班《风
流一代》剧组。

影片讲述了从2001年至2022年，以中国北方小城恋人巧巧和郭
斌的分分合合为主线，他们与身边形形色色基层的人生故事，刻画社
会变革背景下一代人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描绘出一代人的生活。

当天，秦敏、杨永芳来到拍摄现场，探班《风流一代》剧组，与贾
樟柯、赵涛等剧组主创人员进行了热烈交流。杨永芳向贾樟柯推介
了《拍在江津》重庆影视城影视拍摄服务指南，就中国（白沙）影视
工业电影周、中国电影基金会钟惦棐电影评论发展专项基金等影视
产业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并热情邀请他多到江津、多到重庆影视城
拍摄电影。

贾樟柯表示，他和江津非常有缘，这是他继2012年拍摄电影《忘
了去懂你》、2021年拍摄贺岁短片《有家小店叫童年》之后，第3次到
江津拍摄电影。此次电影《风流一代》将在白沙镇、石门镇、慈云镇，
区融媒体中心等地取景拍摄，拍摄时间为9月11日至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