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梁平东山

国家森林公园远眺，连

绵起伏的青山如一道天

然的生态屏障环抱着双

桂城区，呈现出一派生

机勃勃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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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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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增量 提质量 扩容量

1至9月我区新登记经营主体5218户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庆

10月14日，梁平区开办企业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在指导市民办理业务。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改革开放的四十余年，是中国民营经

济蓬勃发展的四十余年。激荡的时代，极

速扩容的经济规模，如涨起的大水，滋养了

无数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贡献50%以上的

财政税收收入、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

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如今，

从官方到民间，民营经济“56789”的说法已

广受认可。

文章有起承转合，企业也是。伴随第

一代企业家的陆续退场，下一代如何接班，

成为了中国民企迫切需要回答的时代命

题。近日，《重庆日报》聚焦重庆知名民企，

策划了“接力棒 接住啰——‘创二代’接

班故事”系列报道。一期一个企业、一篇一

个故事，既讲述了重庆民营企业家“创一

代”筚路蓝缕的故事，也见证了“创二代”们

开拓进取的过程。如何传承企业家精神，

如何用创业撕掉“二代”标签，如何站在父

辈的肩膀上开拓企业未来……重庆“创二

代”的故事，能给许多面临类似情况的企业

和企业家带来启迪。

开拓未来，要铭记过去。纵观系列报

道中的“创二代”们，他们有的全程参与企

业发展与转型，有的在发展的重要节点接

管企业、谋划布局。一个共同点在于，他

们，都对企业的发展历程十分熟悉。因为

熟悉，所以知道企业的优势与短板，知道企

业经历过的风与浪。“父辈这么拼，我有什

么理由不努力”，这是“创二代”的共同心

声。知道企业如何成长，也能看到企业身

后的辙痕，“创二代”在“继往”中找到了“开

来”的思路。

开拓未来，要靠真本领。在本次系列

报道中，读者能看到“创二代”们敢闯敢干、

真抓实干的身影。例如，在三峡电缆的何

耀威身上，能看到坚持转型的魄力；在秋田

齿轮的刘一身上，能看到将传统齿轮制造

业带入新赛道的能力；在陈麻花的陈建兵和杨学武身上，能看

到挖掘传统小吃文化精髓的智慧，等等。通过这些故事，人们

能够发现，“创二代”心里有谱、手里有招，他们的思路很清晰、

措施很务实、成绩很显著，值得更多期待。

开拓未来，要不负“创”字。“创”是创业、创新、迭代思维，

是企业在高质量发展和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的重要根基。

“创二代”让人们看到，他们不仅是实干者，也是创新者，他

们正在补齐企业原创能力弱、同质化程度高的短板，也在用

行动坚守实体经济、防止脱实向虚，他们还主动将企业发展

与国家发展、时代大势联系在一起，他们立足重庆、放眼全

国，规避风险、勇闯新赛道。“创二代”，正在走出新的创业之

路，正在用更高的知识水平、更大的格局视野、更新的科技应

用，走出企业发展的新节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近年

来，从国家到地方，政策“大礼包”接连落地，为“创二代”送来

了时代的东风。几天前，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又公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释放出我

国稳定民营企业发展预期的积极信号。乘着东风，“创二代”

们大展身手的舞台已经展开，开拓进取的空间无比广阔。

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期待更多“创二代”，能如春笋

般从各行各业冒出来。更期待“创二代”们，能继承老一代企

业家的精神特质，坚持创新，以青年人的锐气、勇气、才气，为

重庆的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据2024年10月15日《重庆日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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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超32万亿元

10 月 14 日，记者获悉，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 32.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5.3%。其中，出口 18.62 万亿

元，增长6.2%；进口13.71万亿元，增长4.1%。

（据《人民日报》）

重庆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
个人贷款最高额度提高到80万元

10 月 14 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消息称，《关于

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已印发并执行。

《通知》要求，提高贷款额度。住房公积金个人最高贷款

额度从 50 万元提高到 80 万元，参贷后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从

100 万元提高到 120 万元；多子女家庭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从

6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参贷后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从120万

元提高到160万元。 （据《重庆日报》）

经营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经

营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今年以来，

我区以击鼓催征的姿态积极挖掘经营主

体增长潜力，在促增量、提质量、扩容量

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提高经

营主体生存和发展能力，推动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1 至 9 月，我区新登记经

营主体 5218 户，新增注册资金超 21 亿

元，超年度预期。截至目前，全区经营主

体保有量81354户。

促增量

让经营主体多生优生

“我在网上提交了营业执照申报材

料，前后不过 1 天时间，市场监管部门就

完成审批并把营业执照免费寄给了我，

不得不说现在开办企业真是方便高效。”

近日，位于梁平高新区的重庆蛋满满供

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熊鸿英称赞道。

“我们坚持促进经营主体多生优生

的原则，不断提高开办企业的便利度，助

力经营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区市场监管

局注册和许可科相关负责人谭承沣介

绍，今年以来，我区把“高效办成一件事”

作为优化审批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重

要抓手，放宽门槛、简便流程、提升实效，

持续优化开办企业“一网通办”“E 企办”

服务体系，打造零成本、零门槛、日办结

的市场准入高效通道，让群众“只进一扇

门、最多跑一次”。

同时，我区不断 深 化 政 务 服 务 模

式创新，迭代升级窗口服务能力和服

务体系，推动建设行政审批服务群众

满意窗口，统一申请规范、审查要点、

窗口办理等服务标准，提升登记规范

水平。

此外，我区持续推动解决“个转企”

直接登记、集群注册等难点问题，降低制

度成本，激发办事群众干事创业热情。

提质量

助经营主体“强筋壮骨”

市场有活力，发展才有动力。

为营造更加宽松开放的发展坏境，

助力经营主体“强筋壮骨”，我区聚焦企

业高质量发展所需所盼，从政策体系、服

务质效等方面发力，纵深推进助企惠企

服务，让经营主体充满活力往前走。

“今年以来，我们紧盯工作细节，通

过走访调研、线上交流等形式，主动靠前

服务，倾听企业发展诉求，了解企业发展

中的难点、痛点、堵点，帮助企业解决发

展环节要素制约问题，今年我们累计收

集到企业生产经营难题 32 个，目前已全

部解决。”谭承沣说。

除“实打实”助企纾困，我区各级各

部门还不断强化部门协作，做好惠企政

策服务，构建“奖补+扶持+引导”的政策

体系，从创新扶持、信贷贴息等方面给予

企业全方位支持；实施“凤还巢”工程，推

进“小培强”工程，发展壮大经营主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区还聚焦促公平，

强化执法监督，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扩容量

拓经营主体发展空间

宽松包容的创业环境、公平有序的

竞争环境、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能有效

拓展经营主体发展空间。

2022 年落户梁平的重庆永辉超市

有限公司梁平区时代城分公司，经营情

况良好。今年，公司在区市场监管局的

引导下还将进行“数字商超”建设，进一

步助力连锁食品超市发展。

“‘数字商超’建设不仅是连锁食品

超市监管变革，也是企业实现规范提升

的重要行动。”区市场监管局相关科室负

责人彭杰介绍。

依托“数字商超”创建，重庆永辉超

市有限公司梁平区时代城分公司将通过

技术创新和制度优化，主要建设食品安全

溯源管理和入场食品检测管理消费者在

线投诉、意见与建议管理等软件，添置食

品安全智能触摸查询一体机、AI 远程自

动识别摄像头、影像扫描仪器、标识标牌

等硬件，着力打造连锁食品超市从进货到

销售全链条数字化监管模式，进一步提升

执法部门监管效能，助力企业发展。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梁平区时代

城分公司的良性发展是我区不断拓展经

营主体发展空间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我区积极构建分型分类精准培育机制，

将个体工商户按照分型标准划分为生存

型、成长型、发展型，实施梯次化培育、差

异化帮扶。经“成长型”和“发展型”个体

工商户自主申报，符合分类标准的，分别

标注为“知名”“特色”“优质”“新兴”类个

体工商户，优先享受本地区在资金、培

训、贷款、荣誉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促进

多元化发展、示范性引领。

沃野田畴奏欢歌 “农”墨重彩景如画

——梁平全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又到桂花盛开时 一缕芬芳香满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