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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这十年 好人在身边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周渝文

9月19日早上6点过，在铜梁区巴川街道六顺花园小区门口，陈淑
梅老人的早餐铺准时出摊，她一边把食物装袋，一边笑着说：“多亏周围
邻居照顾，现在每天包子馒头能卖600个左右，有时还不够卖呢！”

陈淑梅和老伴李其云今年都是66岁，两人的独子李道生在2013
年因意外身亡，留下了67万元的债务和两个年幼的孙子。忍着丧子
之痛，老两口向所有债主承诺：“儿子的债，我们来还！绝不赖账！”

此后几年时间，两位老人靠卖包子馒头、打零工等，终于替儿子还
清了所有债务，陈淑梅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包子婆婆”“诚信婆婆”。

儿子不幸离世 平静生活被打破

陈淑梅、李其云的老家在铜梁区平滩镇青杠村，两人于1980年
结婚，第二年生下了儿子李道生。2009年前，陈淑梅一家外出打工
挣了些钱，回铜梁城区买了100多平方米的商品住房，两个孙子在
2007年、2008年相继降生，儿子做着塑钢门窗生意，一家人的小日
子过得还不错。

2009年，塑钢门窗生意越来越冷清，李道生连续亏损，不断举
债。这时，陈淑梅患上了多发性肌炎，住院治疗两个月，用去医疗费
近10万元。看到家里欠了这么多债，儿媳扛不住了，经常和李道生
吵架，随之离了婚。

离婚后，李道生一边继续支撑着生意，一边帮建筑公司开水泥罐
车。2013年4月18日，李道生爬上水泥罐车整理物品时，不小心从车
顶跌落，头部受重伤不治身亡。得知噩耗，陈淑梅和李其云当场晕厥。

“我们心里苦点没啥，不能影响两个小孙子。”陈淑梅说，看着两个
小孙子，她就感觉儿子还活着，她和老伴有责任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

债主上门讨债 老两口绝不赖账

听说李道生走了，很多债主担心账收不回来，赶紧跑到陈淑梅面
前出示借条。面对一个个上门讨债的债主，陈淑梅说：“你们的钱也
是血汗钱。放心，只要借条上有我儿子的签字，我都认。没借条我们
相信的一样也认！我会尽快还你们的钱，绝不欠一分钱。”

经过核计，李道生共欠下了67万元债务，连房子都抵押给了债主。
陈淑梅捧着儿子40万余元死亡赔偿款，感觉像是捧着儿子怦怦

跳动的心脏。“得给孙子留个窝，一家人有个落脚的地方。”陈淑梅还
掉了第一笔30万元欠账，将房子赎了回来。

按照借据日期，先借的就先还，陈淑梅拿出儿子剩下的死亡赔偿
款和家里的所有积蓄，又还了20万元欠账，还剩下17万元的债务。

李其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子。搬到城里后，他不知道该怎
么挣钱。捡了一段时间破烂后，一些好心邻居介绍他到工地上打零工
挣钱还债。

打零工开早餐摊 信守承诺还清欠债

2013年5月，在小区邻居的帮助下，陈淑梅到铜梁城区步行街
一洗衣店当了洗衣工。每天不停地搓洗和冷水浸泡，陈淑梅双手关
节患病，一沾水就钻心地疼。

两个孙子还小，自己双手又有老毛病，陈淑梅就想找一个既能照
顾孩子，又能挣钱的工作。

老两口的不幸遭遇和替子还债的事迹深深打动了周围的人，纷
纷给他们出主意。在社区干部、小区物管和邻居等的帮助下，从
2014年8月起，陈淑梅在小区开起了早餐摊。

他们做的馒头包子个大便宜，口味也不错。附近小区的居民得
知老人坚持靠劳动替子还债，都纷纷前来购买。

做早餐摊的这几年，每年除了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休息，陈淑
梅从未缺席，最多时一天要卖七八百个包子馒头，“早上我和老伴一
起把摊摆好，他再出门去打点零工。”

2019年，陈淑梅和李其云用这几年摆摊、打零工的积蓄，以及爱
心人士捐赠的善款，替儿子还清了最后一笔欠款，两位老人终于长舒
了一口气。债务还清了，可家里还有两个孙子和两位90多岁高龄的
父母要养活，“肯定还要继续干。”

前些年，陈淑梅的包子馒头一直坚持卖5角钱一个，直到这两年
面粉涨价了，她才涨到7角5分一个。现在，老两口一个月的收入有
六七千元，还有许多好心人来关心他们，两个孙子的入学问题也得到
解决，生活逐渐变好。

“做一个诚信的人”，一直是陈淑梅、李其云坚守的信念，他们也
先后被评为“中国好人”、第六届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等。

“中国好人”陈淑梅、李其云夫妇：

信守承诺
卖包子馒头替子还清欠债

□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9月20日上午8点，巫溪县兰英乡西
安村，巫溪县瑞雪药材公司的中药材基地
里，75岁的王从知行走在田间，目光如
炬。

他的视线定格在一堆浮土上，这堆土
比旁边的高，旁边的太白贝母都耷拉着枝
叶。王从知跨步上前，开始刨土，几下功
夫，一个隐藏在浮土下的鼠洞便出现在眼
前……

王从知从小在西安村长大，为了保住
口粮，他从小学会了捕鼠。后来，日子好过
了，大家不愁吃喝，便没人再捕鼠。

近年来，中药材产业成为西安村乡村
振兴重要产业，可遍地的中药材引来偷食
的老鼠。在这场保卫中药材的“人鼠大战”
中，王从知的捕鼠手艺重新派上了用场，捕
鼠如今成了他的职业。

一年灭鼠上千只

“这个洞有拳头大，偷食的应该是个山
老鼠，要两只竹箭才抓得住。”王从知一边
打量鼠洞，一边从随身的包里取出一根

“丫”形树杈，两头枝丫朝下插进土中固定，
再拿出一副竹制弯弓和两枚磨得锋利的竹
箭，把弓绑在树杈上，麻绳做的弓弦紧绷绷
地拉满，两枚竹箭箭头对准鼠洞，再用浮土
把洞封住。

这副看起来像小孩玩具的弓箭，就是
王从知的捕鼠利器。“别看它不起眼，可灭
山鼠百发百中。”王从知满是褶皱的嘴角向
上弯出弧线，腰板挺起来。老鼠的习性是
晚上出没，只要通过这个洞，触发机关，张
满的弓弦弹出，锋利的竹箭会立刻贯穿老
鼠的身体，“不信明天你来看。”

“蛇有蛇道，鼠有鼠路。”说起老鼠的习
性，王从知滔滔不绝，田间地头，一般老鼠
挖过的地方，土都要比旁边的高，那就是鼠
路，“这种小个点的山老鼠只需要一只竹
箭，但机关要设在鼠洞的尽头，因为这种老
鼠不走回头路……”

这份自小习得的手艺如今成了他谋生
的工具——村里两家中药材企业雇他专职
捕鼠，按月发薪水，还有公司按捕鼠的数量

结账，抓一个100元。一年下来，他捕鼠至
少上千只，靠捕鼠收入至少三四万元。但
附近村民叫他帮忙，他却不收费，二话不说
上门。

王从知抓老鼠有股狠劲，只要看到药
材地里有老鼠，不抓到不肯罢休。有一次，
他在刨鼠洞时，老鼠一口咬住了他的手指，
他忍着疼，还是硬生生地把老鼠从洞里给
扯了出来。

“我不狠它（老鼠）就狠，毁起药材来
（让人）心疼。”王从知说，老鼠偷食贝母底
果（即贝母鳞茎，入药部位），所过之处破坏
中药材根系。老鼠还有储存粮食的习惯，
去年他捣毁了3个老鼠窝，每个窝里囤积
的贝母有5斤多，价值好几千元。

小时候曾“鼠口夺粮”

王从知捕鼠的手艺源自儿时。
西安村位于大山深处，东与湖北大九

湖相连，南与巫山官阳镇接壤，平均海拔
1600米，山高坡陡，草深林密。

过去不通路，村民们只能种点苞谷、红

苕、洋芋当口粮，在深山里找些云木香、独
活等中药材，烘干后背出村去卖。

大山里老鼠多，它们在田间打地洞啃
食红苕、洋芋，祸害庄稼地。“当时人都吃不
饱，怎么能让老鼠偷了去。”王从知从小就
跟着村里的长辈学捕鼠，他们活用树枝、竹
子、麻绳自制弓箭，自设土机关捕鼠，从“鼠
口夺粮”。

土地包产到户后，吃饱已不成问题。
改革开放后，年轻人逐渐外出打工，在家的
老人种点苞谷、洋芋，吃穿不愁，便也无人
肯花心思再去灭鼠。

巫溪县是全国中药材生产重点县，近
年来以高山野生贝母为种源自主选育了

“巫溪太白贝母”这一品种。
西安村海拔高、立体气候明显，村委

会所在地狭长平坦，有“西安槽”之称，特
别适合发展中药材。2008年，巫溪县瑞
雪药材公司负责人陈基禄在西安村发展
了100亩贝母，但刚刚种下，山鼠就结队
而来。

太白贝母是名贵中药材，一亩地产值

能达到三四十万元。但投入高、种植周期
长，当地民间流传“1年一根针，2年一根
苗，3年一飘带，4年一棵树”，形象地说明
了太白贝母的种植难。

陈基禄说，当时大家想了各种方法灭
鼠，什么捕鼠板、捕鼠夹、粘鼠贴、鼠药等都
试过，但这些在城市常用的灭鼠方法用来
对付大山里的老鼠却“水土不服”。

这时，有人向他推荐了王从知。“当时
看他拿着自制的弓箭，就跟小孩玩具一
样。”陈基禄说，没想到这土工具的效果极
好，一开始每天能抓三四十只，基地的老鼠
少了，贝母一天天长大了，他也聘请王从知
专职为基地捕鼠。

小山村的“千万产业”

靠着脱贫攻坚期间打下的产业基础，
这几年，中药材产业成了西安村的主打产
业，现有独活2500亩，太白贝母400余亩，
在地中药材4000亩左右，年综合产值超过
2000万元。今年，仅贝母一项，产值便近
千万元。

村里引进了7家中药材企业、2家合作
社，还成立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带领村民共
同发展。这些年，西安村成功创建“重庆市
一村一品中药材示范村”，是巫溪县太白贝
母种源及种植基地和千亩独活规范化种植
示范基地。

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村民返乡创业。
西安村党支部书记方孝见说，全村共578
户、2067人，过去大多数人在外打工。自
从中药材产业发展起来后，如今在家村民
480户、1860人，家家有产业，户户种中药
材。今年，预计人均收入将达到2万元。

小山村重新热闹起来，过去大家都不
在意的“鼠患”问题也浮出台面，过去曾一
度消失的“灭鼠”手艺又重新吃香了。目
前，不少村民跟着王从知学灭鼠，一定要把
小山村的“千万产业”做大做强。

巫溪“千万产业”催生山村新职业——

山村捕鼠人别样守护中药材

陈淑梅、李其云夫妇靠卖包子馒头、打零工等替子还债。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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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欣）近悦远来，书
香重庆。9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
市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获悉，2022年“书
香重庆”全民阅读系列推荐活动获奖名单
已经揭晓。活动评选出了包括“十佳最美
书店”“十佳全民阅读推广示范单位”“十
佳最美阅读空间”“十佳全民阅读点灯人”
等在内的50个先进集体和个人，以及“十
佳渝版渝创图书”和30项“优秀全民阅读
推广活动”。

2022年“书香重庆”全民阅读系列推
荐活动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经层层

推荐、专家评审和公示，确定重庆书城等
获选“十佳最美书店”，重庆红岩革命历史
博物馆等获选“十佳全民阅读推广示范单
位”，初心书屋等获选“十佳最美阅读空
间”，下庄村“学习强国”数字农家书屋等
获选“十佳提名最美阅读空间”，徐鹏等获
选“十佳全民阅读点灯人”，《中国共产党

重庆100年简史》等获选“十佳渝版渝创
图书”，甲骨文学堂等获选“优秀全民阅读
推广活动”。

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推荐活动旨
在推动“书香重庆”全民阅读服务体系建
设，发挥全民阅读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
作用。

2022年“书香重庆”全民阅读系列推荐活动获奖名单揭晓
获奖名单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张莎）为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
认真落实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和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配合中心城区常
态化核酸检测工作，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发挥文明创建和志愿服务的作用，市
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印发《关于开展“疫情
要防住·文明在行动”群众性主题实践活动
的通知》，部署开展“七大行动”，为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通知》明确了“七大行动”，有力地服
务全市疫情防控工作。

一是实施疫情防控宣传教育行动，依

托区县融媒体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学习强国”平台、社区微信群、业主微
信群等阵地，依托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阵
地，做好疫情防控教育工作。

二是实施疫情防控文明促进行动，统
筹辖区核酸检测点的志愿服务，确保每个
检测点至少配备1名以上志愿者，实时向
社区微信群发布各检测点排队情况，引导
群众错峰检测或合理分流，引导个人遵守
防疫基本行为准则，开展疫情防控不文明
行为专项督查。

三是实施疫情防控“大联防”行动，不
断壮大社区（村）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伍，
用好重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平台“点单—
派单—接单—评单”功能，督促辖区各级文

明单位组建“志愿服务队”，统筹线上线下
心理服务资源。

四是实施疫情防控帮困解难行动，全
面了解困难群众生活状况，发动文明单位、
文明校园和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分队、
小队），及时提供帮助。

五是实施疫情防控环卫整治行动，构
建专业防控和群众参与的群防群治机制，
整合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力量，
发挥村镇、单位、家庭、校园等文明“细胞”
创建主体的作用，用千千万万个文明健康

“小环境”筑牢疫情防控“大防线”。
六是实施疫情防控“小手拉大手”行

动，把常态化疫情防控宣传纳入文明校园

创建内容，发挥“小手拉大手”作用，对自己
和家人的健康负责。

七是实施疫情防控移风易俗行动，深
化移风易俗“十抵制十提倡”，组织“文明习
惯大讨论”，举办“新农村新生活培训”，发
挥“一约四会”作用，从源头上减少人员规
模聚集。

《通知》要求，各级文明城区（县级文明
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
明校园等要发挥表率作用，在完善内部疫
情防控制度的基础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动员和引导广大群众成为疫情防控工作的
参与者、疫情防控知识的传播者、疫情防控
行为的示范者、疫情防控秩序的监督者、疫
情防控舆论的维护者。

重庆开展“疫情要防住·文明在行动”群众性主题实践活动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发出《通知》：部署以“七大行动”服务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李珩）9月1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
委获悉，近年来，我市着力提升院前急救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
了所有区县120统一调度指挥，建成市、区县、乡镇三级院前急救网
络，水陆空城市立体化院前急救及救援体系已基本建成。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畔称，全市上半年120电话10秒接听率
达到98.68%，比去年提升0.53%；3分钟出车率达到95.12%，比去年
提升2.25%；平均急救反应时间为17分45秒，比去年缩短1分15
秒，全市院前急救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我市还创新开展了视频120与120电话报警系统的融合，推出
视频报警，提升了院前急救的效率。针对重庆地形以山区、丘陵为主
的地理特点，通过与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全面合作，实施全市航空紧急
医学救援，进一步打造立体救援体系。

针对重庆地处长江上游、三峡库区腹地的地理特点，市卫生健康
委联合重庆海事局、重庆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总队港航海事支队共
同开展水上紧急医学救援，建立起全市水上救援的绿色通道。目前，
覆盖全市的水陆空城市立体化院前急救及救援体系已基本建成。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从院前急救网络建设、队伍建设、系统建设
等方面入手，不断推动全市院前急救服务能力的提升。力争到2025
年，我市将建成“城区12分钟、农村30分钟急救圈”，健全覆盖全市、
统筹城乡、上下联动、快速高效的院前急救网络。

重庆水陆空城市立体化
院前急救体系基本建成

9月17日，南岸区龙门浩街道龙门路，
市民正在旋转楼梯拍照留影。

据了解，去年南岸区龙门浩街道龙门
路片区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共改造房屋
43 栋，改造面积约 5.47 万平方米，预计本
月底完工。改造后，不仅配套设施更加完
善、楼栋破损屋面得到修缮，还增添了不少
特色文创景观，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
全感。

首席记者 龙帆 实习生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老街旧貌换新颜
龙门路片区改造9月底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