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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统战为全局·凝心聚力促发展

区县统战工作巡礼

据统计，沙坪坝区现有归侨侨眷
和海外侨胞4万余人。

近年来，该区创新打好红色先锋、
橙色温暖、金色阳光“三色”侨牌，着力
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
侨益，在推进侨务工作方面不断取得
新进展、获得新成效。

坚持政治引领
着力打好“红色先锋”牌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
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
党。”

时光回到 2017 年 1 月 11 日下
午。四川外国语大学离退休处会议
室，87岁的应骥在庄严的党旗之下，铿
锵宣誓。

应骥，祖籍浙江宁波，1930年出
生在韩国仁川。

1946年，他随母亲回到中国。他
说，“我在韩国听说了中国共产党在中
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中，发挥了中流
砥柱的作用，因此我对中国共产党充
满了好奇、惊喜与期待。”

从期待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
党员，应骥圆了自己少年时的梦。

近年来，沙坪坝区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引领侨界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团结
侨界群众画好最大同心圆。

该区紧紧围绕加强对归侨侨眷
和海外侨胞的思想政治引领这条主
线，深入学习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
策，通过国侨办“侨宝”App、区级侨
务部门微信公众平台等媒介发布相
关信息，不断增强归侨侨眷和海外侨
胞的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行动认
同。

利用社区“侨之家”、社区网站、社
区论坛，切实把党的温暖传递给广大
海外侨胞、归侨侨眷。

通过专题讲座，邀请党的十九大
代表、侨眷杨春敏作专题宣讲等形式，
积极向侨界人士宣传党的十九大精
神。

先后开展“侨情传四海·共筑中国
梦”“侨心向党心、共抒爱国情”十九大
报告心得体会交流、“献礼十九大、侨
界话祖国”、为祖（籍）国留言点赞等活
动18场。

坚持服务为本
着力打好“橙色温暖”牌

提起2018年的集体生日，81岁的

潘正齐老人至今十分感动。
2018年5月，适逢潘正齐和熊映

红两位老归侨80岁、70岁寿辰。为
此，沙坪坝区侨办、侨联经过精心筹
备，特意为两位老人举行集体祝寿活
动。

当全场唱起“生日快乐”歌时，两
位老人激动地说：“侨办、侨联作为我
们的娘家人，给了我们无限的关爱和
温暖，我们作为老归侨爱国的心永远
不变，我们会将这份祝福传递给海内
外亲人和侨界朋友，继续发挥余热，为
沙坪坝经济发展作贡献。”

据了解，近年来沙坪坝区坚持倾
力慰侨，开展“暖侨敬老”系列活动，打
造侨界人士生活服务圈。

该区组织社区志愿者为归侨侨眷
免费维修小家电、检修水电、筛查白内
障、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等，为年老生活
不便的归侨侨眷免费赠送老人手机、
安装安心呼叫器、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等。

以社区“侨之家”为切入点，创新
开辟了“侨心交流园地”，通过交流谈
心拉近心灵距离；将南洋老机工程龙
庆等早期归侨们投身祖（籍）国建设的
典型事例编印成册，加大宣传力度，增
强爱国爱乡之情；在社区积极组织以

弘扬中华文化为主题的侨界交流活
动，开展书法、绘画、刺绣等展示活动，
举办“龙脉相连·携手追梦”“月圆中
秋·情系侨胞”等爱国、爱家、爱社区的
感恩文艺活动15场，侨界交流频率持
续提升，侨胞侨眷情感归属更加认
同。每年修订完善《为侨服务手册》，
累计印发3万余册，推动涉侨法律法
规知识普及。

为更好地维护归侨侨眷权益，保
障好参政议政权利，该区相继开展了

“青年留学人员精神层面的需求及其
统战工作对策研究”等课题调研。联
合重庆国彦律师事务所成立“台侨法
律服务中心”。同时，组织11名专业
律师多次到社区开展法律专题讲座，
为侨界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建立“法
律援助工作站”，开展侨（外）资企业法
律帮扶一对一活动，积极协调解决侨
眷信访问题。

在服务归侨侨眷方面，该区建立
了区级、街镇（园区）、社区（村）三级侨
务工作网络，配有专兼职工作人员
228 人，强化基层侨务工作服务力
度。近几年，全区先后创建“全国为侨
公共服务体系示范单位”1个，“全国社
区侨务工作明星社区”2个，“全国社区
侨务工作示范单位”2个，市级“侨之

家”“侨法宣传角”7个，形成了上下协
同、左右互动、点连互通的网状基层组
织平台。

坚持凝智聚力
着力打好“金色阳光”牌

众所周知，以侨界专家为代表的
新侨群体不仅了解中西方文化，掌握
世界先进科学技术，而且熟悉国际经
济运行规则，是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
的一支重要力量。

如何打好凝聚“侨智”金色阳光
牌，推动沙坪坝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该区与驻区高校建立了侨务工作
联系制度，充分发挥高校侨界人才、科
技优势，常态化开展侨界专家进库区
进社区、侨界精英讲坛等品牌活动。
组织区域高校新侨专家深入三峡库
区、深入街镇社区、深入侨界群众开展
农业指导、精准扶贫、心理咨询、医疗
义诊等活动。

搭建涉侨部门工作网络，每季度
定期通过座谈、调研等形式互通侨务
工作信息，组织开展侨界人士联谊交
流活动，推动区域侨务工作健康发

展。
围绕区内重点工作，通过举办“一

带一路”主题调研交流，开展侨界创客
沙龙讲座和“迎接未来创新发展、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专题讲座等活动，不
断为积极推动青年创新创业、“一带一
路”合作等提供智力支持，有效助推区
域经济发展。

该区主动与重庆海外联谊会、市
华商会、市侨青会、市渝闽经济促进
交流会加强联系，先后协同开展“内
陆开放与华商机遇”经济研讨会、“创
业中华”主题活动、“知名华商重庆
行”系列活动、“海外侨胞故乡行——
走进重庆”等各类活动35场，接待美
国、德国、法国、土耳其、印尼等地侨
领、侨团、侨商等海内外各界知名人
士130人次，有力助推了招商引智引
资工作。

王萃 陈小东

沙坪坝 扎实有效推进侨务工作
打好“三色”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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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老乡，欢迎回家！”1月18
日11点，广州南站D1822列车站台上，重庆客运段乘务
员正在为车身布置横幅。这趟列车是渝籍青年返乡专
列，是由团市委指导、重庆驻广东省团工委发起的一项服
务青年的公益项目，旨在解决在粤渝籍务工人员购票难
问题，畅通渝籍青年回乡绿色通道。今年春运期间，重庆
驻广东省团工委统筹协调安排了1月17日至1月19日
的7个班次的高铁、普快列车，集中为1600余名在粤务
工的渝籍青年提供返乡专列。

“我们一家都是第一次坐专列，简直是太方便、太贴心
了。”在东莞上班的陈明燕带着丈夫和女儿踏上了这趟回家
的列车。陈明燕的老家在大足，她说，以前回家过年，买票
是件头疼的事，今年从老乡微信群里知道有返乡专列活动
后，发现从买票到取票完全不用自己操心，“在外务工将近
20年，第一次享受这个待遇，我的同事十分羡慕我们。”

同样没有抢到票的杨洋也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成功买
票上车，在深圳工作快10年的她这是第一次搭乘动车回
重庆过年。“以前我们要么坐飞机，要么自己开车回去，今
年选择动车就是因为它非常安全、便捷。”杨洋说，自从有
了孩子，出行时最看重的一定是安全，以后回家过年都选
动车。

江津小伙陈蛟龙在广东虎门打工，是一名快递小哥，27
岁的他已经在外打拼8年了。因为只买到了站票，小陈和
老婆抱着熟睡的儿子坐在车厢连接处的行李箱上。他说，
干快递平时基本没有休息，这次提前请了两天假，就是为了
能早点回家过年：“这几个小时不算什么，就是站也要站回
去！”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小陈说，等过几年存够了钱，就带着
老婆孩子一起回重庆买套房再找份好工作。

从2004年在广州上大学到后来定居广州，刘雯雯每年
都要回一趟重庆。“以前读书坐绿皮火车要20多个小时，现
在动车只要7个多小时，简直太方便了。”刘雯雯告诉记者，
她家在渝北，列车到达重庆西站后，她只需再转乘去重庆北
站的公交车，就可到家了。

在华南理工大学读研的冉合迎与师弟石敦峰在车厢里
有说有笑，因为今年他们两个都不用再坐让人“屁股痛”的
硬座了。石敦峰是黔江人，他期待着能早点到家，因为家里
面等着他回去“杀年猪”。冉合迎则希望研究生毕业后回重
庆工作，“这几年重庆发展这么好，我也想为家乡发展尽一
份力，之后或许可以考选调生回来。”

“呜——”随着一声汽笛，18点43分，列车缓缓驶进重
庆西站。回家了！挥舞的双手，迫切的眼神，列车还未完全
停下，众多旅客已抑制不住激动的笑容……

□本报记者 周雨
实习生 刘玉娇

1月18日中午，第十五届中山
古镇“千米长宴”开席。重庆日报记
者从现场获悉，当天共摆宴席860
桌，超过2019年600多桌的记录，
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说起来，这“千米长宴”可谓年
年大同小异，可中山古镇为何仅凭

“这一招”，就能让“千米长宴”对游
客产生如此浓厚而持久的吸引力、
越办越火？

政府取消补贴，游客反而更多

“这届‘千米长宴’的火爆程度
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江津区中
山镇原文化站站长刘栋林告诉记
者，中山“千米长宴”于2005年举办
第一届。10多年来，为调动商家和
游客积极性、推动古镇旅游发展，镇
政府对“千米长宴”活动一直给予补
贴政策，一般一桌补贴3个菜。

从今年开始，镇政府决定取消
补贴政策，以适当减少人流，减轻安
保压力。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来吃长宴的各地游客，不仅没有减
少，反而比往年更多了。

在“千米长宴”开席前几日，古
镇商家所接到的游客订餐需求，已
远远超过商家的接待能力。无奈之
下，镇政府只好协调中山新街、中咀
的农家乐、饭店等商家参与接待。

在18日“千米长宴”开席当天，
仍有不少自发前来的散客提出订餐
要求。镇政府只好临时抽调人员，
又在古镇外安排了16桌宴席。

因此，这一届的“千米长宴”已
不仅仅局限于中山古镇，周边地区
也成为“千米长宴”新的举办场所。

吸引力主要来自“年味”二字

刘栋林认为，中山“千米长宴”
能产生持续的吸引力，其主要原因
可能来自“年味”二字。

中山“千米长宴”不仅是中山古
镇的一项传统，也体现了中国农村
千百年来的过年习俗。

过去，中山一带的农民和我国

大多数农村地区一样，在过年期间，
都有吃“转转饭”的习俗，今天大哥
请吃饭，明天二哥请吃饭，一大家族
的人，都轮流着请吃饭，有的能从腊
月二十四吃到正月十五。

中山古镇的地理位置比较特
殊，前面临河、后面靠山，只有一条
又窄又长的街。过去吃“转转饭”
时，十里八乡的亲戚都来了，家里
坐不下，就只好摆在街上吃。因为
古镇上往往同一天有很多家人请
吃“转转饭”，桌子就在街上一字排
开，首尾相连，形成“千米长宴”的
场景。

因为街道狭窄，为了传菜方便，
由此还形成“打盆”这一独特技艺：
传菜的人顶着一个长约2米、宽约
20厘米的木托盆，可将9份热气腾
腾的菜肴盛放在木托盆，传菜的人
将其顶在头上，飞快地穿梭于席间，
为大家上菜添饭。

刘栋林说，随着社会的变迁，过
年吃“转转饭”的盛况，现在已在农
村难得一见了。而中山“千米长宴”
仍旧原汁原味地保留了这种传统，
使人能在浓浓的“年味”中找到儿时
的记忆，体会到浓浓的乡愁。“中山

‘千米长宴’必然会越办越火。”

将尝试引进公司进行
市场化运作

“第十五届‘千米长宴’的成功
举办，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中
山镇党委书记唐晓敏告诉记者，在
政府取消补贴的情况下，中山“千米
长宴”反而办得更火，让他们坚定了
市场化转型的决心。他们将尝试引
进公司，对“千米长宴”活动及其品
牌进行市场化运作。

他表示，经过连续举办十五届
中山古镇“千米长宴”活动，中山古
镇“千米长宴”在市内外已具备很高
的知名度，已具备一定的品牌价
值。引进公司运作后，既可将其办
成一项旅游产品，又可开发特色文
创产品，还可开发其广告营销功能，
从而使中山古镇“千米长宴”品牌价
值得到有效开发，推动“千米长宴”
活动越办越好。

中山“千米长宴”
为何越办越火

扶贫干部夏传芳带着儿子回重庆老家。

大足市民陈明燕带着丈夫、女儿抵达重庆
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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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小伙陈蛟龙带着妻子儿子回家。

重庆开专列重庆开专列
接老乡回家接老乡回家

集中为集中为16001600余名在粤余名在粤
渝籍青年提供返乡绿色通道渝籍青年提供返乡绿色通道

1月18日，渝北市民刘雯
雯与丈夫、孩子一起向着家的
方向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