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CHONGCHONGQINGQING DAILYDAILY

20202020年年44月月 1010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编辑编辑 袁文蕙袁文蕙
美编美编 何何 洪洪

火车时刻查询 61681114 民航班机查询 67152337 港口客运查询 63100659 航班火车船期查询 chongqing.online.cq.cn 邮政查询 11185 全国邮政编码、电话区号查询 www.cqpost.con.cn/yb 重庆农业信息网 www.cqagri.gov.cn

□本报记者 王丽

“点亮烛光，为只有一次的生命祈
祷。平安，每一天，平安，全世界的人
们。”4月7日，著名词作者甲丁联合重
庆籍歌唱家张迈，共同推出歌曲《平安
全世界》，祈祷世界平安和健康。

用歌声凝聚力量，坚定抗击疫情的
必胜信心；以丹青描绘感动，勾画防控
疫情一线工作者的身影……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我市文艺工作者满怀深情
与担当，创作推出戏曲、歌曲、美术、书
法、诗歌、快板、剪纸等多种形式的文艺
作品，以自己的方式，为抗疫贡献一分
力量。

积极行动
2 万余件战“疫”作品凝

聚抗疫力量

“握手成拳起风，汗水滚烫煮梦。
热血从未冷却，流过春夏秋冬……”
这首由市委宣传部出品的抗击疫情主
题MV《勇敢向前》，2月底在各大网络
平台上线后引发了大量关注，截至目前
播放量超230余万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市文艺工
作者结合各艺术门类特点，积极投入抗
击疫情主题文艺创作，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贡献文化力量。

人群中，一个大大的“禁停”标志，
提醒大家避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一双
筷子指向餐盘中的蝙蝠，周围是各种病
毒形状，劝人们不要食用野味……1月
26日，四川美术学院便启动疫情防控
主题创作活动，成立了13位老师指导
的教师工作团队，三天两夜时间里共创
作110余幅主题公益海报作品。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尽管艰
难，春天还是来了，任何事都不能阻碍
它坚定而又悄无声息的步伐。”作家李
元胜在散文《春天花会开》中如是写

道。疫情发生后，市作协组织广大作家
以笔为枪、著文为戈，创作了报告文学
《信心与勇气》《抗疫“姐妹团”》、散文
《他们是春天最美的花朵》《你好！水竹
坉》等一批有温度、有情怀的作品，赞美
英雄、鼓舞人心。

据不完全统计，疫情发生后，我市文
艺工作者共创作文学、歌曲、舞蹈、书法、
美术、川剧、京剧等抗疫作品2万余件。

线上演出
用温暖作品振奋人心

“幺妹儿我住在十三寨，出门要把
口罩戴，勤洗手来勤消毒，人人那个防
控无伤害……”2月7日，黔江青年女歌
手覃诚芳将演唱的抗疫题材土家族山
歌《幺妹劝你莫忙来》在抖音上传后，收
获大量网友关注、点赞。

“通过这样的抗疫歌曲，既传递了
简单易懂的防疫知识，也体现了我们文
艺人的责任担当。希望全国早日战胜
疫情，也期待疫情过后更多游客来到黔
江。”覃诚芳说，她现在每晚8点30分
会在抖音上准时直播，用歌声陪伴大家
度过这段特殊的时光。截至目前，覃诚
芳抖音粉丝已超43万。

疫情让线下文艺活动按下暂停键，
但观众的艺术需求没断。我市文艺工
作者积极创新服务模式，通过互联网为
市民提供精彩纷呈的线上文艺内容，丰
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

3月4日，我市文艺工作者联合抖
音平台发起了“重庆艺起来战‘疫’”话
题，号召文艺工作者用一批批充满正能
量的艺术作品，为不同群体抗击疫情、
战胜疫情鼓劲加油，截至目前已推出曲

艺、舞蹈、歌曲、金钱板等短视频1156
个，网络点击量超1377万次，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凝聚起磅礴力量。

此外，我市文艺界还从战疫主题原
创作品中，精选歌曲《我们》、诗朗诵《出
征》等优秀作品，举办《全民防控·众志
成城——重庆文艺界“战疫”网络义
演》，网络点击量逾164万。

文化“云”服务
让市民居家免费享受文艺之旅

“今天通过两种方法教大家小提琴
如何调音。”2月10日起，重庆市歌剧
院推出云课堂·在线精品课程，市民通
过关注重庆市歌剧院重庆交响乐团官
方微信公众号，即可免费线上学习。

疫情期间，我市各大文艺院团及文
化场馆，根据自身优势为市民提供不同
类型的免费文化“云”服务。

通过“重庆网上博物馆”线上平台，
市民可实现“进入一个网址、看遍古今
中外”的快捷浏览，截至目前，已有261
万人次观众登录参观；重庆图书馆联合
万州区图书馆等29家区县公共图书
馆，推出“读联体·数字共享阅读服务平
台”，向读者免费推送包含疫情防控电
子书在内的各类型学习资源3000余
种；市群艺馆免费向市民提供500门优
质网络艺术课程，累计访问量达4800
余万次。

“疫情结束后，我们将组织慰问疫
情期间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军警战
士、社区服务人员免费观演。”重庆市歌
剧院院长刘光宇说。

春天已经到来，文艺战“疫”之声
嘹亮。我市文艺工作者用真情满满
的作品，凝心聚力，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
精品奉献人民、以明德引领风尚，在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扛起了文学艺术
应有的责任。

用作品凝聚力量

我市文艺工作者“艺”起线上抗疫

本报讯 （记者 张莎）4月9日，
由共青团九龙坡区委和九龙坡黄桷坪
街道共同发起，50余名青年艺术工作
者、志愿者积极响应的致敬抗疫一线工
作者艺术创作公益活动在黄桷坪涂鸦
艺术街进行。预计4月10日，20米致
敬最美抗疫人的涂鸦墙就可完工，并与
市民见面。

共青团九龙坡区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面涂鸦墙长20米、高3米。涂鸦

墙的前半段，是九龙坡区青联委员周鑫
主创的作品《口罩下的微笑》，涂鸦墙的
后半段则留白供广大市民自由涂鸦。

记者在现场看到，《口罩下的微笑》
已初具雏形。初看下是一个有着蓝天白
云背景、巨大的口罩。“口罩中有若干个
白色正方形，象征着疫情期间主动隔离、
支持抗疫的市民，每一个正方形上都站
着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最美奋斗者’，大
家团结一心、抗击疫情。”周鑫介绍。

致敬最美抗疫人

20米涂鸦墙将亮相黄桷坪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4月9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四川美术学院获悉，
《人民日报》4月6日8版刊发了该校教
授陈树中创作的抗疫主题连环画《一
线》。画家用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参与

全民抗疫，致敬一线的白衣天使。
这组连环画作品共6幅，包括白衣

战士出征、在手术室和ICU操作、躺在
地上休息、脱下面罩的脸、春天的黄鹤
楼等。

“我从大年初二开始创作。”陈树中
说，参考了很多新闻和网络中的图片、影
像资料，然后再做艺术地处理和变化。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每一幅连环画，
陈树中还精心撰写了脚本，如“地板当

床，疲惫的身躯休息一会儿，便又开始夜
以继日的紧张营救。”“一番寒彻沁心
香，黄鹤楼上吹玉笛，驱散疫魔迎曙
光。”经过一周左右的时间，陈树中完成
了6帧连环画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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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
报记者4月9日从市财政局了解到，市
财政局、市住房城乡建委日前联合发
出通知，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住
房租赁企业，在今年2月3日至9月30
日期间获得的银行经营性贷款提供融
资支持。

具体补贴标准为：担保费补贴最
高不超过贷款金额的1.5%，贷款利息
补贴最高不超过贷款金额2%，补贴期
限不超过1年。

哪些住房租赁企业可以申请补
贴？市财政局人士介绍，同时满足以
下5个条件的住房租赁企业，可以在通
过银行贷款审批后的次月20日前向市
住房城乡建委申报补贴。5个条件分
别是：在重庆注册并正常经营，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已按相关规定进行开业
申报或办理机构备案，实际从事住房
租赁行业；今年1至3月租赁住房空置
率环比增加幅度在20%及以上；经营
规范、发展前景较好；信用记录和社会

信誉良好，在疫情期间坚持不裁员或
少裁员，在疫情期间保持租金平稳；获
得的银行经营性贷款利率不高于6%，
担保费用不超过贷款金额3%。

受理企业申请后，两部门将在7个
工作日内完成审核，通过后，由市住房
城乡建委根据企业还款进度，将当期
贷款贴息和保费补贴资金拨付给贷款
银行和担保机构。

市财政局人士介绍，此次重庆为
住房租赁企业应对疫情冲击制定专项
融资支持政策，不仅是帮扶住房租赁
企业缓解阶段性资金困难，长远的目
的则是更好地推进中央在重庆试点的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工作，促进全市住
房租赁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为严格
补贴资金管理，两部门将建立健全住
房租赁企业信用评价机制，结合市场
实际探索“白名单”管理制度，对骗取、
套取财政补贴资金的企业，将纳入“信
用重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不仅会收
回财政补贴资金，还将依法严查重处。

重庆出台专项融资政策
帮扶住房租赁企业应对疫情

□本报记者 周松

近日，渝北区公安分局两路派出所
教导员曾淑俊来到辖区一恢复营业后
的商场检查复工复产情况、排查商场员
工、宣传防疫知识。商场负责人看着曾
淑俊忙碌的身影颇为感慨：“恢复营业
本来还有点担心，但现在就像吃了‘定
心丸’，心里踏实了。”

从除夕辞别家人至今，或走街入户、
或现场执勤、或解决群众困难，今年50
岁的曾淑俊忙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第
一线，她说：“抗疫一线就是我的战场。”

“去最危险、最复杂、最
需要的地方”

1月24日，除夕，已经5年没回老
家过年的曾淑俊，回到丰都老家陪年逾
八旬的母亲吃团圆饭。没想到当天，市
政府决定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市公安局随即发布“全警取
消休假”的指令。匆匆告别母亲，曾淑
俊踏上返程的路。

返岗后，曾淑俊便马不停蹄地投入
到工作当中。在派出所分工时，她主动
请缨，要求将辖区治安环境最复杂的义
学路社区作为工作联系社区。

义学路社区，酒店、民宿、日租房、餐
饮门店多达几百家，外地流动人员众
多。“每家我都要反复去四五次，直到找
到负责人劝说其关停了才罢休。”曾淑俊
每天吃住在派出所，带着社区民警一道
下社区、上街区、进小区。核查社区楼栋
人员，挨家逐户开展疫情防范宣传。

作为一线民警，疫情防控相关执勤
任务同样繁重。

双凤菜市场是两路派出所辖区内
一个大型的开放式菜市场。高峰期时，
流动人员多达两万余人，疫情防控压力
巨大。

2月3日清晨6点30分，曾淑俊带
领民警到菜市场执勤，担菜的村民已陆
续出现。曾淑俊立即指挥民警守住5
个进口，对来往的村民进行劝阻，她拿
着高音喇叭，围着市场转圈循环播放提
前录制的顺口溜：“国家有难，咱不添
乱，坐在家里，就是贡献……”

有的村民满不在乎，曾淑俊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

“老人家，这个新冠肺炎传播力非常
强，特别是老年人抵抗力差，很容易传
染。”在曾淑俊苦口婆心地劝说下，不少
人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纷纷挑菜回家。

“阿姨对待我就像对待
她自己的孩子”

排查外地来（返）渝人员，是曾淑俊
疫情期间的重要工作之一。

曾淑俊随身携带着一个笔记本，上

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个核查人员每
天的身体、思想状况和工作开展情况，
只要稍微有空就会拿出来翻看一下。

2月 12日 11∶48，微信提示音响
起，曾淑俊拿起手机，信息是刘奇（化
名）发来的，言语中满是感激：“阿姨，我
出发了。谢谢您这些日子的关心和照
顾，等病毒过了再来感谢您。”

刘奇与她非亲非故，相识也只有
10多天。

两路派出所辖区毗邻江北机场，来
自疫情严重地区的人员住在附近酒店
的较多。按照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对
他们进行隔离观察，很多人不理解，甚
至有抵触情绪。

每一个有抵触情绪的人员，曾淑俊
都要去做思想工作，认真倾听他们的需
求，并一字不落地记在笔记本上。

家住湖北武汉的20岁青年刘奇便
是隔离观察人员之一。原本他打算借
道重庆，乘飞机前往英国留学，1月26
日入住两路派出所辖区宾馆后被要求
进行为期14天的隔离观察。刚开始，
急于前往英国的刘奇非常不配合防疫
工作，认为耽误了时间会影响学业。

曾淑俊找到刘奇，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每天，刘奇负责报告体温情况，
曾淑俊则协调解决他在酒店隔离期间
各种饮食、垃圾处理、清洁卫生等问题。

“阿姨对待我就象对待她自己的孩
子，经常带上水果、牛奶和点心来看
我。”14天的隔离排除了感染的可能，
刘奇得以顺利启程，每每想起这段经
历，他都对曾阿姨赞不绝口。

“共克时艰、共渡难关”

春暖花开，企业逐渐复工复产，如
何做到防疫复工两不误，成为两路派出
所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成为曾淑俊
放不下的心头事。

“超市的体温检测仪不见了，到处
都买不到新的，明天还有近百人来上
班，我实在没有办法，只有求助你了。”
前不久，辖区一家超市的负责人打电话
找到曾淑俊。

了解情况后，曾淑俊立即联系视频
民警调取监控录像，发现是一对夫妻在
结账时将所购物品和体温枪一并带
走。曾淑俊立刻和民警一起巡查监控、
走访群众，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
将丢失的体温枪找了回来。

为让辖区企业人人知晓复工复产
相关政策措施，曾淑俊挨个给辖区企
事业单位负责人打电话、发短信，第一
时间告知政策措施。她还抽出休息时
间与社区民警一道，到企业一对一进
行宣传，详细了解企业复工、员工到岗
情况，短短几天时间就走访了近百家
企业。

“共克时艰、共渡难关。”这是曾淑
俊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她用自己的
行动，彰显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使命担
当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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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美教授抗疫连环画《一线》登上《人民日报》

张迈演唱歌曲《平安全世界》。 （通讯员戴伶供图）

▲川美教授陈树中抗疫主题连环画《一线》作品之一。
◀《人民日报》4月6日8版刊发抗疫主题连环画《一线》（见红框）。 （本组图片由川美供图）

渝北区公安分局两路派出所教导员曾淑俊

“抗疫一线就是我的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