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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等题词
庆祝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儿童节

1950 年 6月 1日 中共中央西南局领
导人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西南局机关
报——重庆《新华日报》开设的“六一儿童
节”版题词，庆祝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儿
童节。邓小平题词：“儿童是我们的将来，关
怀我们的儿童就是创造我们美好的将来。”
刘伯承题词：“保卫儿童权利，争取和平，把
中美合作所在重庆渣滓洞残杀无辜儿童的
罪行永远消除下去。”贺龙题词：“为新生的
一代儿童创造福利，保护儿童的健康，启发
儿童的智慧，培养儿童成为新中国
的优秀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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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在新固废法中，产废
企业应承担哪些责任？哪些企业需要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备案？碳达峰、碳中和是什么，企业如何开
展碳减排？5月31日，由市政府新闻办主办的“发
言人来了 我为群众办实事——环保微宣讲进园
区”活动走进高新区西永微电园，来自市生态环境局
和高新区生态环境局的5位新闻发言人就新出台的
法律法规及相关热点问题，与企业代表进行了面对
面交流。

“去年9月，我国新修订实施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今天我就跟大
家解读下新固废法的相关规定。”活动一开场，市
生态环境局固体处副处长胡刚首先上台，“按照
规定，产废企业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
体废物，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
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
防治要求。整个过程应建立完整的管理台账，如
实记录固体废物的转移、利用及处置情况。如果
是危险废物，还应严格落实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
度。”

紧接着，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综合处的杨旭光就企业排污的注意事项进行了梳
理。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纳入废气、废水重点排污
单位名录的企业以及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
单位应依法安装自动监测设备。”杨旭光说，这里分
两种情况，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应当按照许可证要
求实施自动监控，未核发许可证的参考已发布的相
关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和企业自行
监测技术指南实施自动监控，“对于企业污水进入污
水处理厂处理的，排口实施自动监控应按排污许可
证规定的监测方式开展。”

当天，市生态环境局总量处干部李勇还向企业
代表讲解了什么是碳达峰、碳中和。“碳达峰是指
某区域碳排放总量达到最高水平，或进入‘平台期’
再下降。碳中和则是区域碳排放总量在大幅下降的
基础上，通过合理措施抵消排放，最终实现‘零排
放’。”李勇说，企业实现碳中和的核心在于开展碳减
排，而碳减排可通过能效提升、开发使用绿色能源、
采用绿色低碳技术、开展碳捕集、参与碳交易等途径
进行。

在随后的互动环节，企业代表们还就自己关心
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提问。两个多小时的发布会掌声
不断，发言人讲得仔细，台下观众听得认真。有企业
代表表示，机关干部进园区，面对面讲解政策，以前
没搞懂的法律法规今天一并弄清楚了，这样的发布
会实用、接地气。

“发言人来了 我为群众办实事——
环保微宣讲进园区”活动走进高新区

新闻发言人与企业代表
交流环保热点问题

□刘江

5月31日，2021年重庆“让烈士回家”系
列主题活动在江津启动，通过故事讲解、主
题展演等多种形式，缅怀红岩英烈，让英雄
们崇高的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信念、浩然
的革命正气、伟大的人格力量回到他们奋斗
过的地方，让红岩精神生根发芽、世代传承。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历史不会忘
记，在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是他们，不折不

挠、宁死不屈，与反动势力坚持斗争；在民族
危亡之际，是他们，视死如归、前仆后继，谱
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革命先烈的事
迹，值得被每个人铭记。

让烈士的光辉事迹和伟大精神“送到家、
驻下来、传下去”，是我们对革命先烈和先辈
们最崇高的敬意和缅怀，更是鲜活而生动的
党史学习教育。在建党百年之际，聆听红岩
故事，参观“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主题展览，
人们穿越时空，与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进行

一次“心灵对话”，会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等道理有更深刻透彻的领悟，会对当
下的美好生活有更多的感动和珍视。

这趟烈士的“回家之旅”，不仅是一次记
忆的唤醒，更是一次触动灵魂的激励。重温
红岩烈士的英勇事迹，让我们铭记红色历
史，激发爱国情怀和报国之志。我们被红岩
先烈们英勇无畏的革命气概所感染，更应领
悟党的初心和使命，继承烈士遗志，牢记后

来者的使命和责任，催发为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的壮志。

百年筚路蓝缕，百年接续奋斗。如今，
在革命先烈为之战斗、为之牺牲、为之长眠
的土地上，岁月静好、生机勃勃，他们孜孜以
求的美好理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对英
烈最好的纪念，就是以烈士为榜样，传承红
色基因，发扬革命传统，坚定理想信仰，养成
浩然之气，接续推进他们为之拼搏的伟大事
业。对英烈最好的告慰，就是以更加昂扬的
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凝聚推动新时代重庆
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创造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业绩。

“让烈士回家”，让明天更好，这是对烈
士最好的缅怀。

传承红色基因是对烈士最好的缅怀

□本报记者 陈维灯

5月10日，“沿着高速看中国·重庆”采
访组一行沿G65（包茂高速）前行，车过黔
江，阿蓬江如玉带般在高速公路旁蜿蜒流
淌。G65高架桥下，阿蓬江与蒲花河交汇
处，濯水古镇居民已在此繁衍生息千年。

源于唐末、繁盛于明清的濯水古镇，民

俗风情浓郁，商贾自古繁盛，孕育了灿烂的
历史文化。作为重庆旧城老街的典型，濯水
古镇街巷格局保留较为完整，是渝东南地区
最负盛名的古镇之一，荣获了“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镇”“中国韵文化景区”“中国楹联文
化古镇”等称号。

去年12月，濯水景区被评为国家5A级
旅游景区。

濯水古镇，初称“白鹤坝”,元末明初曾
是酉阳土司的辖地，是一个有着千年古韵的
土家水乡。重要的商业地理位置使濯水古
镇自古以来便成为重要的驿站和商埠,明清
时代，濯水古镇商贾云集，盐号、商号、钱庄
遍布，是黔江和周边的集贸中心。

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来自江西的徐先生
和友人正穿行在濯水古镇。明清时期的古老

建筑群、吊脚楼、石板街、民俗风情、土家美食，
昔日民间贸易的热闹盛景仿佛就在眼前:商号
遍布、人声鼎沸,衣着长衫的商人悠然自得地
坐在街边茶馆的角落里,一边看着江边忙碌
的船工,一边享受着老鹰茶那一抹回香……

“这里不仅有江南水乡的美，还融合了
巴文化、土家文化等多种文化，确实值得一
游。”徐先生身后，沧浪桥静静地横卧在阿蓬
江上，重檐歇顶，形如波浪起伏；桥下，阿蓬
江静水深流，一艘白色游艇正飞驶而过，在
苍青色的水面划出洁白如银的光练，水波荡
漾，倒影轻轻飘摇……

黔江旅投公司导游部副部长李佳说，沧
浪桥始建于唐朝，已造福两岸人民1000多
年。2013年，古廊桥遭遇大火，濯水人在旧
址上建起了这座新廊桥。新廊桥依然叫“沧

浪”，集廊、塔、亭、阁于一体，横跨濯水古镇
内河、阿蓬江和蒲花河，被评为“世界第一风
雨廊桥”。

沧浪桥还因桥上镌刻了丰富多彩的楹
联,被中国楹联学会命名为“中国楹联文化
名桥”。游人行走在高低起伏的沧浪桥上，
诵读86副楹联咏古唱今，可窥见唐风宋韵，
巴渝荆楚文化。

在濯水老街闲逛，许多人会被一座古商
号大门上的楹联所吸引：“雕梁画栋，不铆不
钉，喻众人不伪不斜不诈；阔门豪宅，大开大
合，装天下大人大义大忠。”

与之相对应的是，不远处竖立着一块石
碑，上书四个大字：“天理良心”。

“这副楹联和这块石碑，既是古镇商贾，
经商、为人、处世之道，也是濯水古镇留给后
人的重要精神财富，可以说是濯水古镇的

‘根’与‘魂’。”李佳向游人讲述这楹联和石
碑的来历。

濯水古镇所在的黔江，自古以来就是川
东巴人文化与汉文化以及西南少数民族文
化交流融合的节点。乾隆年间，徽商詹信安
乘坐一叶扁舟，从古徽州逆江而上来到濯
水，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享誉海内外的徽墨
制作技艺。

很快，詹信安便在濯水开店设坊，白手
起家，在濯水打造了一条完整的徽墨产业
链。随着生意风生水起，詹信安与濯水当时
最大的工商业主汪子文联手，跨界进入金融
业，合办了烟房钱庄。

“这副楹联，最早就是悬挂在烟房钱庄
的大门上。”李佳介绍，楹联和石碑所书内
容，既是詹信安及其后人所坚守的商业准
则，也是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濯水人所形
成的群体品质。

濯水古镇 G65旁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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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瑜

5月31日，弘扬红岩精神 争做时代新
人——2021年重庆“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
活动在江津启动。活动通过故事讲解、主题
展演等多种形式，缅怀红岩英烈，传承红色
基因，发扬红岩精神。

今年，我市还将在涪陵、渝中、璧山、潼
南、垫江、忠县、奉节、巫溪等区县深入开展

“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

红岩英烈文史资料赠江津

“这是对革命先烈和先辈们最好的缅
怀，也是最好的传承。”红岩联线管理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
自2019年启动以来，先后走进上海、江苏、
四川、陕西四地，以及重庆的13个区县，把
220余位红岩英烈的文物、史料、事迹送回
了家乡，“今年，我们将陆续走进相关区县，
把22位红岩英烈送回家乡。”

在红岩英烈文史资料交接仪式上，重
庆市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将肖林
等题词行书横幅、张蕴咸被难烈士登记表
等文物仿制品，以及红岩类书籍、烈士照
片等文史资料赠予江津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江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回赠了《江津
抗战名人辑录》等反映江津历史抗战文化
的书籍。

“江津是一片承载红色基因的沃土，拥
有众多党史纪念设施、遗址遗迹和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江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
负责人称，全区有本土红色资源45处，在
重庆市评选的100名历史名人中，江津占
10人。下一步，江津将把这些文史资料珍
藏在即将建成的退役军人陈列室供广大
退役军人以及群众参观，同时用好烈士照
片，通过比对照片完善烈士信息，为烈士
找亲属，为亲属找烈士，真真正正做到让烈
士回家。

“红色故事会”是一堂生动党史课

“聂荣臻元帅在生活工作中都十分简朴，
从不搞特殊，不仅严于律己，且对家人对同志
对干部也从严要求。”在随后的“红色故事会”
上，聂荣臻元帅陈列馆讲解员漆梅以《正人正
己正家风》为题，讲述了聂荣臻元帅的故事。

“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
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
决不能误事。”红色掌柜肖林在物资匮乏的
革命岁月里，为党提供活动经费，为抗战提
供经济支撑。上海解放后，他立即将约合黄
金12万两的经营结余资金和折价1000多
万美元的固定资产全部交给了党组织，自己
只留下当时流通的3块银元作为纪念。听
完肖林的故事，台下一片掌声。有听众表
示，“三块银元”的故事传递出“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的正能量，让我们感受到了一名共
产党人的使命和初心。

漆南薰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不顾妻子反
对，冒着危险，毅然决然奔赴“重庆各界反对
英帝炮击南京市民大会”，最终被残忍杀害，
年仅35岁。

“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依然是伟大的
战士！他始终和共产党人并肩作战，为祖

国、为人民、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听
完漆南薰的故事，台下观众肃然起敬。

江津区微宣讲小分队队员丁婉秋还讲
述了江津籍革命先烈冉钧的革命故事。现
场观众称，这一场“红色故事会”，就是一堂
生动的党史课，发人深省，深受教育。

红岩革命故事展演展览打动人心

在首站“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上，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带来的“传
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红岩革命故事
展演，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信仰的
力量。

红岩故事展演分“开篇”“上篇”“下篇”
和“尾声”四个部分，通过讲、诵、展、演等大
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展示了南方局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事迹和红岩英烈
的英雄壮举，诠释了红岩精神。

该展演以《英雄重庆 壮美红岩》视频拉
开帷幕，包含《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与社会
名流》《我的修养要则》《红色女特工——张
露萍》《沁园春·雪》《光荣的儿子 伟大的
母亲——王朴》《狱中八条意见》《傲雪红
梅——江竹筠》《绣红旗》等剧目，最后以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寄语结尾。

“这是一堂深入、生动、具体的党史学习
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江津区相关负责
人称，红岩故事展演用革命志士坚定的信仰
和高尚的人格感染教育党员干部，用新时代
真理的力量感召观众、赢得观众，可亲可近，
可信可敬。

展演结束后，与会人员集体前往江津区
行政中心前广场参观“红岩精神 永放光
芒”主题展览，展览通过26块展板、80余幅
图片，生动讲述了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
的红岩故事。

弘扬红岩精神 争做时代新人
2021年重庆“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在江津启动

红
岩
革
命
故
事
展
演
。

（
受
访
者
供
图
）

黔
江
濯
水
古
镇
景
色
。

（
黔
江
区
委
宣
传
部
供
图
）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5月30日至6月11
日，2021年全市专武部长轮训在市人民武装学院举
行，200名来自基层的专武部长接受封闭式的党史
教育和业务技能集中培训。

市人武学院院长司鹏飞介绍，党史学习教育贯
穿于培训6个专题板块，通过邀请部队和地方专家
结合党史、军史深入开展辅导解读，引导专武部长从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深刻领会强国必须强军、军强
才能国安的道理，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
打仗意识，全面提高备战打仗能力。

据了解，相关理论知识内容也被纳入业务轮训
的重点考核内容。

党史学习教育贯穿
全市专武部长轮训内容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