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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张 凌 漪）
5 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教育
考试院获悉，重庆市2022年统一高
考将于6月7日至9日进行。市教
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要申领“渝康
码”和国家大数据行程卡，并随时关
注“两码”状态。从5月24日起，要
每天自行测量、记录体温并进行健
康状况监测，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考试当天，凭准考证、身份证和“一
证明两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渝康码、行程码绿码），并测量
体温正常后入场参加考试。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所有考生
应按照我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最新规定和要求，严格做好个人防
护。所有考生及其共同居住者从5月
24日起到高考结束前，应减少外出，
减少不必要的聚集和跨区域流动、不
到人群流动性较大场所、不前往中高
风险等级地区等，避免接触有疫情
传播风险的人员和物品，了解并提
前做好高考疫情防控相关准备。

同时，所有考生均应申领“渝康
码”和国家大数据行程卡，并随时关
注“两码”状态。如出现发热等新冠
肺炎相关症状，以及有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其他阳性
感染者、密接和次密接人员接触史，
应立即向学校和区县招考机构报
告，不得谎报、瞒报。

考试当天，考生凭准考证、身份
证和“一证明两码”并测量体温正常
后入场参加考试。所有考生进入考
点时须提交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要求为：重庆市内检测，电
子或纸质均可，以采样时间计算）。

考前14天内外地返渝的考生；
考前21天内有境外旅居史的考生；
考前14天内出现体温≥37.3℃，或出现发热、干咳、乏力、
鼻塞、流涕、咽痛、嗅觉味觉减退、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
健康异常情况的考生，须提供考前72小时内2次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2 次核酸检测间隔须 24 小时以上）。渝康
码、行程码或体温异常的考生，须配合考点进行专业评估
研判，并服从考点的相应安排。

考生应根据考试时间提前到达指定考点，预留足够
时间配合考点工作人员进行入场查验，错峰、有序进入考
点、考场。进出考点、考场均应保持1米以上的间隔距
离，不在考点、考场拥挤或聚集。考生进出考点、考场期
间均须全程佩戴口罩，并不得影响接受入场身份验证和
违禁物品检查。

此外，市教育考试院还提醒目前仍滞留市外考生（含
同行人）须于5月23日前及时返回考点所在地候考，确保
按时参加考试，返回途中应做好个人防护。考生须主动向
考点所在区县招考机构报告滞留状态（包括滞留地、滞留
原因、返回时间和方式）和本人及同行人员健康状况、联系
方式等，并确保联系电话24小时畅通。因考生个人原因，
未主动报告滞留状态、滞留信息造假、拒绝配合信息排查
等，导致不能按时参加考试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重
庆
高
考
防
疫
须
知
发
布

考
生
须
凭
﹃
一
证
明
两
码
﹄
入
场
考
试

本报讯 （记
者 周松）5月19
日，市政府召开律
师行业社会责任
新闻发布会，市司

法局副局长熊世明，市司法局政治部主任、新闻发言人李
友生介绍了重庆律师行业发展情况。

目前，全市有律师14806人，从业人员1.7万多人，律
师事务所928家，每万人拥有律师达4名以上。

2021年，全市律师办理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法律服务
25.2万件，较上年增长38.32%；担任法律顾问2.26万家，
较上年增长7.62%。

李友生介绍，重庆客观上存在法律服务资源不平衡
的问题。目前，全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高度集中在中心
城区和万州、涪陵、永川、江津等区域中心城市。法律服
务资源分布不平衡，是推进我市法律服务业区域协调发
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李友生说，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市积极推动“一区
两群”律所结对发展。原则上，“一区”范围的每个区律工
委结对一个“两群”范围内的区县律工委。

同时，目前中心城区12家规模较大的律所与12个
区县律工委结对合作，指导律协班子成员所在的律所带
头对接1至2家“两群”的中小律所，携手实现优势互补、
融合发展。

此外，我市研究制定了律师行业扶持政策清单，制定
出台了落户奖励、运营补贴、人才引育补贴和经济贡献奖
励等扶持政策，鼓励区县党政部门及平台公司积极带头
购买本地法律服务，助推解决县域律师人才流失问题，为
律师提供更多参与服务机会。

市律协也在培训交流、人才培养、评先推优、表彰奖
励、经费安排等方面，着重向“两群”律师倾斜。指导和支
持律所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收入分配、薪酬福利等制度，
督促落实律师特别是青年律师的案源及最低工资保障，
帮助青年律师渡过执业初期的生存困难，为稳定和扩大
律师队伍创造条件。

“2021年，全市律师行业充分发挥律师职业优势和
专业服务价值，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熊世明介绍说，去年
全市律师行业常态化开展民营企业“法治体检”和“律师
园区行”两大专项行动，助力我市企业发展，促进“六稳六
保”。此外，推动128家律所党组织与151个乡村党支部
结对，为村“两委”和村民提供法治宣传、法律咨询、纠纷
调解和智力支持，仅今年以来，就为我市村镇提供普法宣
传咨询6700余场次，调解纠纷2200余件次，提出乡村建
设建议或方案487件。

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全市律师行业也积极作为，
与法院构建一站式多元化解纷机制，促进矛盾纠纷源头
化解。组织全市1820名律师、130余家律师事务所参
与涉法涉诉信访值班1700余天次，接待处理信访案件
2523件，提供各类矛盾处理咨询服务1.4万余件次。

重庆每万人拥有
超过4名律师

去年全市14806名律师办理法律服务25.2万件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5月19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位于渝中
区的市级重大文化体育项目大田湾体育场保
护与利用工程将于今年9月底完工，预计国
庆假期向市民开放。

对重庆来说，大田湾体育场意义非凡。市
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大田湾体育场建
成于1956年，是新中国第一个甲级体育场，承
载了“体育强国”梦，也见证了重庆体育的数十
载发展历史。

并且，大田湾体育场的建筑具有很高的
艺术价值。体育场的碉楼、红墙、拱窗、白玉
栏杆等元素充满浓郁的中国风，其椭圆形的
建筑平面又体现出与国际接轨的特点。

但是，经过数十年岁月的洗礼，大田湾体
育场的功能已不满足需求，且存在一定安全
隐患。

2019年12月，大田湾-文化宫-大礼堂
文化风貌片区保护提升工程启动。按照市政
府要求，市体育局牵头对大田湾体育场实施
保护、修缮、利用，改善城市形象，完善城市基
础设施。

2020年6月，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
工程正式开工，计划总投资5.7亿元，以文物
保护为前提，主要开展新建、修缮和拆除等工
作。

截至今年4月，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
用工程累计完成投资4亿元，非文保形象进
度完成75.5%，文保部分形象进度完成72%。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改造后，
大田湾体育场包含人造草足球场和标准400
米跑道，室外生态体育公园包含篮球场、网球
场、气排球场、乒乓球场和门球场，将成为全
民健身综合体，同时还可承办一些全民健身
类活动及企事业单位、中小学生运动会等。

该负责人表示，以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
利用工程为代表的市级重大文化体育项目是
推动重庆文化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针对大田湾体育场的保护与利用改造，
能加强历史文物保护，夯实体育强市基础，完
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促进文化、体育事
业融合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据介绍，今年市级重大文化体育项目共
计64个，总投资1033.8亿元，年度计划完成
投资102.2亿元。1至4月完成投资34亿元，
投资进度达33.3%。

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9月底完工
预计国庆假期向市民开放

□本报记者 左黎韵

5月19日，垫江高安食品工业园，一股股
清水从排污口缓缓流出，排进龙溪河。顺河
社区党委书记、基层河长张国强站在河边仔
细查看，确认一切正常后，将巡河情况仔细记
录在册。

上个月，张国强在巡河时发现，食品工业
园管网老化，导致污水外溢。河长办在接到
他上报的情况后，第一时间派专人跟踪督办，
责令园区及时更换老化管网，遏制污水排入
江河。

龙溪河是垫江母亲河，以“河长制”为抓
手，当地打破了以前“九龙治水”的局面，重点
开展水域生态修复、小城镇污水管网建设、

“小散污”企业整治等工作，守护碧水绿岸。

三级河长合力治污

全长170公里的龙溪河发源于梁平，流
经垫江城区，及高安、普顺、砚台等11个乡
镇。张国强打小在河边长大，“小时候，河水
特别清，河里鱼虾成群，常常能看见白鹭、野
鸭在水中嬉戏。”

然而，上世纪90年代，随着工业化、城
镇化的推进，大大小小的工矿企业、畜禽养
殖场逐渐分布于河道沿岸，未经处理的生产
废水、养殖粪污直排河中，严重影响了龙溪
河水质。

河湖治理，表象在水里，根源在岸上。早
在2010年，垫江便启动了龙溪河水环境整
治，尽管有一些效果，可部分流域污染仍较为
严重。“河流整治涉及环保、水利、农业等多家
部门，权责不清，导致执法能力分散，‘九龙治
水’最终成了‘无人治水’。”垫江县水利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河长制”工作开展后，垫江建起由县主
要领导担任总河长的县、乡镇、村三级河长体
系，500余名河长上任履职，围绕“一河一策”

“一河一档”，对污水乱排、岸线乱占、农村面
源污染等突出问题进行了重点巡查，并分类
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常态化督导整改。

刚担任河长时，张国强还忧心忡忡，因为
他所负责的河段，有几家养殖场经常将畜禽
粪污排入河中，造成水体又脏又臭，“以前，相
关部门都分别去过人，但问题迟迟没有解
决。”这一次，以“河长制”为纽带，环保、水利、

农业等各方资源被整合起来，与河长相互配
合，引导养殖场安装了环保设施。现在，畜禽
粪污不再直排入河，面源污染少了，河水也变
清澈了。

据了解，自设立河长以来，龙溪河（垫江
段）共整治流域内污染企业61家，在沿线场
镇建设生活污水处理厂5座，铺设污水管网
490公里，治理非禁养区规模畜禽养殖场360
家，流域禁养区内的规模养殖场全部被取缔。

联手民间河长，河流巡护常态化

以“河长制”为抓手，龙溪河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

“水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光靠河
长的力量还不够，还需要动员群众参与，不断
完善常态化巡护机制，形成全民治水的合
力。”垫江县水利局负责人表示。

在河长制的基础上，垫江县又设立了县
一级民间河长队伍，由国有企业兴禹公司担
当河道“管家”，将清漂、巡河、渔业、发电四项
工作整合起来，统一管理，站好河湖管护的

“最前哨”。
初夏，垫江普顺镇东湖社区境内的龙溪

河波光粼粼，河面上，几条小船正来回穿梭，
垫江兴禹公司龙溪河巡护队队员龙昌荣手持

长竹竿，竿头套着漏网，正熟练地打捞河面上
零星的漂浮物。

加入巡护队以前，龙昌荣是这一带的渔
民。龙昌荣说，由于熟悉水域环境，除了清漂
外，他还要协助河长巡河、护河。

今年1月底，龙昌荣在巡河时发现，龙溪
河(普顺段)卢家湾附近水质有些浑浊，有少量
污水正从岸边的污水处理厂渗出。

“黄支书，村里污水处理厂出了问题，你
们赶紧过来看看。”他用手机拍下照片，第一
时间通知了村级河长黄峥嵘。很快，黄峥嵘
赶来了，市政、环保等相关部门也派来了联合
工作小组。经勘测，污水外泄是因场镇排污
管道破裂引起，黄峥嵘组织村民协助施工队
进行管道清掏、修复，及时堵住了污染源头。

“有了巡护队的帮忙，我们巡河、护河更有针
对性，解决问题也更加精准。”黄峥嵘说。

据了解，目前，兴禹公司已组建起30余
人的民间河长队伍，累计巡河5.6万公里，发
现并解决河道问题123个。

“通过整合清漂、巡河、渔业、发电于一
体，有效激活了河长制的‘末梢神经’，实现水
环境综合治理再升级。”垫江县水利局该负责
人说，近年来，龙溪河(垫江段)水质常年稳定
保持在Ⅲ类以上。

生态美了，龙溪河成百姓的幸福河

龙溪河普顺段，过去遍布网箱养鱼的迎风
湖水库，如今成了游人喜爱的风景区。漫步湖
畔，树木亭亭如盖，碧绿的湖面不时可见野鸭、
白鹭，三三两两的游客坐在长椅上休闲。

迎风湖水库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湖水
最终汇入龙溪河。“以前，库岸线上到处是养
鱼的网箱，湖面又脏又臭，还长满了水葫芦。”
景区内的民宿老板刘斌告诉记者，这几年，不
仅网箱养鱼被全面取缔，湖中岛上还栽种了
香樟、桂花、樱花等花卉苗木，环境越来越美，
他的生意也跟着好了起来。“一到节假日，30
多个房间几乎天天爆满，收入是以前的好几
倍。”刘斌喜上眉梢。

一手抓污染治理，一手抓生态修复。这
几年，垫江依托河长制，将财政、农业、环保、
林业等多个部门整合起来，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在龙溪河沿线打造了一处处兼
具生态性、景观性的特色景点，使其成为一条
造福当地百姓的幸福河。

垫江县水利局该负责人表示，在河长制
的统领下，各方通力配合，相互协调，大力实
施河岸复绿、湿地打造、基塘建设等项目，丰
富了河岸周边的物种群落，龙溪河逐渐呈现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新面貌。
生态修复的效果怎么样？老百姓最有发

言权。
高安镇兴盛社区，高高筑起的拦河坝上

草木葱茏，环河而建的滨河步道成为附近居
民散步休闲的好去处。“龙溪河呀波浪宽，金
秋时节稻浪翻；一年四季水常绿，水里鱼儿游
得欢。”社区居民朱正凡自创了打油诗，称赞
龙溪河的变化。

在砚台镇，龙溪河一级支流砚台河水草丰
茂，娇艳的鸢尾花芬芳了整个河畔。“水清岸绿，
鱼翔浅底，砚台河又回复到我小时候的模样。”
正在河边散步的六旬老人刘朝荣倍感欣慰。

接下来，垫江还将充分挖掘龙溪河沿线
的生态人文资源，打造生态康养、民宿体验等
特色旅游，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

打破“九龙治水”局面 重点开展水域生态修复

垫江龙溪河再现水清岸绿好风光



龙溪河风光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

5月11日，垫江县普顺镇迎风湖国家湿地公园，风光绮丽山清水秀。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申晓佳

大田湾体育场，对重庆人而言，不仅是一
座体育场，更是一种拼搏向上的城市精神的
象征。

大田湾体育场的前世今生究竟是怎样
的？5月19日，记者进行了梳理。

13.2万人义务参与大田湾体
育场建设

大田湾体育场，是一座与人民紧密相连
的体育场。

重庆市大田湾全民健身中心主任唐明星
介绍，大田湾体育场建成于1956年2月9日，
当时名为重庆市大田湾体育场，占地面积
97500平方米。体育场的内场是草地，外侧有
一条300米的白色跑道，内侧有一条用红色煤
屑铺成的400米跑道，可容纳4.5万名观众。

大田湾体育场竣工后，举行了重庆市第
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这一历史时刻，深
深铭刻在许多老重庆人心中。

“用重庆话来说：‘霸道’（厉害）！”75岁的
重庆市民孙永健当时还是一名小学生，但至今
对当年全市人民振奋的体育热情记忆犹新。

他回忆，当时，无论年龄、性别、职业，所
有重庆人都为重庆拥有高标准的体育场而骄
傲。每逢举行体育活动，大田湾体育场总是
人潮涌动，热火朝天。

孙永健还记得，父母曾告诉他，大田湾体
育场是市政府机关干部和全市市民共同参加
义务劳动，用双手填平大田湾原有的深沟后
建成的。

一组数字可以印证孙永健的记忆——据
统计，1950年11月到1951年4月之间，共有
13.2万人参与大田湾体育场建设的义务劳动。

大田湾体育场的设计者，是重庆市设计
院原院长、总建筑师尹淮。1956年9月，他在
《建筑学报》上发表论文，讲述体育场的建成
过程。文中，尹淮饱含深情地写道：“重庆市大
田湾体育场的建成，对今后西南地区在体育运
动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

奥运冠军施廷懋曾在这里受训

如今，尹淮和万千重庆人的期盼，已经实现。
唐明星表示，多年来，大批重庆体育健儿

从大田湾体育场出发，走向世界，为国争光。
跳水项目奥运冠军施廷懋，就曾在大田湾体
育场接受体能训练。

再往前追溯，大田湾体育场还见证了中
国体育史上历史性的一刻——1965年10月
24日，重庆籍田径名将陈家全在大田湾体育

场的煤屑跑道上，跑出了百米10秒的优秀成
绩，追平当时的世界纪录。

为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相继发布消息：
“陈家全是世界上第五个跑得最快的人！”并
号召各行各业向陈家全学习。

但随着岁月变迁，大田湾体育场逐渐年
久失修。

2005年，因建筑年代久远，市设计院鉴
定大田湾体育场看台为危险建筑。2017年
的《大田湾体育场现状测绘报告》指出，由于
建筑使用年限较长，看台结构存在安全隐患，
存在墙体老化、抹灰脱落等问题，建议立即进
行加固与保护修复。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加紧推进大田湾体育场工程。2020年6
月30日，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正式
动工。

将保留原本气质，成为全民健身中心

记者了解到，完成保护利用改造的大田
湾体育场，仍将保留原本的气质。

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文保修缮
设计负责人、重庆大学规划与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历史建筑分院院长胡斌介绍，大
田湾体育场的建筑工艺极具民族特色，特别
是碉楼、红墙、拱窗、白玉栏杆等元素有浓郁
的中国传统建筑风貌特征，堪称经典。

“本次修缮从体育场的建筑材料和修建
工艺，都按照当年原貌全部还原，做到‘修旧
如旧’。”胡斌表示。

记者获悉，大田湾体育场建筑中的传统
特征元素将全部保留并复原。其中，碉楼的
完整性和稳定性都很好，主要对其抗震性进
行提高，同时清理外墙，按照传统工艺进行粉
刷。白玉栏杆的残损构件也将用原材料、原
工艺和原做法进行补配。

保留“气质”的同时，今后的大田湾体育
场整体也将迎来提档升级。

唐明星介绍，保护与利用工程的目标为
“打造全民健身中心，建设生态体育文化公
园”，以体育场整体修缮及功能完善为核心建
设内容，在保护的前提下利用内场地下空间
建设地下停车库，完善配套功能，优化周边交
通组织；同时敞开外场空间，修建体育生态公
园，让体育与生态、体育与环境、体育与文化
更好地融合。

下一步，市体育局将与渝中区政府共同
把大田湾片区努力打造成为市民健身首选
地、西部体育消费先行区、全国知名体文旅融
合发展示范区、西部体育总部企业集聚区和
市民高品质生活展示地。

重庆体育在这里起跑
——大田湾体育场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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