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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重庆本地
评论作者进群交流

□关育兵

近日，高德地图发布《2022全国公共厕所
图鉴》，依据近百个城市 2021 年的公厕线上
数据，评选出“十大厕所数字化城市”“十大司
机如厕友好城市”，重庆分别排名第四位和第
七位。

一提到公厕，不少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找
起来不方便。的确，没有达到一定的量，就难
以解决市民的如厕之急、如厕之难。所以，通
过增建新厕、改造旧厕和开放社会单位厕所等
方式，加大公厕的密度，是推进公厕建设的基
础工作。目前，重庆全市公厕总数近1.4万座，
平均每平方公里4.6座，这样的密度，是基本能
够满足需求的。

公厕有了量，仍不够，还需要一定的
“质”。公厕的质，贵在适度。过于豪华，像五
星级酒店似的，会降低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益。
一座公厕的花费，超过一座房子造价，是很不
恰当的。所以，建设公厕，要提质，更要适应社
会经济发展的水平。

公厕友好城市，除了注重量和质之外，
还要关注便捷度。曲径通幽，花木繁深，对
于禅房来说，是美，是意境。但对于如厕者
来说，却是痛苦和折磨。城市土地，寸土寸

金，公厕即便不能建在街边，但也不应过于
曲折，让市民如入迷宫。如此难找，就不能
称之为便民设施。因此，公厕不应“藏在深
闺”，而应设置明显的标志标牌，让人能够轻
松找到。

在大数据智能化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公
厕也应乘上数字化的东风。巧用公厕位置信
息，在常用的地图App中加入“找厕所”功能，
为广大市民排忧解难，才是真正的方便。重庆
南岸区烟雨路公厕，根据“潮汐公厕”理念，通
过监测如厕需求，实时调整男女厕位比例，实
现配置最优化。把“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理
念落到实处，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现在，不少城市都在建设劳动者港湾、爱
心驿站，这是对户外劳动者、外卖小哥等群体
的关怀。把公厕建设同这些设施合建，进行功
能整合，打造以公厕为中心的综合性便民服务
平台，建设集现代科技、公共服务、景观建筑为
一体的环卫设施，创新打造“便民之所”，值得
推广。

公厕虽小，却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民生大
事。建好公厕，管好公厕，让人们如厕方便，彰
显的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水平。这也许正是
评选“十大厕所数字化城市”“十大司机如厕友
好城市”的意义所在。

数字化让公厕更便民

□杨朝清

近日，记者深入重庆街头巷尾调查发现，绝
大多数“棒棒军”都已转行，其中有一群人还是
在“运货”，只是方式发生了变化，丢掉了竹棒端
起了“方向盘”，月收入达八九千甚至过万元，比
当棒棒高出了数倍。虽然职业变了，但做棒棒
养成的勤奋、吃苦耐劳和乐观向上的精神依旧
没变。

作为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棒
棒军”转行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同样具有社会
意义——现代服务业等新业态快速成长，不仅
促进了资源充分流动，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
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棒棒军”转行从某种程
度上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让社会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和精细化，一
些传统职业没落，一批新兴职业崛起。电商和物
流蓬勃发展，快递、闪送小哥不断涌现……种种
因素综合之下，“棒棒军”转行势在必行。

作为较早一代进城务工者，“棒棒军”凭借
一身力气进了城。城市给了他们谋生的机会，
他们也用辛勤的劳动让城市变得更加美好。如
今，他们又紧跟时代步伐，悄然退隐或改行。作
为重庆城市建设的一分子，他们不应该被遗
忘。棒棒可以转行，“棒棒精神”却永不过时。
负重前行、爬坡越坎，敢于担当、坚韧不拔，这些
精神，不仅支撑着他们拼搏奋进，也成为了重庆
这座城市的闪亮名片。

“棒棒军”转行，并非意味着“棒棒精神”的
消失。不论是开汽车跑货运，转型当外卖员，还
是选择进工厂。转行的背后，既有被动适应的
因素，也有主动求变的考量。面对“棒棒军”转
行，没必要过于感伤。转行，意味着用劳动精神
拥抱新生活，意味着他们的人生拥有了更多的
可能性。记住那些为城市作出过贡献的普通劳
动者，汲取“棒棒精神”的养分，才是我们应有的
态度。

“棒棒精神”永不过时

□张燕

银发闪闪，是你我共同的未来。到 2025
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2033
年将突破4亿。让人们优雅地老去、尊贵地离
席，这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面对的课题。

前段时间，72岁的同济大学退休教授吴於
人科普物理的视频走红网络，被百万粉丝亲切
地称为“科学姥姥”。退休后，这位老人从三尺
讲台走向了“视频平台”，她始终相信，国家的发
展离不开物理，离不开科技创新。而她，离不开

“讲台”。

人们如此热爱“科学姥姥”，既是因为看到
了科学的火花，也是因为看到了银发闪亮的样
子。每个人都是一艘小船，我们年轻时航行五
湖四海，赏山川河流，看人间百态，返航时与他
人分享渔获，传达知识，交流智慧。这些，才是

“老去”的意义，而不是为养老烦恼，为儿孙奔
波，为智能所困。

老之将至，我们如何应对？2021年底，《关
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出炉。这份意
见，首次提出了“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
比起长篇阔论，一份简洁的清单，直指“服务谁”

“怎么服务”“由谁提供服务”这些核心问题。
清单制度一出，各地都开始了积极探索尝

试。目前，按照兜底、特殊和全体老年群体三个
类型，重庆做了“三张清单”，下一步，还将细化
高龄津贴等10余项清单，推动养老服务内容和

项目的不断丰富。
人间重晚晴。我们需要一个包容的社

会——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的进取精神；
我们需要一个成熟的机制——发挥老年人对年
轻人的传帮带作用；我们更需要一个可执行、可
落地的工具，帮助我们抵达“老有所养”的彼
岸。“养老服务清单”，正是打通老龄化社会堵
点、痛点的政策工具。

这份清单，贵在精准。一份“清单”好不好，
要看是否瞄准了“急难愁盼”。清单建立的前
提，是对老人的需求进行精准评估。重庆将老
人的生活环境、家庭背景、服务内容等资料搜集
汇总，形成一套具有提示性、预见性、概括性的
老年人需求数据库。通过“数据赋能”，进一步
厘清了现阶段最优先、最重要的需求，从而达到
对症下药、量体裁衣的效果。

这份清单，重在落实。清单一目了然、简洁
清楚，便于人民群众知晓和了解。但仅仅是方
便看还不行，清单的意义，在于“执行”。大渡口
区钢堰社区专门安排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讲
解清单上的内容。老人感叹，“我们老年人能享
受这么多服务，哪些免费哪些收费清清楚楚，居
家养老心头更稳当了！”“落实”二字看似简单，
实则考验管理者的智慧。想得细一些、办得实
一些、配套好一些，清单才能从纸上“走”下来，
走进每一位老人心中。

岁月不曾慢下脚步，我们也不曾辜负岁
月。“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
变”——央视舞台上，平均年龄74.5岁的清华大
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带来的一曲《少年》，打动
了无数观众。愿“白发”成为老人的勋章，愿“清
单”绘就银发闪闪的美好未来。

“养老服务清单”贵在精准重在落实

在基层，存在一些这样的年轻干部：明明只有三四十岁，干起工作却抱着五六十岁的“老同志
心态”——不敢干、不会干、不愿干，打不起精神，提不起兴趣，找不到激情。对此，半月谈认为，解
决年轻干部的这些问题，一方面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提升其思想认识，另一方面，更关键
的是，要为基层年轻干部干事创业提供体制机制上的保障。

赋能提升经济证券化水平 服务西部金融中心建设
北交所、全国股转系统重庆基地正式启动，全力助推重庆企业上市

为促进重庆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全国股转

系统重庆服务基地在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揭牌，这是继深交所重庆服务基地后又一个落户在区

域性股权市场的交易所区域服务基地。基地将积极开展在地化服务，推动我市创新型中小企

业在北交所上市、全国股转系统挂牌，提升重庆经济证券化水平。

不断优化
全面提升上市企业培育质效

5月18日，北交所、全国股转系统
重庆基地正式落地重庆股份转让中心。

未来，北交所、全国股转系统将通
过与重庆股份转让中心共建重庆基地
开展更深入的业务合作，推动多层次
资本市场建设，加速推动重庆经济高
质量发展。这预示着，未来会有越来
越多的上市企业在此孵化，成为我市
经济证券化的中坚力量。

长期以来，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把
培育上市资源作为提升我市经济证券
化水平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满足不同
发展阶段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需
求和孵化培育，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根

据企业需求制定差异化培育策略，组
织引导专业证券中介机构对拟挂牌企
业按照多层次资本市场要求进行挂牌
规范辅导。如今，北交所、全国股转系
统重庆基地的正式建立，将进一步完
善重庆企业上市的培育体系，全面提
升企业服务质效。

重庆市金融监管局党组书记、局
长阮路表示，未来，重庆基地将成为提
升全市企业上市工作的重要抓手。除
了要担负培育上市企业的重任，还要
储备上市企业“后备军”资源、提升资
本市场文化、营造浓厚上市氛围，引导
企业积极迈向资本市场。

同时，重庆股份转让中心将加强与
北交所、全国股转系统对接合作，建立
与更高层次资本市场的绿色通道，发挥

好我市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科
创资本通”的功能作用，促进企业与基
金机构深度对接，打通科技与资本的
堵点，帮助企业形成清晰的发展路线
和上市路径。

加快步伐
持续赋能经济证券化增长

企业上市是衡量地方经济发展水
平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市加快推
动企业上市步伐，经济证券化水平稳
步提升，但上市公司不足仍是一块短
板。这块短板形成的原因，是重庆还
存在股权氛围不浓、企业家意识不够
等突出的问题。

重庆基地建成后，将发挥北交所、
全国股转系统的专业优势与区域性股
权市场的属地优势，结合重庆产业优
势和特色，开展市场培育等属地服务，
持续挖掘挂牌与上市后备企业资源，
支持优质渝企在北交所、全国股转系
统发行股票、债券融资，从企业的上市
辅导、专业培训、投融资对接和互动交
流等多个方面，助推重庆市地区优质
创新型企业与北交所和全国股转系统
对接，促进重庆市多层次资本市场服
务体系建设，构建北交所和全国股转
系统服务区域经济新平台。

重庆股权服务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总经理张序表示，重庆股份转让
中心将配合基地建设，大力推进科创
资本通平台及区县资本市场工程建
设，助推企业挂牌上市。依托“科创资
本通”连接全市优质项目和头部投资
机构，聚焦企业股权投融资及上市培

育；通过区县资本市场工程，联合北交
所、全国股转系统重庆基地，把多层次
资本市场的全方位服务送到区县。

在本次揭牌仪式上，渝中、渝北、
綦江、铜梁、大足5个区县与重庆股份
转让中心签订合作协议，成为区县资
本市场工程首批签约区县。下一步，
重庆股份转让中心还将与更多区县展
开合作，将优质的上市服务送到区县
企业“家门口”，帮助区县培育更多上
市种子企业。

深化落实
加速建设西部金融中心

作为我国首批设立的区域性股权
市场，重庆股份转让中心自2009年成
立以来，积极探索、勇于创新，逐步形
成以市场化手段培育上市资源的完整

路径。目前，重庆股份转让中心在板
挂牌企业1914家，服务的企业中已有
15家实现A股上市，占同期我市境内
上市企业总数的45%，特别是去年北
交所首批上市的两家渝企均由重庆股
份转让中心孵化，培育率在全国区域
性股权市场行业中名列前茅。

重庆服务基地正式落地后，中心
针对本地优势产业、优势地域及扶持
产业的服务将更加完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
纲要》明确了重庆西部金融中心战略
定位。全国股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北京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徐明表示，
北交所、全国股转系统将继续联合重
庆相关部门和各类市场主体，用好重
庆服务基地，加大对“专精特新”、高新
技术、特色产业等创新型中小企业的
服务力度，推动更多创新型中小企业

到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北交所上市。
未来，重庆股份转让中心将协同

重庆服务基地，加强全方位宣传引导，
帮助企业解决“不能上、不愿上、不会
上”的问题，通过融智培训、融资路演、
企业家沙龙、上市培训等多种专业化
方式，增强挂牌企业上市意识，塑造浓
厚的股权文化氛围，全面提高企业利
用资本市场的能力，并以更多的创新
活动、产品和服务，发挥好市场化价值
发现和资源配置功能，为助力重庆建
设西部金融中心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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