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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生态环保人

全国最美志愿者

本报讯 （记者 张莎）“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北碚区龙凤
桥街道燎原社区儿童服务站，碚城义工协会志愿者为孩子们带
去了丰富多彩的节目，胡晓瑜尤其受到孩子们欢迎，“小鱼儿姐
姐”被喊个不停。

近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公布了2021年度全国学雷锋志
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名单，胡晓瑜入选最美志愿者。

说起自己与志愿服务结缘，胡晓瑜清楚记得那是2015年1
月，她在网上看见一封名为《龚舒，高二10班等你回来》的捐款倡
议书。

“龚舒是老师们公认的好苗子，但突如其来的急性白血病让龚
舒陷入困境。”看到这封倡议书，胡晓瑜立马给龚舒汇了200元，并
向碚城义工协会QQ群发送了“我想了解你们”的验证信息。

“虽然和协会取得了联系，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
合格的志愿者。”在胡晓瑜的认知中，成为志愿者不但需要多才
多艺，还有很多其他的要求。但在参与了两次志愿者活动后，她
发现成为志愿者最重要的是有一颗无私奉献的心。当第三次来
到志愿者活动现场时，她终于鼓足勇气填写了申请表，加入了碚
城义工协会。

自2015年3月加入义工协会以来，胡晓瑜利用周末时间先
后参加过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关爱五保老人志愿服务、关爱困境
儿童志愿服务等志愿服务，成为极具活跃度的志愿者之一。

她记得第一次去东阳敬老院服务，志愿者们站在台上唱歌，
婆婆爷爷在台下一直跟着歌声打节拍，满脸都是笑容；她记得第
一次去金刀峡镇派送温暖包，收到温暖包的小妹妹在感谢信上
一字一句写着“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给我带来了火炉般的温
暖”；她记得第一次去献血车服务，什么都不懂，是前辈张萍一个
步骤一个步骤地教她……

胡晓瑜说，与其说志愿者服务他人，不如说是自己服务的每
一个人都在滋养她成长，给予她快乐。

目前，胡晓瑜正准备考取社工类职称，让自己的志愿服务更
专业化，以专业能力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北碚区碚城义工协会志愿者胡晓瑜：

每一位受助者都在滋养我成长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夏日微雨，云阳小江湿地自然保护区雨雾迷蒙，山清水秀之
间，时有白鹭掠过水面，宛如水墨画境。

小江湿地自然保护区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云阳长江北
岸一级支流小江（澎溪河）中下游，区域内以河流湿地、湖泊湿
地、沼泽湿地和消落带湿地生态系统为主，有中华鲟、胭脂鱼、胡
桃、喜树、杜仲、金荞麦等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曾经指出：云阳县政府批准
的《云阳港区总体规划（2016-2030年）》将作业区数量从市级
规划5个扩大至18个，其中6个位于小江湿地自然保护区内。

对该保护区的生态环保问题，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以下简称督察办）高效率深入推进、协同实施督察整改，最终换
来保护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近年来，督察办充分发挥生态环保督察“中枢”“桥梁”作用，
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构建起6个“1+5”的督察体系（“1+5”组
织领导体系、“1+5”计划安排体系、“1+5”制度保障体系、“1+5”
推进实施体系、“1+5”整改落实体系、“1+5”结果运用体系），督
察效能充分释放，生态环保统一监管地位不断提升，在全国率先
完成督察“4个全覆盖”（区县督察全覆盖、46个市级部门督察全
覆盖、30个市属国有重点企业督察全覆盖、督察制度机制建设
全覆盖），有效推动解决一大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督察办还把健全完善市级生态环保督察制度作为深化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推动制定《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实施办法》，把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纳入《重庆市环境保
护条例》。

督察办还深入运行常态化督办机制，配套制定10余项制度
范式，系统形成责任清单、任务清单、问责清单、问题清单、纪律
清单“5张清单”，在全国率先推行“自查、核查、公示、归档、备
案”整改销号“5步法”，率先组建支撑督察的行政管理人员库和
督察技术专家库，让生态环保督察靶向更加明确、路径更加清
晰、支撑更加有力，督察权威性、科学性、精准性不断提升。

聚焦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的5687件群众举报投诉
案件，督察办第一时间分条分块组建督导小组现场跟踪办理情
况，紧盯重点难点组建核查小组检验办理质效，并采取电话问
询、现场核实等多种方式全覆盖跟踪回访，确保项项有进展、事
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总体办结率达99.8%。

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5687件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交办案件办结率99.8%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6月5日，2022年重庆市“最美生
态环保人”获奖名单正式发布，奋战在我市生态环保领域的1个
集体和9名个人获评“最美生态环保人”。

获评“最美生态环保人”集体的是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
室；获评“最美生态环保人”个人的是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总队受理处（应急处）处长孙大武、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大气环境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张丹、市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监测科副科长赵雪、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行政审批科负
责人邱翼、涪陵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副站长代沁芸、沙坪坝区生
态环境局大气科负责人祖华彪、永川区辐射放射及危险废物
服务站负责人薛尽东、梁平区生态环境局污染防治科负责人江
毅、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科科长蹇洁。

2022年重庆市
“最美生态环保人”发布

1个集体和9名个人获奖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韩毅 黄琪
奥 王天翊）今年端午假期，重庆消费文旅
市场表现如何？有哪些趋势和热点？市商
务委6月5日发布消息称，节日期间重庆消
费市场运行平稳有序，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
商贸企业实现零售额65.4亿元，同比增长
4.3%。市文化旅游委表示，端午假期全市
A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523万人次，距离
近、时间短、高品质的文旅业态受到青睐。

部分餐饮门店重现排队现象

端午期间重庆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消
费促进，以“爱尚重庆，焕新消费”为主题，开
展了一系列消费促进活动，激发了消费市场
活力。

江北区组织星光68广场等卖场推出促
销活动，6月2日至6月4日观音桥商圈日
均人流量达70余万人次；渝中区举办了重
庆国际咖啡节；九龙坡区华润万象城等商业
体推出促销优惠并延长经营时间，带动商圈
消费额同比增长4.8%。

今年端午节与儿童节相近，让“亲子经
济”成为端午消费新热点。欢乐谷相关负责
人介绍，园区把两个节日结合起来推出了系
列亲子活动，6月1日至3日游客量累计达
到4.7万人次。在两江新区金科乐方购物
中心，商家不仅策划了少儿舞蹈汇演、英语
演讲等活动，还通过精准邀约亲子客群聚集
起高人气。

据市商务委监测，在旅游、餐饮、住宿等
消费带动下，区县节日消费市场也比较火，
涪陵、永川、大足节日消费额分别同比增长
5.3%、6.9%、10.9%。

此外，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以火锅
为代表的重庆餐饮业正逐步回暖。端午期
间不少门店生意明显好于节前，有的甚至出
现“久违”的排队现象。市商务委分析，端午
期间重庆餐饮消费升温，一是得益于政府、
企业促销活动的拉动；二是节日期间亲朋聚
会增多，家庭消费成为拉动餐饮消费升温的
一股重要力量。

发放300余万元文旅消费券

受放假时长、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端
午假期市民把出游的关注点转移到“生态、
健康、文化”上，追寻“在地化、个性化、场景
化”体验。

据了解，节日期间我市推出系列惠民活
动，面向游客发放300余万元文化旅游消费
券，覆盖A级景区、星级酒店、文化演出、温
泉、露营等文旅产品；分两批举办了重庆人
游重庆——旅游景区惠民活动，全市有37
个区县、111个景区推出不同程度门票优惠
活动，极大刺激了消费。

红色旅游也表现抢眼。重庆红岩联线
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所辖各景区共接待游客
近 3 万人次，其中渣滓洞景区接待游客
9300多人次，白公馆景区接待游客9500多
人次。

在文博方面，全市105家博物馆、纪念
馆正常开放，推出63个临时展览、82项社教
活动，接待观众共计21.75万人次。各区县
还举办了各种非遗活动，如武隆区举办了
2022重庆市首届大学生龙舟赛；沙坪坝区举
办了“诗咏沙磁”——“我们的节日·端午”暨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诗歌雅集等，不仅营造
了节日氛围，更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书籍受到读者追捧

端午假期，到图书馆感受书香的市民明
显增多，传统文化类书籍的借阅数量明显上
升。

5日上午，记者在重庆图书馆三楼阅览
室看到，这里有不少读者正专心致志地看
书。他们戴着口罩，相互间保持一定距离。

家住天星桥的市民李佳鑫吸引了记者
的注意，只见他手上拿着梁晓声的《人世
间》，口袋里还放着《平凡的世界》《人类简
史》等图书。“这段时间我抽空看了电视剧

《人世间》《平凡的世界》，被里面的人物深深
打动。我准备以重温原著的方式，再度感受
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重庆图书馆二楼举行的《这就是中国
味道》绘本展，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
卡。市民陈凯一边观展，一边用手机搜索绘
本，“我选的这几本绘本都跟美食有关，希望
孩子通过阅读这些绘本，感受中华美食文化
的博大精深。”

不仅重庆图书馆，端午假期的重庆市少
年儿童图书馆、江北区图书馆、大渡口区图
书馆等多个公共图书馆，读者数量都较往日
有明显上升。

“端午假期图书流动速度明显加快，诸
如《给孩子的唐诗课》《鲍鹏山给孩子讲水浒
传》等传统文化书籍更是受到追捧。”重庆图
书馆读者服务中心主任胥讯介绍。

健身成部分市民假期新标配

阅读增长知识，健身增强体质。端午假
期，记者走访奥体中心、渝北区全民健身中
心、大田湾全民健身中心等地发现，健身已
成为部分市民的假期新标配。

“端午假期，来奥体羽毛球馆打球的市
民明显增多。”重庆奥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由于晚上气温较凉爽，不少市民选择在

这个时段来打球，羽毛球馆的晚场几乎天天
爆满。

除了前往场馆锻炼，飞盘等小众运动同
样受到一些市民追捧。

“飞盘是一项相当讲究团队配合的运
动。”4日晚，渝北区全民健身中心一块5人
制足球场内，市民孙超与几名飞盘爱好者一
起，听教练讲授飞盘的相关技巧。

“跟足球、篮球等运动一样，玩飞盘也能
锻炼身体，还能认识朋友。”孙超对记者说，
这个端午假期他已成为一家飞盘俱乐部的
会员，还买了几个飞盘，准备好好感受一下
这项运动的乐趣。

重庆端午假期消费市场平稳增长
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商贸企业揽金65.4亿元 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523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何春阳）“呜——”昨
天上午10时30分，重庆1000余台防空警
报器同时鸣响，这是我市连续第24年在6
月5日这天鸣响防空警报。

81年前的6月5日，因日军轰炸，十八梯、
石灰市、演武厅3处防空大隧道内先后涌入
近万人，最终酿成严重踩踏窒息事件——

“六·五”大隧道惨案。为纪念抗日战争期间
在“重庆大轰炸”中不幸遇难的同胞，激励全
市人民爱国热情，增强国防战备意识，《重庆
市人民防空条例》规定，每年6月5日上午
10时30分至10时42分，在重庆全市范围
内进行防空警报试鸣放。

当天，由市人民防空办、沙坪坝区政府
主办的重庆市2022年“6·5”防空警报试鸣
放暨防空知识宣传活动在金沙天街广场举
行。9时左右，10辆人防机动指挥车整齐排
列在广场上，一旁的宣传展板吸引不少市民
驻足阅览。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给来往市民
宣传人防知识，普及急救知识。不少市民在
志愿者的帮助下，了解便携式手摇警报器、
电声警报器、防毒面罩、防化服的功能和使
用方法，学习心肺复苏急救方法。

市人民防空办科技与信息化处处长管
义坤表示，防空警报是城市防空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两大用途：一是平时可
用于抗灾救灾和突发事故情况下的灾情预
报和紧急报知；二是战时可用于各级政府
实施人民防空指挥，组织市民及时疏散掩
蔽。

据介绍，目前重庆已构建起以固定警报
为主，同时配备警报信号源、车载警报、便携
式警报、手摇警报等设备的警报系统，还可
利用电视、电台、楼宇广播、短信、微信等载

体发放警报。全市城区警报音响覆盖率已
达98%。

又讯 （记者 白麟）昨天，许多市民和
外地游客来到位于渝中区的十八梯大隧道

遗址纪念馆，重温重庆抗战时期的烽火岁
月，悼念大轰炸中的罹难同胞。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军对
重庆进行疯狂轰炸，出动飞机9000多架，投
弹11500枚以上。面对日机轰炸，重庆展
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空袭与反空袭、轰炸与
反轰炸的顽强斗争，而依据重庆地形地貌特
点修建的防空洞，成为最直接、最有效的防
空避难工具。

十八梯大隧道修建于抗战时期，是重
庆大隧道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该遗
址与渝中区磁器街、石灰市隧道掩体一起
被列为重庆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十八
梯大隧道遗址纪念馆自2021年9月30日
开放到今年5月底，共接待游客超30万人
次。

“一走进这个隧道，就被两侧的人物剪
影吸引，很难想象抗战时期的重庆人民，在
这昏暗的防空洞里生活、学习、工作了那么
长一段时间。”湖南游客陈宁娜说，轰炸那么
频繁，但那时候的重庆人民没有气馁，因地
制宜、互帮互助、共渡难关，“在这里，我看到
了重庆人民的坚强与勇敢。”

纪念“重庆大轰炸”中遇难同胞 激励市民爱国热情 增强国防战备意识

重庆1000余台防空警报器昨上午同时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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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岚
森

摄\

视
觉
重
庆

6月5日,南坪国际会展中心羽毛球馆，市民正在打羽毛球。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六
月
五
日
，沙
坪
坝
区
金
沙
天
街
广
场
，志
愿
者
正
在
为

小
朋
友
介
绍
便
携
式
防
空
警
报
系
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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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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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

摄\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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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朱芸锋

当“诗和远方”短期内难以成行时，
以本地游、周边游为代表的近距离、短时
间“微度假”极大释放了市民的需求，成
为市民的休闲新方式。携程数据显示，
今年端午假期，消费者预订景区以本地
周边为主，相应订单占比约九成。

“微度假”目的地大多距离城区不
远，为游客沉浸式深度体验消费创造了

条件，这也对乡村文旅消费场景提出了
更高要求，倒逼经营者不断推出精品化
文旅产品，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
化需求。抓住“微度假”渐成市民“新
宠”的机遇，培育“微度假”消费场景，逐
渐完善配套设施，将为提振消费经济增
添活力。

顺势而为引导文旅消费新模式，推出
更多“微度假+乡村美食+生态农业+民宿
体验”等多业态融合性旅游产品，必将促

进“微度假”由“微”做到“大”，从新风向变
成新潮流。定向发放消费券、因地制宜打
造“夜经济”、抓住时机办会办节促销……
打造新消费场景、开展全时段消费、推进
新型绿色消费，必将助力包括“微度假”在
内的新消费业态茁壮成长。

当然，面对“微度假”风向也要保持
理性、守住乡味。发展乡村文旅消费产
业，既不能贪大求洋、为“赚眼球”盲目
上马“打卡点”；也不能看别人赚了钱而
患“红眼病”，生搬硬套“东施效颦”导致
恶性竞争。只有推动“微旅游”产业健
康发展，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才能让“微
度假”真正为消费回暖、经济发展增添
新动能。

让“微度假”为消费经济“添把火”

评论

6月5日，酉阳酉水河国家湿地公园，激烈的龙舟赛在云雾中
进行。 通讯员 邱洪斌 摄/视觉重庆

2022年重庆市“最美生态环保人”发布仪式现场。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