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4 日，重庆市 2022 年初中学业水
平暨高中招生考试落下帷幕。永川萱花中
学初2022级9班的学生在考试结束后，拿着
班主任送给他们的五颜六色的飞机，飞奔
到操场上放飞他们心中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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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国务院办公
厅近日印发《关于对2021年落实有关重大
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
激励的通报》。荣昌区因促进乡村产业振
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乡村振兴重点工
作成效明显，国务院督查激励2000万元，
用于乡村产业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领域相关建设。这是荣昌区第四次获得
国务院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的督
查激励。

6月14日清晨，记者在荣昌区琪金·荣
昌猪资源保种场内看到，猪仔醒来后，饲料
就通过自动料线运送到它们的碗槽里。这
个智能饲喂系统，可谓琪金·荣昌猪资源保

种场现代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荣昌区围绕荣昌猪全产业链
发力，不仅获批建设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
心，纳入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首批创建
名单，获评为全国生猪全产业链先进县，荣
昌生猪种业还写入了国家《种业振兴行动
方案》。

据了解，在种质资源保护方面，该区构
建“保种场+保护区+基因库”并重的荣昌
猪良繁体系，建设国家级基因库、冷冻库。
同时，依托市畜科院、西南大学科研力量，
以国家级、市级荣昌猪保种场为中心，开展
了系谱登记、种质特性研究与评价、品种选
育等，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科研教育机构技
术支撑、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的保种模式。

在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面，
荣昌在全国首批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利用
整县推进项目，探索出生物发酵床、高温
好氧发酵、“猪—沼—竹”、干湿分离、集中
收储等多种处理模式，实现了畜禽粪污变
废为宝，成功探索出了一种绿色生态的养
殖模式。

数据显示，去年荣昌家禽出栏783.6万
只，肉类总产6.4万吨，蛋类总产1.2万吨，
拥有西南畜牧生产资料最集中的供应加工
企业66家，畜牧产业产值规模达到200亿
元，创下历史新高。

产业兴旺的同时，荣昌还积极稳妥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在农村改厕上，荣昌始终坚持数量服
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求好不求快的原

则，让“方便”的事更方便。数据显示，仅去
年，该区就完成三格式户厕改造3047户，
新建公厕6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0.67%，
改厕任务完成率100.06%。

在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上，荣昌通过常
态化开展“五清理一活动”，建立起长效评
比机制，通过创新“五色星”“红黑榜”“红黄
旗”“积分制”等，调动农民参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积极性，实现环境整治从点上示
范到全域推开，从整治提升到美丽宜居转
变。

如今，行走在荣昌区的乡村院落，白墙
灰瓦的民居、干净整洁的院落、潺潺流动的
溪水、绿色如黛的青山……宛如一幅幅泼
墨山水画渐次展开，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
也吸引了一波波游客前来游玩。

荣昌区第四次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
2000万元奖金用于乡村产业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本报讯 （记者 崔曜）6月14日，全市防汛备汛情况专题
新闻发布会举行。市应急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何建
平介绍了全市防汛备汛整体情况。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党组成
员、新闻发言人余颖，市水利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任丽娟，市气
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杨智分别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
的提问。

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市已应对10次强对流、强降雨过程，
全市因暴雨洪涝紧急转移避险4975人，紧急转移安置1404人。
预计今年汛期重庆地质灾害发生频率较常年偏高，降水偏多、气温
波动大，长江、嘉陵江部分站点或超警戒水位。

据了解，重庆在汛前完成了505个水毁工程修复、73座小型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8条山洪沟治理和108处中心城区易涝点整
治。同时，国家与市级应急物资进行了全面盘库和检修保养，并补
充了2.1万床棉被、1.3万件棉大衣、1000顶帐篷入库。全市汛前
储备了救灾物资超62万件（套），并分类分批前置到区县、乡镇。

地灾发生频率预计较常年偏高

余颖表示，针对今年汛期预计重庆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较常
年偏高的情况，重庆已提前做好了准备工作。目前，有13名部级
技术专家汛期常态驻守重庆，10名市级防治专家组建的10个指
导组，深入到现场一线指导防灾工作。重庆驻守现场的地质人员
达到了480人，并配齐1.5万余名“四重”网格员，在汛前组织巡查
排查2.68万人次。

当前，重庆正开展汛期检查，实施覆盖全市的地质灾害综合遥
感面域扫描，识别出疑似变形点601处，核查后确认新增隐患点
52处，均已纳入管控。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危岩（崩塌）专项排
查，重点排查城镇人口密集区周边、农村山区农房周边、铁路沿线、
江河沿线、旅游景区周边等“六大区域”。

35℃以上的高温天数接近常年

据统计，5月以来我市已经出现了3次强降雨、1次区域性低
温阴雨。根据预测，6月中下旬，我市仍有可能出现2次左右较强
降水天气过程，7至8月可能有4至6次左右较强降水天气过程。
6月中旬到8月，我市大部地区气温偏高，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
至40℃，35℃以上的高温天数大部地区为12至30天，接近常年；
7月中旬后期至8月中旬，我市大部地区可能出现5至7天的阶段
性高温热浪天气。

杨智表示，气象部门将提升精准预报能力，争取提前40分钟
以上发布强对流天气预警，提前1至3小时发布精细到乡镇的预
警信号，提前48小时发布灾害性天气强度预报，逐月滚动发布精
细到10公里的汛期旱涝趋势预测信息。

长江、嘉陵江可能出现超警戒水位

任丽娟表示，今年以来，长江上游地区降水整体偏多，大雨开
始期偏早，我市长江上游流域来水量偏多6成，中小河流来水量普
遍偏多或持平。

根据最新汛期趋势分析，大江大河中，长江上游流域主要控制
站的洪水总趋势为正常年景，但存在受过境洪水和本地降水叠加
影响的风险。其中，长江、嘉陵江部分站点可能出现达到或超过警
戒水位，乌江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可能性较低；乌江站点年最高水
位可能出现在6至7月，长江、嘉陵江站点可能出现在7至8月。

13名部级技术专家
今年汛期常驻重庆指导防灾

本报讯 （记者 黄乔）每个星期五傍
晚，沙坪坝文化馆旁枝繁叶茂的黄葛树下
总是围满了市民，有的是独自一人提着小
板凳，有的是银发苍苍的老两口，还有一
些年轻夫妻带着小孩，丈夫让孩子“骑马
马”坐在自己肩上……大家都望着舞台，
听着台上人口里的故事，时不时传出掌声
和笑声。

这就是沙坪坝区三峡广场的“沙坪坝
区民间故事会”，也被称为“黄葛树下龙门
阵”，是沙坪坝文化馆公共服务免费开放项
目之一。前不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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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葛树下龙门阵”文
化志愿服务项目被推选为“最佳志愿服务
项目”。

要问黄葛树下的龙门阵讲了有多久？
年过七旬的老听众张大爷说：“我当小娃儿
时就开始听，讲了好几十年了！”

时光回到1958年。那一年，四川巴县
的说书艺人程梓贤举家搬到沙坪坝区小龙
坎，便被这里浓厚的文化氛围深深吸引。
同年9月，程梓贤开始在这棵黄葛树下开

起了“故事会”——《熊嘎婆》《狼来了》《乖
宝宝》……一个个故事从这位说书艺人的
口里讲出来，颇受当地老百姓喜爱。

“黄葛树下可以听故事哟！”这场故事
会，一讲就是60多年，讲故事的队伍也越
来越大。“它是我们沙坪坝区历史最悠久、
特色最鲜明、影响最广泛的公共文化服务
品牌项目。”沙坪坝区文化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每逢周末节庆，故事会如期开讲，故事
员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也有风华

正茂的青年演员，还有稚气未脱的少儿演
员，极大程度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成为一道文化风景。

据统计，在沙坪坝三峡广场的这棵黄
葛树下，举办的故事会已经超过4000场，
举办的专题宣传故事演出超过1000场次，
讲演故事5000余个，其中，有100余个作
品在全市及全国的艺术赛事中获奖；创作、
演出红色故事200多个，吸引观众超过400
万人次。

“黄葛树下龙门阵”一摆就是60年

本报讯 （记者 黄乔）6月14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2
年重庆市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新闻发布会。会上，市高法院发布
了《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年行政诉讼白皮书》；市司法局通报
了重庆市2021年行政复议工作情况。

只需找一级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更加便捷高效

市司法局副局长谢建军介绍，2021年度重庆市各级行政复议
机关共办理行政复议案件6813件，同比增长65%，创历史新高；
审结行政复议案件5828件。

谢建军说，通过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去年8月1日起，全市行
政复议机关由375个减少到42个，实现了“一级政府一个复议机
关”，改革后人民群众只需找一级政府，就能够直接找到行政复议
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更加便捷高效。

另外，我市还积极推进“复议为民促和谐”专项活动，依法办理
涉及重点行政管理领域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十类重点行政复议
案件2113件。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市司法局与四
川省司法厅共选60名行政复议专家组建川渝两地行政复议专家
库，实现川渝两地行政复议专家库专家共管共用。

谢建军表示，今年，我市将深化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完善行政
复议制度，构建全市统一科学的行政复议体制；加大“复调对接”工
作力度，努力使行政争议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发、化解在行政程
序中。

同时，优化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机制，加强现代信息技术与行政
复议工作的深度融合。依托乡镇司法所设立“行政复议便民接件
点”，全面建立市、区县、乡镇三级行政复议服务体系。推进“掌上
复议”网上申请工作，申请人足不出户便可提交申请，为人民群众
提供“零成本”的便捷服务。

“握手言和”案件数量不断上升

市高法院副院长王中伟介绍，2021年，全市法院受理各类行
政诉讼（即“民告官”）案件17448件，同比增长19.25%。其中，受
理一审案件11372件，同比增长15.88%；受理二审案件4654件，
同比增长14.97%；受理申请再审审查案件1383件，同比增长
92.08%。受理再审案件39件，同比下降20.41%。

值得关注的是，“握手言和”案件数量在不断上升，全市法院更
加注重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源头解决矛盾纠纷，促进“官民”和
谐。以撤诉和调解方式结案的数量同比增长8.67%，许多困扰多
年的重大行政争议得以协调解决。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数、应诉率均创
历史新高

“从去年数据上看，全市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明显提升。”王中伟介绍，2021年，全市法院一审开庭
审理的案件是5524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达到3755件，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到68%，同比上升了21.3个百分点，
出庭应诉的案件数以及出庭应诉率均创历史新高。

同时，在审判环节也感受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不仅数量和出
庭率大幅提升，他们出庭应诉的质量和水平也逐年提升。王中伟举
例说，比如，沙坪坝区法院审理的邹某富等17人诉重庆绿岛新区管
委会行政协议五案，该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到庭应诉，并积极推动案
涉行政争议实质化解，使得该系列案件全部以撤诉方式结案。

重庆去年办理
行政复议案件6813件

□本报记者 黄琪奥

“感谢‘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影活
动，让广大摄影师能够深入重庆的各个角
落，用镜头捕捉市民生活的珍贵瞬间。”6月
14日，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摄影家
协会副主席李文勇对重庆日报记者说。

作为一名资深摄影师，出生于1962年
的李文勇曾是一名军人。在部队的时候，

他专门从事新闻摄影工作。1990年，李文
勇转业回到地方后，先是在九龙坡区人事
局工作，后参与《重庆商报》创刊，并担任该
报首任摄影部主任。他拍摄的作品《后继
有人》曾入选第15届全国影展；作品《苦
炼》曾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40周年专题
展览中获优秀奖。

“人才是最美的风景。摄影师除了记
录城市的变化外，更需要记录普通市民的
生活状态。”李文勇说，从拿起相机的第一

天开始，他就把镜头对准身边的普通人，通
过记录他们的生活，以及那些具有时代符
号的人与事，展现经济发展给人们生活带
来的巨大变化。

作为“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影活动
的常客，李文勇对该活动也有自己的看
法。在他看来，“百万市民拍重庆”活动的
持续举行，不仅能让广大摄影爱好者交流
拍摄心得，还促使他们深入基层，用镜头记
录下很多珍贵的瞬间。“这项活动是记录24

小时内重庆发生的点点滴滴，这就让不少
摄影师即便在深夜也走上街头，用镜头记
录下重庆城在24小时里发生的种种故事。”

李文勇透露，今年6月18日当天，他依
然会把镜头对准普通人。“届时，我除了会
前往黄桷坪的交通茶馆，用镜头记录下市
民在此喝茶聊天的情景，还将前往唐家沱，
记录轨道4号线二期通车后的场景，让更
多人感受到重庆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以及重庆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摄影师李文勇：

用镜头捕捉市民生活的珍贵瞬间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见习记者
云钰）6 月 14 日是第 19个“世界献血者
日”，来自市血液中心数据显示，2021年全
市有37.72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献血总量
达60.17万单位，较2020年同期分别增长
7.39%和9.65%。

据统计，我国无偿献血人次数和采血
量已连续20多年保持增长。2021年全年
血液采集量同比2020年增长8%，年增长
率创历史新高。

在重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无偿献
血队伍。据市血液中心党委书记李顺平介
绍，该中心负责中心城区和潼南、永川区域
采供血工作，2021年共有18.4万人次参与
无偿献血，献血总量达29.6万单位，较2019
年分别增长7.73%和7.92%，较2020年分
别增长11.30%和14.64%；供应临床60.3万
单位，较2019年增长2.33%，较2020年增
长14.82%，采供血总量创造历史新高。

“新冠肺炎疫情给无偿献血工作带来
了一定的挑战，但我们始终坚持以献血者
为中心、致力于构建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
采供血工作体系，让捐献热血、分享生命的
氛围更加浓厚。”李顺平说，在临床用血需
求逐年攀升的情况下,我市临床用血需求
和用血安全仍然有保障。

统计数据显示，在无偿献血人群中，
18—35岁这一年龄段约占60%，是无偿献

血的主力军。
我国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

来，全面建立了无偿献血制度。目前，无偿
献血模式依然以街头募集为主。为了发动
更多人无偿献血，我市在各大商圈设立了
不少献血点，方便市民献血，并不断升级献
血车及献血方舱的设施。

记者了解到，我市积极发展团队献血，
各区县都建立了由区县政府主导的应急团
队，人数在几百人到千余人不等，以满足紧
急用血需求。同时，我市统筹建立重庆市
采供血机构质量安全控制中心，推进全市
采供血机构业务过程同质化，让患者用到

“安心血”“放心血”。
无偿献血会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对

此，市人民医院输血科副主任李军说，一
个体重50公斤的人约有血液4000毫升，
每次献血200或400毫升，不足全身血量
的10%，而人体有很强的调节功能，献血
1-2小时后血容量就能恢复，两周后各种
血液成分达到原来的水平，并不会影响身
体健康。

重庆去年37.72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献血总量同比增长7.39% 市血液中心采供血总量创历史新高

重庆十个事项获国办督查激励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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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渝中区时代天街，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