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梨花风起正清明。草返青、花竞
放，朝露晶莹、老树新颜。大江南北
告别严冬，温暖蓬勃的气息充盈人
间。顺应时节的阳气上升，人们打开
心灵、张开耳目，感受泥土、青草、雨
水的味道。

于乡野间，祭拜逝去的祖先、至

亲、故交。抚摸墓碑，献上鲜花，那些
过往的故事、感念的恩泽、思念的心
声，透过生者与逝者对话，成为超越
生命的体验，传续在世世代代血脉
里。我们敬畏远去的生命，更当珍惜
身旁的家人，将思绪化作力量，让日
子布满光亮。

我们缅怀先贤烈士，告慰历史。
岁月长河里，革命先辈以血肉之躯标
注不朽功勋、用澎湃热血捍卫家国尊
严。他们是民族的风骨、精神的脊梁、
时代的丰碑。以身许国者，人民必将
永远铭记。根植血脉的家国情怀，在
时代的发展中不断传承、升华，成为

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
联结。

感受春天的气息，缅怀前人的恩
泽，凝聚前行的力量……脚下是沧桑
的大地，眼前是美丽的家园，心中是
奋进的激情，这是最美的春天。

雨霁天明，漫山遍野萦绕的苍
翠，传递着天地间最动人的讯息。
情系家国，聚力前行；中华大地，春
和景明。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情系家国 聚力前行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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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松

鲜花献英烈，哀思祭忠魂。历年
来，不少公安民警把热血和生命献给
国家与人民，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动人
篇章。清明节期间，重庆日报记者走
访了我市部分因公牺牲民警的子女，
听他们讲述自己如何沿着父辈的足
迹走上从警之路。

冯心言：在平凡岗位上
铭记“忠诚”

“爸爸，我考上警察了，你一定会
为我高兴吧。”24岁的冯心言继承父
亲遗志，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冯心言的父亲冯中成，生前是石
柱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车管所的一
名民警。2021年7月21日，冯中成
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挺身而出，与持
刀歹徒展开殊死搏斗，不幸壮烈牺
牲，年仅53岁。

沿着父辈的足迹，2022年9月，
冯心言考入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
分局大竹林派出所，成为一名社区民
警。

基层工作无小事，事事见真章。
2022年11月，重庆新冠疫情最严重
的时候，冯心言化身“保安”“保姆”

“快递员”，只要群众有需求，她随叫
随到。冯心言知道，选择了做警察，
就意味着付出和坚守。“回想起父亲
生前为抗击疫情，第一个报名参加党
员先锋突击队。如果父亲还在，他也
会这么做吧。”

“爸爸告诉我，为我取名‘心言’
的初衷，是和他名字‘中成’合在一
起，表示‘忠诚’，忠诚对党、忠诚为
国！”如今，冯心言也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我将在人民警察的平凡
岗位上，继承父亲的遗志，铭记父亲
的忠诚，为公安事业继续作贡献。”冯

心言道。

金昱州：穿上警服，才
真正懂了父亲

“你看，我和爸爸像不像？”1996
年出生的金昱州，是重庆市公安局两
江新区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摸着
身上的警服，金昱州十分自豪。

金昱州的父亲金鑫，生前是奉节
县公安局刑警。1996年3月11日傍
晚，金鑫在抓捕纵火犯罪嫌疑人过程
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8岁。那
时，金昱州仅3个月大。

“小时候，父亲对我来说，就是故
事和相片中的人。”金昱州说，他对父
亲没有“印象”，只有“想象”。在他心
中，父亲的形象高大，却也模糊。

警察，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工作，
能让父亲如此执着，甚至为之付出生
命？

想要理解父亲，那就成为和父亲
一样的人。2019年9月11日，金昱
州从警校毕业后，进入两江新区公安
分局刑侦支队，沿着父亲的足迹，成
为一名刑警。

“作为刑警，特别是在抓捕犯罪
嫌疑人、侦破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不
可避免会遇到危险。”金昱州说，在
2022年一次抓捕行动中，他遭遇犯
罪嫌疑人负隅顽抗，情况一度紧急。
当他最终制服犯罪嫌疑人，给他戴上
手铐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父亲。

金昱州说，参加公安工作后，才
明白了父亲的坚毅、刚强、勇敢、奋斗
和执着，也真切感受到了自己正在与
父亲‘同行’”。

“我一直在想，如果时间回到
1996年，如果我处于当时那种危急
时刻，我会不会和父亲一样勇敢无
畏？”

“一定会！”金昱州说。

蒋霖佑：像父亲那样，
义无反顾守护群众

“爸爸虽然离去多年，但他的精
神时刻激励着我。我要像爸爸那样，
成为人民群众的守护人。”重庆市公
安局南岸区分局智侦中心民警蒋霖
佑说。

现如今，他将自己的诺言一步一
步变为现实。

蒋霖佑的父亲蒋卫红，生前系涪
陵区公安局百胜派出所所长，2013
年11月4日晚，蒋卫红带队抓捕一个
贩毒团伙时，不幸壮烈牺牲，年仅47
岁。

“我块头大，我去制服那个最狠
的。”这是蒋卫红生前留给战友们的
最后一句话。公安部追授他为全国
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市公安局为
他追记一等功。

“2018年，我和爸爸一样，成了
一名人民警察。”蒋霖佑说，入警后他
发现，不止有自己的父亲，还有许许
多多的同事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守护
着千家万户的安全。他们有的彻夜
不眠，只为将违法犯罪者绳之以法；
有的转战千里，坚决为人民群众挽回
损失；有的数十年如一日沉在基层，
让社区安全更有保障……

蒋霖佑明白，父亲曾经早出晚归
是出于责任与担当，是一身藏蓝赋予
的必然使命。不只是父亲，还有千千
万万坚守在一线的战友，都是自己学
习的榜样。

2022年，蒋霖佑参与破获案件
200余起，抓获嫌疑人350余人，用实
际行动践行对父亲许下的诺言。

刘康：戴上父亲的警
号，与他再次“重逢”

“102233”是江北区公安分局石

门派出所社区民警刘康的警号。30
岁的他，从警9年，当过特警，干过案
侦民警，为了追寻父亲走过的路，一
个多月前，他正式申请成为一名社区
民警。

这串警号曾经属于刘康的父亲
刘景华，并陪伴着他走过了37年。
个人三等功2次、个人嘉奖8次、年度

“十佳社区民警”……占了桌子大半
面积的奖证、勋章，见证了一位无私
奉献的老警察的一生。

2020年6月29日凌晨，刘景华
因公殉职，倒在了岗位上。而前一
天，他刚刚为刘康庆祝了 28 岁生
日。

“父亲工作一直很忙，我记忆中
很少和他一起过生日，没想到这竟
然是最后一次。”刘康眼角湿润，言
语之间充满遗憾。当时得知消息
时，刘康正在押送犯人，等做好交接
赶到派出所时，已经来不及见父亲
最后一面。

“这串警号陪伴了我父亲 37
年。通过申请，我得以重启父亲的警
号。”戴上曾属于父亲的警号，刘康感
觉与他再次“重逢”。

“父亲为人正直善良，在做刑警
的时候，特别精通各种笔录材料，枪
法也不错。”在刘康的印象中，父亲十
分优秀。

父亲一直是刘康努力的目标。
2014年，刘康从重庆警察学院毕业，
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万盛经开区公安
分局特警支队。他努力向父亲看齐，
多次立功受奖。

如今，继承警号的刘康，带着父
亲的遗志奋力前行。

“如果父亲看到现在的我，应该
也会 倍 感欣慰 。”刘康说 ，警号

“102233”，是他与父亲的再一次“重
逢”，更是父子俩共同的约定。

沿着父辈的足迹前进
——重庆部分因公牺牲民警的子女讲述从警故事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对
摄影家最好的纪念，就是他的作品能
够传诸后世——扫码可鉴……”今年
清明前夕，重庆一市民在父亲墓碑贴
上二维码，扫码回看人生，在网络火
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受时间、
空间限制的数字殡葬正逐渐被重庆
市民选择，首先体现在祭奠方式数字
化。

记者在市民陆先生父亲的墓碑
上见到，碑上除刻有逝者简短生平
外，还张贴有三张二维码。扫码后，
陆老爷子生前的作品相册、访谈视
频、励志人生一一呈现在眼前。

“我想，对摄影家父亲而言，最
好的纪念就是让他的作品能够传诸
后世，他的音容笑貌能够随时伴随
我们左右。”陆先生介绍，他的父亲
生于 1932 年，去年离世，享年 90
岁。“父亲是重庆市摄影家协会、中
国艺术摄影学会重庆分会、重庆市

老摄影家协会三大协会的创始人之
一，一辈子都在引领摄影潮流，是我
们心中的‘潮爸’。所以，我们开启
了一个新的方式让他再‘潮’一把，
用手机扫码随时‘扫墓’，通过二维
码，让他的一切与家人亲友和社会
依然能够连接。”

记者留意到，扫二维码“扫墓”这
种形式很受大众认可。目前陆老爷
子的作品相册浏览量已有6.3万余人
次。

4月4日，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
钢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社区
工作人员、社工、志愿者组织下，数十
位居民一起“云祭扫”英烈和逝去亲
人。

他们首先进入线上的“重庆英烈
纪念堂”，为陈然、江竹筠、杨雪峰等

英烈集体默哀、献花、鞠躬。随后十
余位居民陆续点开自己亲人的网上
纪念馆，通过鼠标操作，为逝者献上
一束鲜花、点亮一对蜡烛、留下一段
心中想要说的话。

这种集体“云祭扫”，在钢花社区
已开展四年。

“‘云祭扫’一样可以传递思念，
追忆亲人。”社区党员唐道清说，大家
一起热热闹闹地祭拜她的父母，其仪
式感丝毫不比平时自家几个人去墓
园现场祭拜少。

位于璧山的西郊福寿园，自
2018年就推出了福寿云“云上纪念”
平台。“‘云祭扫’主打见屏如面的概
念，以数字礼祭形式，突破时间和地
点的限制，免费为亲友、逝者创建线
上纪念馆，可书写生平事迹，可上传

影像资料，可在线祭拜。”西郊福寿园
总经理助理王欣表示，“云祭扫”正越
来越被市民特别是年轻人接受，抚慰
了很多异乡人“身不能至，心却思念”
的现实需求。

市殡葬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数字殡葬悄然兴起，通
过科技手段倡导新型纪念方式，通
过虚拟现实等技术弘扬和传承家
风。他们也会加强行业引导，引领数
字殡葬朝着绿色、文明、生态、惠民的
方向发展。

此外，记者4月5日从市民政局
获悉，清明节当日，全市殡葬服务机
构现场祭扫群众9.3万人次。从4月
1日至5日，全市殡葬服务单位共接
待祭扫群众约51万人次，其中有40
万人选择绿色低碳祭扫。

数字殡葬在渝悄然兴起

□本报记者 罗芸

4月3日上午，阳光穿过山谷，照在
綦江区石角镇石角社区盐码头广场。
人们喜气洋洋赶往河边的盐码头广
场——石角社区第五届邻里节将在这
里开幕。不一会儿，不大的广场就挤满
了参加邻里节的人们，欢声笑语在广场
上回荡。

融洽邻里关系，是举办邻里节的初
衷。但随着社区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
居民需求的不断增加，这个节日也成为
石角社区表彰先进、丰富文化生活的

“舞台”，成为社区向居民“交账”、争取
居民积极参与的重要方式。

“通过举办邻里节，提升了我们社
区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能力，实现了
基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党支
部书记邹红说。

走出防盗门，打开“心门”

一头银发的胡元娣参加过前四届
邻里节。她早上八点过就来到广场，提
前占了一个“好位置”。“这回来的人还
真多！”这位72岁的婆婆感叹，虽然自
己身边不少人都在外工作，但这次回来
的人不少，邻里节搞得越来越热闹了。

“邻里好，赛珍宝！”当邹红拿着话
筒欢迎参加邻里节的居民们时，心里充
满了感慨。

石角社区常住人口6500余人，但其
中土生土长的“老居民”比例不足1/4，
余下的是因购房和务工而迁入的“新居
民”。如何让“老居民”与“新居民”增加
交流的机会，减少因鸡毛蒜皮形成的隔
阂？7年前，由社区搭建平台、居民自
愿出资，社区引入“长街宴”，让大家在
一起吃一顿热闹饭，在饭桌上相互认
识，又通过相识实现相知、相助。

“以前是当了好几年的邻居，防盗
门关得紧紧的，一年也说不上一句话。”
居民黎一沙说，“邻里节”鼓励大家打开
防盗门相互认识，也打开了“心门”：有
困难搭把手，有矛盾邻里协调，一下生
活就轻松愉快很多。

“以邻里节为平台，我们也走进了
许多‘新居民’的家里和心里，在社区自
治、环境保洁等方面得到了他们的支
持，工作推进顺利多了。”邹红说。

获奖者戴大红花，奖项“接地气”

邻里节获得最多掌声的环节是“颁
奖”。

20名由社区居民投票选出的获奖
者，同时步入舞台。他们胸前戴着大红
花，手上举着熠熠生辉的奖状，不少人
昂首挺胸，十分自豪。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就得了
奖！”60岁的程崇义乐得合不拢嘴。多
年来，她坚持打扫家门前和周边巷道的
卫生，硬是让一些“习惯随手扔垃圾”的
邻居改掉了“老习惯”，这次被大家评为

“最美志愿者”。
颁奖仪式上，还有“诚实守信”“助人

为乐”“敬业奉献”“见义勇为”“孝老爱
亲”“和睦家庭”“好婆婆”“好儿媳”8个奖
项。这些获奖者中，有一半以上是近年
来才迁入石角社区生活的“新居民”。

社区居民霍廷书听到颁奖的奖项，
觉得“很接地气”。“我们身边就是需要
这样的人，社区风气才会越变越好！”霍
廷书说。

青石板长街宴，摆成“融合宴”

一两百米长的青石板老街，顺着地
势摆起一排40多张或圆或方的桌子，
居民们围桌而坐，拉着家常。

每位参加长街宴的居民要出20元
的“份子钱”。尽管如此，自愿凑钱参加
的人还是有四五百人。

56岁的邹巡利带着女儿、外孙从
合川赶回来，和今年87岁的母亲谢明
珍一起围坐在桌旁，与认识、不认识的
邻居们一起聊天。

她发现，长街宴促进了邻里的融
合：一对邻居曾是“冤家对头”，这次吃
饭坐同一桌，还搭上了话。“把不熟悉的
人、有矛盾的人拉到一个桌上坐，这可
比坐着讲理好多了！”邹巡利笑着说。

邻里节，也让居民更理解干部。几
年未回家的邹巡利惊讶地发现石角变
化巨大：修建了滨江路休闲步道、场镇
道路“白改黑”、路灯升级安装、石角新
廊桥已竣工……

“这几年干部是踏踏实实在为大家
办事，石角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邹
巡利伸出了大拇指，“作为石角人，我感
到特别骄傲，也愿意支持他们的工作！”

这个邻里节，巴适！
——綦江区石角镇石角社区邻里节见闻

本报讯 （记者 李珩）4月4日，
全市第35个爱国卫生月暨城乡环境
卫生大清理大扫除大整治活动启动，
我市将以“宜居靓家园 健康新生活”
为主题，开展“爱卫新风尚”宣传活动、

“健康新生活”科普活动、“宜居靓家
园”提升活动、“科学除四害”防控活
动、“川渝齐动手”共建活动等五大活
动，进一步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提
升城市品质和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和
健康水平。

据介绍，在本次“健康新生活”科普
活动中，我市将聚焦重点人群和重点地

区，开展春夏季重点传染病防控知识宣
传。在“宜居靓家园”提升活动中，结合
卫生城镇创建、健康城镇建设、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创建等工作，我市将集中开
展一次城乡环境卫生大清理、大扫除、
大整治，抓好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城乡
接合部、农贸市场、流动摊贩等薄弱环
节的整治等。在“川渝齐动手”共建活
动中，将在川渝毗邻区县围绕交界区域
的沟渠、河流、公路、道路、山林等，深入
开展环境卫生大清理、大扫除、大整治，
并为群众提供科学、优质的健康科普知
识，共护巴山蜀水干净美丽画卷。

改善城乡环境 提升城市品质

重庆启动第35个“爱卫月”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韩毅）4月5日，
来自第十一届重庆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会（以下简称“重庆文博会”）组委会消
息，该博览会将于4月7日至9日在南
坪会展中心举行。展会上，主舞台活动
及国际展商展品丰富多彩，精彩纷呈。

据介绍，主舞台活动涵盖高峰论
坛、文艺演出、摄影大会等。其中，
2023重庆文化赋能乡村振兴高峰论坛
将于4月7日上午在主舞台举行。该
论坛由重庆日报、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市美术家协会主办，将邀请国内多位知
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以主旨演讲、沙
龙等形式，为乡村振兴建言献策，贡献

“智慧力量”。论坛上，主办方还将以案

例展示、路演等形式，评选出乡村振兴
十大案例和先进人物，为我市乡村建设
提供案例借鉴。

此外，首届山茶花杯武陵创意之星
青年设计师大赛、重庆出版集团《太平
门》场景化阅读产品发布会、《重庆·
1949》（片段）展演、“一江津彩”汉文化
表演、泉州南少林功夫“一指禅”表演等
也将逐一亮相。

除了主舞台活动外，众多国际展商
为本次博览会带来充满“国际范”的展
品。如白俄罗斯展商带来的伏特加酒，
菲律宾展商带来的充满地域特色的工
艺品、木雕，乌拉圭展商带来的蓝水晶
等，都极具异域风情和特色。

重庆文博会明日精彩启幕
这些亮点别错过

4月5日，铜梁区邱少云烈士纪
念馆，解说员正在向参观者讲解邱少
云烈士的事迹。

清明节当天，人们纷纷前往我
市各地烈士纪念馆和烈士陵园，缅
怀革命英烈，铭记历史，表达浓浓
的爱国情怀。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缅怀英烈
铭记历史

重庆文博会交通
路线指南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夏元）4月5日，
市统计局发布万州、开州、云阳（下称

“万开云”）同城化发展监测报告，去年
万 开 云 片 区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2338.15亿元，比上年增长4.1%，高于
全市水平1.5 个百分点，占全市比重
8%，占渝东北地区比重45.4%。

该报告称，近年来万开云片区坚持
一体化规划、组团式发展、协同性建设，
特别是积极投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和“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战略布局，

持续推进同城化重点项目，推动同城化
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

万开云片区还持续强化生态联防
联治，形成“一干多支、三带两线”生态
保护格局。2022年，万开云片区共完
成林业总产值25.53亿元，占全市比重
14.5%，比上年增长7%；三地空气质量
优良率保持在95%以上，PM2.5平均浓
度稳步降低；长江万州段、云阳段水质
总体稳定保持Ⅱ类，跨界河流断面水质
达标率保持100%。

万开云片区去年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2338.1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