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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创造美好明天青春孕育无限希望

在新重庆建设中绽放青春光彩在新重庆建设中绽放青春光彩
新时代中国青年生逢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新时代中国青年生逢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正迎来成长成才正迎来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难得人生际遇建功立业的难得人生际遇，，他们不怕苦他们不怕苦、、

不畏难不畏难，，勇挑重担勇挑重担、、主动作为主动作为，，在各自岗位上展现出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在各自岗位上展现出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五四五四””青年节青年节，，我们选取我们选取66位将青春挥位将青春挥

洒在新重庆大地上洒在新重庆大地上、、用奋斗创造出彩人生的青年用奋斗创造出彩人生的青年，，讲述他们与时代同向同行讲述他们与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奋斗故事共同前进的奋斗故事。。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慧敏）5月4日，
铜梁“我们的第一课”党团队教育活动正式
启动。“我们的第一课”党团队教育活动，旨
在通过“入学第一课”“入队第一课”“入团第
一课”“入党第一课”“入职第一课”“荣休第
一课”教育引领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
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

“‘我们的第一课’党团队教育活动是我
们完善党团队育人链条的重要载体，也是创
新中小学大思政课的长效抓手。”铜梁区教
育工委书记、区教委主任唐建民介绍。

从今年起，铜梁将在“五四”、“六一”、“七
一”、教师节、重阳节等，常态化开展“我们的
第一课”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我们的第一课”党团队教育活动具体包
括“入学第一课”“入队第一课”“入团第一课”

“入党第一课”“入职第一课”“荣休第一课”：
“入学第一课”帮助和引导新入学小学

生尽快适应小学生活，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入队第一课”要求组织队前教育，学校
党组织书记为一年级学生上队课，并在“六
一”期间集中举行入队仪式；

“入团第一课”要求组织团前教育，学校
党组织书记为八年级学生上团课，并在“五
四”期间集中举行离队入团活动暨14岁集
体生日活动；

“入党第一课”要求组织党前教育，积极
推进青马工程，学校党组织书记为高二年级
学生上党课+团课，并在“五四”期间集中举
行18岁成人礼仪式；

“入职第一课”要求做好新入职教师及
28岁以下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教师
节或者“五四”期间由区委教育工委书记为
新入职教师和青年教师上党课+团课；

“荣休第一课”则是关心关爱退休教师，
增强他们的归属感、荣誉感，在每年9—12
月为当年退休的教师集中举行荣休仪式。

“第一课”来了
铜梁教育系统创建党团队

教育活动品牌

杨志远出生在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
大家庭。“我从小听着革命故事长大。”杨志远
说，上小学时他就知道了江姐等人的英雄事迹，
萌发出要到重庆这座英雄城市求学的念头。

2019年，杨志远如愿以偿来到西南大学
读书。到重庆后的第一个周末，他就迫不及待
地参观了白公馆、渣滓洞。用鲜血写就的“狱
中八条”，烈士们凭想象绣出的红旗，不见天日
的地牢……鲜活地呈现在他眼前。

杨志远和同学们组建了红色革命足迹寻访
小组，利用假期开启了一段又一段的“红岩之旅”。

他们到图书馆、文史馆翻阅史料，通过主
题团课、读书会交流学习心得；到重庆革命遗
址寻找地标，听革命先烈的后辈讲述红色革命
故事，还去了赵世炎故居、杨闇公烈士陵园、邹
容纪念馆，缅怀先烈。

作为学校“四史”宣讲团成员，杨志远打破常
规宣讲方式，宿舍、食堂、操场成了他移动的“微讲
堂”，新生入学分享、“园区学霸说”是他宣讲的主
阵地，他也成了同学们心目中的“红岩发声人”。

杨志远还主动请缨担任重庆日报“理响青
年”栏目的“红岩领学人”，策划拍摄了以红岩
青年为主角的革命主题系列视频，全平台播放
量达260万余人次。

“我将继续走在红色革命足迹的寻访路
上，努力带动更多青年传承弘扬红岩精神。”杨
志远说。

“红岩领学人”杨志远——

青春作伴 执著追寻红色革命足迹

杨志远，21岁，中共党员，西南大学
新闻传媒学院 2022 级新闻传播学研究
生、“青马工程”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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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邱悦

进入北京大学计算力学专业后，汤槟开启
了他的“数字人生”。求学期间，汤槟幸运地跟
随导师参与了“嫦娥五号”月壤钻取力学研究。

2016年，汤槟毕业后回到家乡重庆，进入中
冶赛迪。中冶赛迪信息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
钢铁行业提供智能化、信息化技术服务。汤槟
说：“智能也好，信息也罢，数据算法是核心。”

2017年冬天，宝钢新疆八一钢铁向中冶
赛迪抛来大订单，委托其研发智能热轧钢卷库
系统。当时，这一技术是国外“高价垄断难落

地”，国内“反复尝试无突破”。
汤槟被委以重任，负责其中关键技术调度

系统的研发。在新疆，汤槟和同事经过10天
的全力冲刺，完成了场景应用实验，路径规划、
堆放管理、作业跟踪、动态监控、优化调整……
一套操作下来，行云流水、严丝合缝，不仅让作
业效率提高了10个百分点，运行成本降低了
一半，更树立了全新行业标杆。

初出茅庐的汤槟一下子成为响当当的“神
算子”。回到重庆后，他便琢磨着怎样用智能
算法更好地为行业服务，组建了公司第一个工
业数据算法团队。迄今，该团队已提出先进算
法20多项，申请发明专利30多件。

“我将继续创新，为工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添砖加瓦。”汤槟说道。

数字世界弄潮儿汤槟——

用数据算法解锁工业“智造密码”
汤槟，33岁，中共党员，中冶赛迪信

息技术（重庆）有限公司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研究所所长。

近年来，巴南区界石镇把平安建设作为“一把
手”工程，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推进高效能治理，
持续深化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网格化管
理”为抓手，创新基层治理方法手段，深化除险清
患，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全面构建
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力争交出平安建设

“高分报表”。
界石镇党委着力构建党建统领的基层智治

系统，抓细抓实除险清患重点任务。在畅想社区
推动“党建引领 组网合一”，整合社区党员力量，
按楼栋网格建立了8个党小组，发挥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在矛盾纠纷、邻里关系、宣传教育等工
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在13个村居和辖内派出所建立了规

范调解室15个，2022年调解群众问题达近3000
个，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在全区名列前茅。
近年来，该镇还不断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建立完善了“月研判、周小结、日调度”风险隐患
排查处置机制，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在公租房片
区设立信访、调解、心理咨询、法律咨询等一体化
受理服务阵地，把矛盾纠纷化解的关口前移，让
老百姓的问题在家门口就可以化解。

目前，该镇辖区政治安全大局、社会治安状况
良好稳定。在今年2月23日全市加强基层治理推
动平安重庆建设大会暨市委政法工作会议上，界
石镇党委被市委、市政府评为“重庆市平安建设先
进集体”。

隆新

界石镇：深化平安建设 夯实基层基础
近日，远在内蒙古的黔江区金溪镇养牛

大户孙章文很是高兴，这趟内蒙古之行，他满
意地挑选到500头优质肉牛，将在一个月内
全部发往黔江。

“这两年，黔江以产业链思维抓牛产业发
展，给了我们这些养殖户巨大的信心。”孙章
文说，在黔江，与他一样，养殖肉牛超过500
头规模的有二十多人；全区肉牛养殖户有上
千家。

如今，黔江区“一年见成效，三年成支柱，
五年全建成”的肉牛发展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畜牧部门坚持品种引进与自繁自养相结合，推
动种植、养殖、屠宰、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提

档升级，逐步打造完善肉牛全产业链。到“十
四五”期末，力争实现肉牛养殖9.5万头、奶牛
0.5万头，打造十亿级肉牛全产业链。

产业链建设初见成效的背后离不开黔
江区委、区政府的全力推动。1月30日，黔
江区政府主要负责人主持召开产业链建设
专题会，盘点全区产业链建设进展成效，谋
划安排今年产业链建设工作。会议要求坚
持和深化产业链思维，规范化推动产业链建
设工作，量化目标体系、责任体系、政策体系
和评价体系，优化考核激励机制，全面开展
赛马比拼，集中资源推动有潜力的产业链加
快发展，切实将要素特色整合成竞争优势，

努力推动产业链发展取得新突破，做强产业
链条，形成产业集群。

这两年，黔江区一改过去分散抓产业项
目做法，有效提高产业聚集度和竞争力，产业
发展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据了解，自
黔江区产业链培育机制实施以来，各“金链
条”在链长的统筹指导下，各牵头单位会同责
任单位，依托链主企业生产经营，积极开展上
下游延链、补链，产业链培育工作取得了明显
成效，累计引进和培育企业40余家，新培育
高新技术企业9家、“四上”企业11 家，为农
业、工业经济实现增长提供了主要支撑、作出
了主要贡献。 刘茂娇 刘旭东

黔江：坚持链条思维 做强养殖产业

2012年，王了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在国外
世界500强企业的高薪工作机会，回到重庆着
手机器人国产化研发，把准星瞄向了医疗器械
领域最高难度的手术机器人。

“这就是实现传统临床手术与智能操控
‘跨界融合’的手术机器人。”王了告诉记者，她
主攻的腹胸腔手术机器人因研发难度最大、价
值最高、前景最好，被誉为这一领域“皇冠上的
明珠”。

早在2000年，这项技术在美国就实现了
临床运用。20多年来，相关研发企业一直维

持着全球范围内的垄断，中国只能购买产品。
王了介绍，技术的关键点之一，是实现手术

机器人操作的精准无误，这堪比在针尖上跳舞。
研发团队整整耗时10年，写了超过10万

行核心算法，终于突破了机器人控制算法的瓶
颈，把操控性、稳定性、精准性匹配到最优。

今年，由重庆金山公司自主研发的腹胸
腔手术机器人成功问世，不仅完成了对国外
技术的全面反超，还以更小伤口、更少出血、
更短恢复期的优势，遥遥领先美国同类产品
一个代次。

目前，国内外已有近20家医疗机构表示
希望能在第一时间引入这一技术成果。

“我坚信，只要一路向前，就一定能让青春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中焕发光彩。”王
了说。

“磨剑十年”的王了——

研发手术机器人 摘取“皇冠上明珠”

王了，35岁，民建会员，重庆金山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重庆金山医
疗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

刘杨是土生土长的丰都人。2015年，她
通过“本土人才”项目回到丰都南天湖镇，3年
后成为高庄坪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通过走访，刘杨很快发现由于居住分散、
水源不足、管道破损，吃水难成为村民最大的

“心病”。
她立马组织村组干部和驻村工作队，一起

“想法子”“开方子”。很快，干净卫生的山泉水
就接进了每家每户。

趁热打铁，刘杨又联合周边5个村，成立
了自来水公司，彻底解决了村民用水难的问

题，还消除了旱期农作物的“灌溉难”。
温暖了村民的“心窝子”，还要鼓起村民的

“钱袋子”。刘杨刚到村里时，村里人均可支配
收入不足1万元，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
突破2万元，实现了翻番。

让村民收入迅速翻番的，就是每家每户泡
菜坛子里的藠头。

刘杨介绍，村里采取“基地+农户”“资金+技
术”的方式，盘活200多亩撂荒地，连片种植藠
头，让村民每年经营性收入接近130万元。接
下来，刘杨准备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并通过再加
工，生产甜酸罐头、调味佐料等系列藠头产品，
做好土特产文章，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刘杨说，将扎根于乡村，把青春播撒在希
望的田野上。

扎根田野的刘杨——

种植藠头 让村民年增收130万元

刘杨，37 岁，中共党员，丰都县南天
湖镇高庄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2021年，杨果从重庆交通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专业毕业后，进入中铁十一局，被分配
到渝昆高铁重庆段项目建设部。

这里地形起伏巨大，地质构造复杂。
到项目部后，杨果主要负责工程建设，他

接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进一步提升缙云山隧
道的机械化施工水平。

为此，项目部组建了一支青年攻坚队，
杨果是其中一员。每天天不亮，团队就跟着
施工大部队一起深入隧道掘土方、测数据。
收工后，还要继续在灯火通明的工棚绘图
表、算数据。

历经90天，青年攻坚队设计出了一套“三
头六臂”掘进方案。

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大块头”一入场就碰
了“一鼻子灰”——由于设备之间衔接不畅，操
作人员对技能不熟悉，新设备不但没能帮上
忙，还扰乱了正常秩序。

面对失败，杨果没有放弃，拿出图纸，重新
标定、组合、检测，改了又改，试了又试，一遍又
一遍。

三个月后，机械化施工取得突破性进展：
“傻大个”终于变成了所向披靡的“铁哪吒”，新
技术获得了全面成功。

目前，杨果所在标段已完成全部工程量的
80%。今年“五一”假期，杨果和同事们都没有
休息，忙着为最后的收尾工作全力冲刺。

“我将苦练技术，‘推动’高铁在新重庆建
设中跑出‘加速度’！”杨果说。

“穿越”缙云山的杨果——

“推动”高铁在新重庆跑出加速度

杨果，25 岁，共青团员，中铁十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渝昆高铁川渝段站前一标
项目经理部四分部试验室试验员。

2016年，蒲姝颖刚进入重庆大学便成为
一名青年志愿者。社区服务、助老助残、环境
维护……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几乎填满了她所
有的课余时间。

2020年初疫情暴发后，蒲姝颖第一时间
策划了“守护后方”志愿服务活动，把学业辅导
和心灵陪伴送到抗疫一线工作者的子女身边。

在她的推动下，学校团委及时提供师德规
范、授课方式、心理知识等岗前培训，让在校的
30多名志愿者迅速成为合格的“云端老师”，

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为孩子们提供辅导。
两年时间里，1686名志愿者参与了这一

活动，共计为500多个孩子上了18949节。
2020年7月，蒲姝颖参加了全市青年志

愿者培训，萌生到石柱当乡村教师的想法。
一个月后，蒲姝颖如愿以偿来到石柱三河

镇大河小学支教，成为一名大山里的英语老
师，开启了与32个孩子朝夕相处的生活。

在学校里，蒲姝颖是孩子们最爱的“小蒲
老师”，在生活中是他们喜欢的“颖颖姐姐”。
这让初为人师的蒲姝颖不仅收获了春风化雨、
教书育人的“小成就”，还体会到了志愿奉献、
爱与被爱的“大满足”。

“我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用青
春诠释新时代的雷锋故事！”蒲姝颖说。

热爱支教事业的蒲姝颖——

走进大山 她成为孩子们最爱的老师

蒲姝颖，24 岁，中共党员，重庆大学
第22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学生志愿服
务中心副主任。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邱
悦）5月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渝北团区委获
悉，渝北区以重庆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
点为抓手，开展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
动，将优秀青年大学生充实到渝北各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基层一线的工作力量中，在
2022年暑期、2023年寒假期间，吸引大学生报
名共计3047人次，成功匹配实践岗位152个。

据介绍，为确保社会实践的规范性、有效
性和可持续性，渝北团区委制定了《渝北区大
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管理办法》，建立

“团区委+服务单位+个人”三级联管机制，并组
织到岗大学生成立临时团支部，通过临时团支
部加强学习交流、组织集体活动，培养大学生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责任意识和实践能力。

同时，组织召开“见面会”“岗前培训会”，
岗位负责人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实践需求，参
与往期实践活动的学生分享经验体会，通过
集中培训、“一对一”指导、“老带新”等方式，
帮助大学生尽快适应岗位角色。

“在实践期间，我们组织返乡大学生参观
了渝北展览馆，全面深入了解渝北、感受渝
北，前往周公馆、桂园游览学习，不断筑牢理
想信念之基。”渝北团区委相关负责人说道。

针对大学生提升职业规划能力这一现实
需求，渝北团区委还开展了大学生就业创业专
题讲座，帮助大学生客观评价自我、发现自身
不足，进而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激发专业学
习的动力，为大学生正确择业、就业和创业提
供思路，引导大学生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渝北引导青年参与
“返家乡”社会实践

青春建功新重庆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