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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5月
22日，记者从重庆市2023年国际生物多
样性日科普活动上获悉，近年来重庆生
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发现了全球新
物种云阳掌突蟾，以及珞弄蝶（黔江）、圆
翅前锹甲（黔江）、青篱柴（黔江）、毛果半
蒴苣苔（秀山）等4种重庆新记录种。当
天，我市首次发布了《重庆市生物多样性保
护实践地图》和《重庆市生物多样性科普丛
书》。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
位于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过渡地
带，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在全国生态
安全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重庆地域内复
杂多变的地形地貌、充沛的水热条件及众
多的河流，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全
球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

近年来，重庆设立重庆市生物多样

性保护委员会，出台了《重庆市生物多样
性保护行动计划（2022—2025年）》，启
动了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建设，建立了
渝东北（阴条岭）等5个综合观测站，对典
型区域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陆生维管
植物多样性、鸟类与兽类脊椎动物多样
性、昆虫多样性开展调查，同步实施了典
型区域气象环境因子的动态监测，初步
建成覆盖我市典型生态系统、自然保护
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保护红
线等重点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观测网
络。

同时，重庆开展了县域生物多样性
调查与评估，目前已完成奉节、黔江、垫
江、秀山、云阳、梁平、武隆、綦江等8个区
县的调查评估，全面调查了县域内生态
系统、陆生维管植物、两栖动物、爬行动
物、鸟类、哺乳动物、水生生物等，初步掌

握了重要资源植物、珍稀濒危和重点保
护动植物现状。去年8月，市生态环境
科学研究院专家在云阳七曜山市级自
然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时发现
了一种掌突蟾，对标本进行形态学和分
子生物学鉴定后，这只掌突蟾被确定为
新物种，命名为云阳掌突蟾。目前，该项
成果已被国际权威动物分类学期刊
《Asian Herpetological Research》正
式接收。

截至目前，重庆市分布有野生维管
植物近6000种；全市分布有陆生野生脊
椎动物800余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有黑叶猴、林麝、中华秋沙
鸭、大灵猫、小灵猫等；全市有江河鱼类
180余种，其中有长江鲟、中华鲟、胭脂
鱼、鲈鲤等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60余
种。

重庆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发现1种全球新物种和4种重庆新记录种

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5月 20
日，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重庆市
老年病医院）（以下简称“市十三院”）
建院70周年庆典隆重举行。市卫生
健康委、九龙坡区、北碚区、友好单位
及友邻单位等相关负责人出席了庆
典活动。

70 载栉风沐雨，70 载医心厚
泽。市十三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代茂
利介绍，回望市十三院的发展历程，
尤如一副浓墨重彩的画卷徐徐展开：
70年来，从重庆铁路管理局九龙坡医
院到市十三院，历经2次变更归属，4
易院名，至2016年更名为市十三院
（重庆市老年病医院）；70年来，一代
代“市十三院人”团结拼搏、锐意进
取，形成了骨科、口腔科、消化内分泌
科等重点专科，开展了大量医疗技术
创新研究，逐步发展成为集医疗、教
学、科研、预防保健、医养结合为一体
的综合性医院；70年来，一代代“市十
三院人”笃行致远、守正创新，将责任
和仁心渗进时光里，用悬壶济世的医
者仁心踏出了一条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的发展之路。

薪火相传“十三院人”用
别样的方式为医院庆生

在医院70周年院庆活动现场，7
位医务人员讲述物件的故事和退休职
工向在职职工赠予物件将活动引入了

高潮。其中，党委办公室王元元以《党
旗引领 接续奋斗向未来》为题，讲述
了一面特殊党旗背后每一位医护人员
抗疫逆行的一个个感人故事。在随后
的“传家宝”传承仪式上，7位退休职工
将7个具有特别意义的物件赠予7位
年轻医务人员，鼓励全院医务人员继
承老一辈医务人员无私奉献和慷慨奔
赴的精神，积极践行救死扶伤的医者
使命，努力为新医院建设添砖加瓦，为
人民身体健康继续奔赴。

医院老院长袁平戈还与参会人
员分享了自己在医院的成长历程，讲
述了自己从一名儿科医生成长为医
院院长的故事。他鼓励新一代年轻
医生们要勤于学习，始终保持着对医
学研究的好奇心，不断提升自身医学
水平，并在“传家宝”传承仪式上将自
己的医学著作赠予消化内科年轻医
生吴康棋博士。

岁月如陈酿的酒，越久越甘甜。
每一个故事的背后，凝结着老一辈

“重铁医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高
尚情操。而每一件“老物件”的赠予，
诠释的是老一辈“重铁医人”将责任
与担当交到了“新十三院人”手中，薪
火相传，绵延不绝。

一场场“奔赴”
细数70年心路历程

代茂利介绍，70年间，市十三院

实现了从封闭循环到开放发展的转
变，实现了从服务铁路到服务社会的
转变，实现了从因循就势到主动驭势
的转变。而在每一次“转变”中，一代
代“市十三院人”用辛勤和汗水浇筑
了医院从建院到兴院、到强院的每一
次“奔赴”。

1953年 5月10日，随着新中国
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建成开
通，重庆铁路管理局九龙坡医院应
运而生。老一辈“重铁医人”从此迈
出了医院 70年发展历程上的第一
步。

1957年至1970年期间，靠着一
双手一双脚艰苦奔赴，初步建成了独
具特色的基层三级医疗保健网络。

1970年，重庆铁路管理局九龙坡
医院划归重庆铁路分局，正式定名为
重庆铁路分局重庆铁路医院。从
1971年到1996年，医疗技术得到了
空前发展：1993年，骨科率先在西南
片区开展经皮穿刺椎间盘镜腰椎间
盘切割手术；1994年，外科率先在市
厂矿医院开展经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率先在职工医院开展血液透析、高压
氧舱治疗。

1997至2004年间，医院医疗技
术水平、服务质量、规模、效益、科
技、管理和队伍建设等方面迅速提
升，先后荣获“爱婴医院”“文明单
位”“园林式单位”等称号，并被重庆
市医疗保险中心指定为“医疗定点
医院”。

2005年，重庆铁路分局重庆铁路
医院划归九龙坡区，整体移交原重庆
市卫生局直管，更名为市十三院。
2005年到2011年，医院实现了从服
务铁路到服务社会的蜕变。

2016年4月，重庆市编办审批同
意医院增挂“重庆市老年病医院”牌
子。到2018年，医院实现了从因循
就势到主动驭势的转变，转型发展进
入快车道。

近年来，医院在扎实做好自身疫
情防控的同时，在湖北武汉抗疫一线
及九龙坡、渝中、永川、北碚、璧山“五
区”联动中，留下了全体医务人员逆
行奔赴的身影。如今，医院未来一定
时期乃至更长远发展愿景已擘画完
成。

筑梦“三甲”一座现代
化的综合医院即将崛起

70年芳华如歌，70年春华秋实。
在庆祝大会现场，市卫生健康委

相关负责人寄语医院，要把人民健康
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他希望医
院把握新机遇，实现新突破，创造新
标杆，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老
年医院示范样板，为创建区域医疗中
心奠定基础。

九龙坡区相关负责人在讲话中
表示，作为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大后
方，医院一经诞生就使命光荣、责任
重大。历经70年的发展，希望医院
积极把握卫生健康行业趋势，把握发
展大势，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建设以
老年医学和慢病管理为特色的国家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医院党委书记赖晓东在致辞中
表示，近年来，医院进一步明确战略
发展规划，制定并稳步推进“12345”
工作路径实施，以美丽医院建设、等
级医院创建、“两巡”整改等为抓手，
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医院高质量
发展取得可喜成绩：在市卫生健康委
坚强领导及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
下，市级重大项目、市卫生健康委重
大项目和北碚区重点建设项目——

占地148亩的北碚区蔡家新院区即
将动工修建；在积极参与全市老年健
康服务体系建设的同时，牵头推进川
渝地区老年健康相关合作，着力打造
西部老年医学发展示范先行区、重庆
市老年医学龙头医院和老年医院示
范样板。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一代“十
三院人”已将蓝图绘就：紧跟国家“十
四五”战略布局，创建特色科室，设置
全生命周期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康养
体系+失能医护+专业陪护人员培
训+安宁疗护）；结合蔡家智慧新城定
位，加快建成以综合医疗服务体系为
平台、老年医学和心脑血管疾病为特
色，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
复护养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
医院；按照“立足主城、面向全市、服
务西南、影响西部”的功能定位，打造
重庆市老年健康医疗服务体系，满足
老龄人群多层次多样化健康服务需
求。

马太超 图片由市十三院提供

七秩筑芳华七秩筑芳华 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健康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健康

即将动工修建的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蔡家新院区（效果图）

诗朗诵《新里程 新文化 新医院》 “传七秩风华 创百年名院”便民义诊

本报讯 （记者 韩毅）5月22日，
以“渝见新体验 点亮新未来”为主题的
首届中国剧本娱乐嘉年华在沙坪坝区国
富沙磁巷精彩启幕，助推重庆进一步规范
剧本娱乐行业和市场，搭建市场主体发展
平台，推动剧本娱乐行业高质量发展。

当晚，启动仪式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
拉开序幕。仪式上，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
会为重庆授牌“剧本娱乐产业基地”；市文
化旅游委为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
龙坡区授牌“重庆市剧本娱乐行业发展试
点区县”，为龙湖重庆时代天街等授牌“市
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示范基地”。

重庆市文化娱乐行业协会发布了6
条重庆剧本娱乐旅游路线图，这些线路覆
盖重庆中心城区重要旅游景区、商圈，为
来渝游客与重庆市民体验剧本娱乐提供
了“路书”。

仪式后，2023年中国剧本娱乐行业
盛典启幕，来自全国各省市相关单位代
表、行业协会代表、资深专家、重点剧本娱
乐企业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行业未来。

当天，2023中国剧本娱乐行业年会在
沙坪坝区举行。年会上，《2022年剧本娱
乐行业发展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从
2018年到2022年，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总
体数量年均增长幅度超过400%。2022年，
北京、上海、成都的密室逃脱和剧本杀门店
数量为全国前三名，重庆密室逃脱门店数
量居全国第四位、剧本杀门店数居第八位。

此外，活动现场还聚集了100多家全

国优质剧本娱乐创作机构、版权代理机
构、经营机构。他们将围绕沉浸互动、猎
奇体验、品牌及商品展示等，进行为期3

天的展示展览。在数字展厅内，还设置了
10余项体验项目，涵盖AR搜证、全景搜
证、全景电影、数字剧本、虚拟舞台互动、

数字场景制作互动、数字场景VR体验
等，以“科技+剧本”方式，解锁大量剧本
娱乐新玩法。

精品交易展 体验消费季

首届中国剧本娱乐嘉年华在渝启幕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 张

莎）5月21日是第33个全国助残
日，本次全国助残日主题为“完善
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
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
展”。当天，重庆市检察院公布，
2020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公益诉
讼检察部门聚焦残疾人权益保障，
共立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54
件，涉及残疾未成年人受教育权保
障、无障碍设施建设、残疾人康复
站规范运营等领域。

“能自由出行的感觉真好！占
用盲道的现象没有了，我们又可以
放心出门了。”近日，渝北区检察院
的公益诉讼检察官张光平对此前
办理的一起盲道被占用、损坏案件
进行“回头看”时，一位受访的视障
人士说。

2022年10月，渝北区检察院
在开展“为民办实事、破解老大难”
专项监督巡查时，发现渝北区和两
江新区部分老旧城区停车位供需
矛盾突出，机动车违法占用盲道问
题屡禁不止。

渝北区检察院联合“益心为
公”志愿者汇总全区老旧城区盲道
被占用、被损毁信息后，对该线索
正式立案调查，并相继向渝北区城

市管理局及两江新区相关街道办
事处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各方立即启动盲道综合治理，
最终通过在重点路段修建隔离设
施177处，防止机动车占用盲道，

“堵”住违停通道；通过新增800余
个停车位，有效缓解重点路段停车
难问题，“疏”通盲道被占问题出
口。

通过一系列检察机关与行政
机关的沟通协作，让渝北区检察院
辖区盲道被违法占用的情况得到
显著改观。

据了解，为切实推动无障碍环
境建设，保障残疾人群体合法权
益，沙坪坝区检察院针对共享单车
占用盲道问题督促开展专项整治，
推动出台共享单车运营服务管理
办法。綦江区检察院针对辖区残
疾儿童少年入学难、休学到期未复
学、送教上门不规范等问题，向区
教委发出全市首份残疾人受教育
权保护检察建议，綦江区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关于加强
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随班就读
工作机制。南川区检察院在办理
公共停车场无障碍车位设置监督
案中，推动全区大型停车场规范设
置无障碍停车位。

聚焦残疾人权益保障 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

重庆检察机关三年公益诉讼立案54件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铌 紫
实习生 邱悦）5月 22日至 5月
28日是全国首届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宣传周，5月22日，我市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在
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举行。在接
下来的一周里，我市将开展“八个
一”系列宣传活动，让更多市民走
近生活垃圾分类、参与生活垃圾
分类。

本次垃圾分类宣传周的主题
为“让生活垃圾分类成为新时
尚”。启动仪式上，主办方通过展
板展现了一批中心城区2018年
以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好经
验、好做法、好模式，以及一批在
全市范围内具有典型性、榜样性、
宣传性的分类达人。活动现场工

作人员还现场讲解生活垃圾分类
相关知识，分发宣传手册3000余
册。

“今天的活动相当有意义，以
后会从身边小事做起，积极参与
到生活垃圾分类、环境保护中
来。”市民张华说，小区里的生活
垃圾分类标识显眼易懂，居住在
这样干净整洁的环境里，自己心
情也舒畅。

接下来，我市将深入开展实
施一轮纠错行动、征集一组分类
标识、开放一批科普基地、制作一
部分类专题片、宣传一批典型案
例、推选一批分类达人、组织一场
知识竞赛、开展一次全民活动等

“八个一”系列宣传活动，在全社
会营造起浓厚的参与氛围。

重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
将开展“八个一”系列活动

云阳掌突蟾。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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