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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篇新重庆
青春建功青春建功

盛夏时节的巫溪草木丰盛，处处
激荡着向上生长的活力。放眼巫溪
大地，广大青年积极投身绿色发展、
乡村振兴、“六项创建”等重点工作，
为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建设贡献青
春智慧和力量。

新时代为新青年赋予新使命。
近年来，团巫溪县委积极引导广大巫
溪青年按照巫溪县第十四次党代会
提出的今后五年“128”总体思路和

“1235”奋斗目标，在参与重大战略、
重大工程中担当作为，不断提升青年
服务大局贡献度，书写了在奋力实现
巫溪新时代绿色崛起中建功立业的
青春之歌。

以青春之志承载梦想
做绿色发展践行者

山好水好生态好，一草一木皆风
景，生态是巫溪最厚家底和最亮名
片。当前的巫溪正大力推进生态优
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
设山清水秀美丽巫溪和长江经济带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
让绿色成为引领巫溪高质量发

展的最终成色。去年9月，巫溪组织
开展了“巫溪绿色崛起·青年建言献
策”金点子征集活动，该活动经过公
开征集专家评选，共计有13个“金点
子”从200余份青年建言中脱颖而出，
为巫溪绿色发展提供新颖视角。

“巫溪县城作为三峡库区唯一未
被淹没的古县城，历史人文背景源远
流长。应当秉持‘绿色打底、山河为
骨、文化铸魂’的理念，盘活大宁古城

的特色人文、生态、旅游资源，使其成
为巫溪绿色崛起的一张靓丽名片。”
巫溪县宁河街道办事处蒲春全随即
撰写了《盘活古城特色资源，助力巫
溪绿色崛起》，就如何盘活大宁古城
的特色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推进大
宁古城开发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建议，
对正在编制的大宁古城综合开发提
供了参考。

从提升软硬件环境、发动各方
力量、加快改革创新 3个方面建议
加快推动旅游发展；采用政府搭台
龙头企业唱戏的方式扩大销路、稳
产增收、升级基础设施推进农旅融
合3个方面建议开展农业产业现代
化建设……广大巫溪青年聚焦护好
巫溪青山绿水、实现交通瓶颈突破、
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等重点工作建言
献策，持续营造共谋绿色发展的良
好氛围。

近年来，广大巫溪青年参与全国
节能宣传周、世界环境日等主题宣传
活动，开展500余场“河小青”“洁小
青”、助力河长制、垃圾分类等助力环
境保护工作的志愿活动；600余名青
年加入“河小青”队伍，志愿者积极投
身巡河护河行动近4000人次；积极参
与“我和我的家乡”文旅推广活动，提
升巫溪在全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争做绿色发展践行者，青春力量不断
为保护生态环境、加快推动巫溪绿色
崛起赋能添彩。

以创新之势振兴乡村
做乡村振兴助推者

平阳村位于巫溪县土城镇东
部。近段时间，来自团巫溪县委驻村
工作队队员王淼和郭培春每天都来
到地里，查看魔芋和李子树的生长情
况。去年以来村里引进湖北省宜都
市天江渔业有限公司进行承租，养殖
中华鲟1.5万尾、鲈鱼6.5万尾，发展
种植魔芋30亩，村里集体经济迎来了
飞速发展。

为平阳村提供照明设施、儿童户
外乐园（游乐设施）、广场户外健身器
材；为农户秋冬种植提供作物肥料保
障；为低收入群体、困境儿童、残疾人
员等困难群体发放1000份“小红花
健康守护包”……一系列实事落到平
阳村的方方面面，小乡村迎来了大变
样。

平阳村蝶变升级的背后是广大
巫溪青年投身乡村振兴大舞台的不
懈努力。近年来，团巫溪县委积极引
导广大青年在乡村振兴广阔天地拼
搏奋斗，做乡村振兴人才培育者、做

乡村文化风尚引领者、做乡村青少年
健康成长呵护者，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青春势能。

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派驻
3名驻村工作队同志到帮扶村开展乡
村振兴工作。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
44名，主要分配到5个县级乡村振兴
示范乡镇。对接北京林业大学、重庆
师范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医科
大学、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等10余所大
学到巫溪参与“三下乡”实践活动，举
办乡村振兴专题培训4场次，覆盖人
数709人。

为乡村产业打开销路，承办“青
耘重庆”直播助农巫溪专场4场，让高
山黄皮土豆、天然丝瓜络布鞋、营养
丰富的八月瓜等多种巫溪特色农副
产品走向全国。推荐巫溪麻辣牛肉
干走进团中央“青耘中国”直播间，开
展“金色蒲莲 茶香柚甜”直播活动，
传承老鹰茶非遗技艺，直播观看人数
超20万人次，销售收入达10万元，有
效助力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此外，巫溪青年还积极投身乡村
文旅推广、关爱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
等各类主题活动，实施“希望工程-圆
梦行动”“冬日阳光·温暖你我”等项
目，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激活乡村发
展内生动力。

以志愿之心服务于行
做社会治理推进者

近日，巫溪县宁厂镇青年志愿者
们来到残疾老人家里，与残疾老人交
流谈心，了解他们生活中所遇到的问
题，并送去慰问品，让老人们感受到
来自社会的温暖。

在各个小区主干道、居民楼和沿
街商铺等人流密集地，青年志愿者们
化身宣传员、劝导员、巡查员、联络
员，提高了居民参与创建文明城市的
热情和积极性，在辖区内形成全民参
与、共建文明的浓厚氛围。

当前，巫溪正在争创国家级县域
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国家森林城市、平安中国建
设示范县“六张城市名片”，巩固全国
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林
县城“三项创建成果”。团巫溪县委
在全县32个乡镇（街道）开展“一团一
品”创建工作，每个团组织有一个可
示范、可持续创建的志愿服务品牌，
让广大巫溪青年在助力社会治理和
全县“六项创建”工作中展现青春形
象。

广大巫溪青年主动亮身份展作
为，在净滩、护绿、靓村、助残、助农等
领域践行志愿服务精神，参加“青春
志愿行 温暖回家路”春运服务工作；
广泛动员各级团组织开展“3·5学雷
锋”“3·12植树节”等主题活动30余
次；依托“青少年之家”常态化开展各
类活动1400余场次，汇聚了开拓创
新助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青春
正能量。

星光不负赶路人。在开展志愿
服务、社会实践中引领风尚，在乡村
全面振兴、社会治理等中心工作中找
准青年能为可为，广大巫溪青年持续
服务大局，让青春在巫溪新时代绿色
崛起中绽放出绚丽之花。

张亚飞 刘钦 陈钰桦
图片由团巫溪县委提供

巫溪：凝聚有志青年建新功 推进绿色崛起新实践

重庆师范大学到巫溪开展“三下乡”实践活动

志愿者为老人发放防诈骗宣传单 志愿者到通城镇红路小学校开展“冬日阳光·温暖你我”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勇 张桂林 周文冲

“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马马坐
轿轿，城门底下走一遭……”

在重庆巴蜀小学，唱着这首童谣做游戏，
是孩子们喜欢的课前活动之一。学校不远处
是保存至今的明代城门通远门和城墙，孩子们
的歌声萦绕门墙，连接古今。

重庆，山环水绕、江峡相拥，人文荟萃、底
蕴厚重。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迄今已建城3000
余年，孕育出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
革命文化、移民文化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全面加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守护历史文脉，建设古风
新韵交融的城市；传承红色基因，培育为幸福
生活奋斗的城市气质；弘扬开放精神，打造汇
聚全球资源的内陆开放高地。

古风新韵：成就独特魅力

山城巷面江临崖而建，是重庆唯一一条以
“山城”命名的街巷。临江的石梯步道一边是
壮观的长江大桥、高耸的楼宇大厦，一派现代
气象；另一边则是传统吊脚楼民居、百年宅邸
老建筑，以及“摆龙门阵”的老街坊、吃着火锅
看川剧变脸的游客，留住过往时光。

在重庆中心城区，遗存着大量明清、近代
以来老建筑、老街区。重庆将这些历史文化街
区、传统风貌区作为城市文化传承的毛细血管
予以保护修缮，提升功能。

重庆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说，这一座座老建
筑、一段段石板路、一棵棵黄葛树，仿佛一扇扇
历史的记忆之门。

对于跨越历史长河的文化遗产，重庆人特
别珍爱。

从事石窟文物修复近30年的陈卉丽，正
带领文物修复团队，对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
宝顶山圆觉洞的顶部进行加固。

大足石刻始凿于初唐，兴盛于南宋，现存
造像5万余尊，是中国石窟艺术的重要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文物工作者接续奋斗，
守护这份遗产。2015年6月，历时近8年的千
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竣工，800多岁的
千手观音造像涅槃重生。

重庆奉节有“诗城”美誉，我们从诗仙李白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背后知
道了它，更从诗圣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
长江滚滚来”的名句中感受着它——历代文人
墨客在此留下众多优美的诗篇。

78岁的本地居民赵贵林对三峡文化有着
特别的感情，自费修建了诗城博物馆。馆内展

出他多年收集的汉代瓦当、老城历代古砖、明
清石雕，以及国内外艺术家在奉节留下的摄
影、书画作品等等。“这些东西，真实地记录着
我家乡的历史和文化。”赵贵林说。”

古风与新韵水乳交融，历史与现代守望相
拥，成就重庆魅力。

红岩精神：塑造山城气质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1940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孩子剧团”在重庆唱响
《黄河大合唱》。这歌声唱出民族精神、气魄和
力量，激发了广大同胞同仇敌忾抗战图存的决
心。

1942年4月，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在
重庆国泰大剧院上演，公演17天，场场爆满。
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徐悲鸿、冰心
……抗战时期，一大批文化名人辗转来到山
城，并创作出大量名作名篇。从来没有一个时
期、一个城市承载了如此多的大家，他们用满
腔愤怒与热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文化运动在
重庆蓬勃发展，传递着中华民族不屈的意志、
必胜的信心。

“重庆是全国保存抗战遗址最多的城市，
涵盖外事机构、军事建筑、名人旧居等。现存
395处遗址得到了有效保护。”周勇说，这些抗
战遗址是重庆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

在重庆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
重庆办事处旧址门前，一张拍摄于1940年的
照片总是令游客驻足细看。讲解员告诉游客，

照片中的重庆刚刚经历了日军数小时的密集
大轰炸，一颗炸弹就落在办事处前不远处。“空
袭警报解除后，周恩来站在被震坏的楼前鼓励
大家，他告诉大家，日寇企图用轰炸来摧毁我
们的抗战意志、迫使我们屈服投降，这是办不
到的。”讲解员说，当时他特意让办事处工作人
员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重庆，书写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救亡图
存的壮烈，也激荡着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解
放、人民幸福献身的浩歌。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在苍松翠柏掩映中

显得庄严肃穆，前来祭奠、献花的市民和游人常
年不断。相距不远的渣滓洞、白公馆监狱旧址，
见证了革命志士进行的英勇斗争和伟大牺牲。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朱军
说，重庆是红岩精神的发源地，红岩精神植根
于重庆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植
根于伟大建党精神，是最具辨识度的重庆人文
精神标识，“传承弘扬红岩精神，就是不忘昨天
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
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就是传承红岩精神
的代表。

1997年，毛相林带头签下“生死状”，誓言
“路不通，不罢休”，带领村民历时7年，在绝壁
上凿出了一条8公里长的出山公路。“山凿一
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这辈人修不出路
来，下辈人接着修，抠也要抠出一条路来。”毛
相林以“愚公移山”之志，实践着共产党人为人
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2022年8月，在肆虐的重庆山火面前，专
业救援队伍、普通市民志愿者等众志成城，勇
战火魔。无数的凡人微光聚拢成灿烂星河，展
示出团结一心、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

……
爱国情怀、红岩精神，深深浸透山城土地，

滋养山城英雄，化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巨
大动能。

“朝天”之志：打造开放高地

长江南岸南滨路，中西合璧的历史建筑群
组成重庆开埠遗址公园，见证着重庆近代开埠
历史。

重庆，曾是长江上游最早开埠通商的港口
之一。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朝天门，曾
是老重庆17座城门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朝天
门码头，商贾云集，是过去乘船出川的要道。

早在1889年，以开采煤矿发家的重庆奉
节人邓徽绩远渡日本经商，与人合办了一家名
叫森昌泰的火柴厂，两年后，他把整个工厂搬
到中国，在重庆建立森昌火柴厂。《重庆开埠
史》记载，这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第一家近代民
营工厂。

1922年末，29岁的卢作孚从重庆朝天门
码头登船沿江而下，寻找救国答案。他在上
海、南通拜会了黄炎培、张謇等人，考察教育和
实业，坚定了发展航运、实业救国的信念。

四年后,也是在朝天门码头，卢作孚创立
的民生公司的第一条轮船“民生号”起航，首开
川江航运史上定期客运先河。抗战时期，民族
危亡之际，民生公司的一艘艘轮船源源不断抢
运大批工厂设备、物资和人员到抗战大后方，
为抗战提供了有力支持。

如今，朝天门依然是重庆通江达海的开放
之门。自朝天门码头顺江向东，一座国际化的
内河多式联运枢纽港果园港，正日夜不息运
转。依托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中
欧班列（成渝）等国际物流大通道，短短几年时
间，该港从传统内河港口升级为长江上游联通
全球的“中转站”，货物可通达全球100余个国
家和地区的300余个港口，大大拉近了西部内
陆与世界的空间距离。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努力在西部地区带头
开放、带动开放”的嘱托，重庆从内陆腹地走向
开放前沿，新观念在形成、新资源在汇集、新枢
纽在牵引。

纳百川、破夔门，向大海。新时代的山城
重庆，正以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风貌，奏响高
水平对外开放新乐章。

（据新华社重庆6月13日电）

文润山城气自华
——解码山城重庆的文化自信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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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左黎
韵）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从涪
陵区获悉，目前，该区32家
区级医疗机构已实现智慧医
疗系统全覆盖，依托集智慧
诊疗、智慧服务和智慧管理
于一体的数字化系统，“让群
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腿”，有
效提升医疗服务的均等化、
普惠化、便捷化水平。

“互联网下单后，足不出
户就能享受到护理服务。”近
日，在涪陵区荔枝街道，居民
龚婷婷通过手机终端预约了
上门换药，很快便有专业的
医疗机构线上接单。

龚婷婷的母亲因右股骨
颈骨折，在医院进行了复位
关节置换手术，出院后需要
每天换药。可老人家住顶
楼，出门就医很不方便，如何
让老人按时换药令龚婷婷很
是苦恼。

得知重庆大学附属涪
陵医院开通了“互联网＋护
理”服务，龚婷婷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进行了网上
预约。医院对老人的健康
状况进行科学评估后，很快
便派出专业的护理团队上
门，在完成伤口换药后，还
详细讲解了术后注意事项，指导老人进行患肢功
能锻炼等。

“我们依托‘互联网＋’的模式，推行线上线下一
体化的医疗健康服务格局，探索了远程会诊、AI就
医、医保‘云结算’等智慧医疗服务，精准对接市民多
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就医需求。”涪陵区卫健委相
关负责人说。

智慧化建设让医疗健康服务的便捷性、可及性
不断增强。“通过信息化建设，我们打通了各科室
间的壁垒，有效缓解了过去看病就医挂号时间长、
候诊时间长、缴费时间长等突出问题。”重庆大学
附属涪陵医院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新院区共设置
住院床位500张，各病房配置了可视化智能显示
屏、自助结算机等，通过推进智慧化建设，缩短患
者入院出院时间，为居民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医疗服
务。

接下来，涪陵区还将推动智慧医疗服务的全生
命周期运行，推动川渝两地医保个人账户的异地就
医结算，以“互联网＋”赋能医联体、医共体建设等，
力争用3年时间基本实现全方位记录、管理居民健
康信息，为互联网就诊、慢病随访、健康管理等提供
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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