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网重庆万州供电公司：助力秋收保供电
“秋收时节用电负荷增高，更需要

注意用电安全。”9月13日，国网重庆
万州供电公司组织国家电网红岩（梁
平营配）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梁平区
荫平镇光华村，在秋收的关键时期，主
动了解农户用电需求，将优质服务送

到田间地头，服务农户秋收秋种。
金秋时节，梁平区40余万亩水稻

陆续成熟。正值优质稻的收获期，翻滚
的麦浪里收割机驰骋，烤房内轰鸣的机
器烘出阵阵稻香。马力全开的收获季，
这个时候安全、稳定的用电就显得特别

重要。
“老乡，收割时候要注意避开线路

和电杆，以防误撞造成触电事故。”服务

队队员深入田间地头，给驾驶收割机的
农户宣传电力设施保护知识，提醒驾驶
时要注意线路安全，防止误碰、误撞电

力设施，全力筑牢秋收安全防线。队员
们还对村内高低压线路、配电设备进行
全面巡视和检查，消除供电隐患，确保
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同时，针对烘烤
房、烘干机等重点区域、设备，进行义务
检查，指导农户安全用电。

接下来，该公司将组织服务队，继
续对涉及秋收的供电设备进行专项检
修，特别是对秋收线路和用电设施进行
重点检查和维护，开展有针对性的用电
服务，切实保障农户用电可靠、种植增
产增收。 黄凌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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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新兵入伍季，9月16日，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邀请抗美援朝老战士王
昌元、突击英雄连连长李东江、优秀大
学生退役军人巫光洁这三代功臣模范，
在重庆北站开展欢送新兵活动，激励新
兵传承红色基因，激扬报国之志，勇担
强军重任。

战斗英雄勉励新战友
“重庆崽儿要雄起”

一大早，三位功臣模范就身戴军功
章，精神抖擞地站在300余名新兵们中
间，作自我介绍，为新兵们传经送宝。

“新战友好。我是曾参加上甘岭战
役，打退敌人 35 次进攻的老兵王昌
元！”在抗美援朝中荣立集体二等功的
老英雄王昌元如今已90岁高龄，他勉
励大家在火热军营中增强志气、骨气、
勇气，听党指挥、刻苦训练，做让党放
心、人民满意的光荣战士。

“大家好。我是巫光洁，部队是所
大学校，助我们快速成长，兄弟们，加
油！”来自空军某部一级上士，曾多次参
加重大军事行动，荣立个人三等功的退
役军人巫光洁今年37岁，他说，新战友
马上就要踏上军旅征程，自己特地来欢
送，希望给他们分享一下自己在部队的
成长经历，帮助他们尽快适应部队生
活，走好军旅之路。

上世纪70年代末率部参加边境作
战，荣立一等功，所在连被中央军委授
予“突击英雄连”光荣称号的李东江今

年72岁，刚好是现场新兵的“爷爷辈”，
他语重心长地讲起了自己的故事。“我
回想起50多年前离乡从军的情景，同
样的激情满怀。特别是那场战火的洗
礼，让我深切感到，国家需要军人来捍
卫，军人因报国而光荣。”李东江告诉大
家，尽管部队训练会付出更多的汗水、
泪水甚至血水，但请战友们记住，只有
平时多流汗，才能战时少流血，祖国会
因你们而兴，人民会因你们而安。

“重庆崽儿要雄起，大家能不能做
到？”李东江高声问。

“能！能！能！”新兵们齐声答，个
个昂首挺胸、士气十足。

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代表为功臣模
范和入伍新兵代表佩戴红领巾，让光荣
传统薪火相传。功臣模范送新兵踏上
从军征程，这是荣耀的传承，更是责任
和担当的交接。在热烈的掌声中，荣耀
之光被迅速点燃。新兵们深受鼓舞，目
光坚毅、信心满怀。“前辈们的军功章就
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我们一定传承
好革命前辈的荣光，一步一个脚印成
长，争取早日成为优秀的军人。”23岁的
新兵柯惠文说。

“我的爷爷、父亲都曾是一名军人，今
天我又穿上军装，光荣传承这个接力棒。”
22岁的袁润琪说，他希望到最艰苦和祖

国最需要地方去，有朝一日也能身戴军功
章，早日为亲人和家乡传回立功喜报。

开展系列志愿服务
让新兵们记住家乡的味道

即日起，重庆籍新兵们将分批奔赴
全国各军营，踏上从军报国之路。

为让入伍新兵吃好军旅第一餐，市
军供站闻讯而动、提前筹备，结合重庆
特色制定菜谱，推出咸菜烧白、毛血旺、
麻婆豆腐、盐煎肉、魔芋烧鸭、红烧肉、
泡椒肉丝等重庆特色饮食，自9月16日
凌晨便开始忙碌，从食材采购、烹饪到
送到新兵手中环环相扣，为转运新兵提
供24小时不间断供应。

“我们希望让新兵们在离开家乡之
际，能吃上一口正宗的家乡菜，记住家
乡的味道。”市军供站负责人介绍。

此外，在重庆北站，还有两个“红岩
先锋军供志愿服务岗”，身穿“红马甲”
的志愿者们可为过往新兵和退役老兵
提供政策宣传、咨询疏导、应急救护、物
资发放、路线指引等各类服务。

市军供站负责人表示，他们正以入
伍新兵、退伍老兵为对象，积极开展军
供系列志愿服务，打造兵至如归的“官
兵驿站”。一方面在重庆北站、重庆西
站组织志愿者为新兵提供“关爱连心
卡”，发放政策宣传手册，为入伍新兵介
绍优待政策，让启程新兵倍感暖心；一
方面在重庆西站、重庆北站军人候车厅
和站前广场搭建4个志愿者服务岗亭，

军供志愿者全天候值守，回应新兵对未
来军营生涯、职业规划、家乡情结、父母
生活、婚姻恋爱等关切。志愿者服务岗
亭同时为入伍新兵和退伍老兵提供矿
泉水、方便食品、面包、牛奶、防暑降温
药品等，以实际行动共同浇筑军民鱼水
情。

今年9月，军供系列志愿服务还推
出“我和家乡同框”活动，志愿者用“拍
立得”为过往新老兵拍照留影，让新老
兵战士们和家乡同框、和共同奔赴祖
国各地的战友们同框，留住新老兵幸
福时刻。

多元化服务保障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据重庆军代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秋季新老兵运输军供保障任务从9月
中旬持续至9月底，较往年呈现时间集
中、保障面广、任务量大等特点。

市军供站推出“饮食+精神+文化”
3个套餐，在重庆江北机场、重庆西站、
重庆北站等多个站点，为重庆籍和途径
重庆的新老兵战士提供饮食饮水和住
宿保障服务。

市军供站负责人介绍，市军供站
不仅优质、快速、安全地为新老兵提供
特色可口的餐饮保障、周到细致的中
转服务，而且组织开展“功臣模范送新
兵，创业典型迎老兵”等形式多样的活
动，在“一送一迎”活动中，让入伍新兵
切实感受到“政府欢送的仪式感、军人

职业的尊崇感、献身国防的光荣感”，
让退伍老兵切实增强“荣归故里的自
豪感、保持本色的荣誉感、回报社会的
责任感”，努力推动让军人成为全社会
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
尊重的人。

曹峰 张莎 张瀚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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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崽儿要雄起”
——我市组织三代功臣模范送新兵

“红岩先锋军供志愿服务岗”的志愿者
为新兵和退役老兵提供各类服务

三代功臣模范王昌元（中）、李东江（右）、巫光洁送新兵

入伍新兵收到拥军礼包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桂花香气溢满村寨时，酉阳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酉水河镇河湾村村民张世
远家新修的吊脚楼，已临近完工。

奇怪的是，吊脚楼的左边部分是新
房，右边部分却依然是历经半个世纪风
雨的旧房。

“河湾山寨的房子，以传统的土家
吊脚楼为主，很多都有近百年历史。”在
张世远看来，要留存寨子的历史和文
化，就要尽可能保留传统的建筑样式，

“左半边垮完了，就买来木料重新建。
新建部分也尽量修得和原来一样。”

河湾山寨坐落于酉水河畔，已有
600余年历史，被誉为“中国最美土家
山寨”和“土家文化发祥地”。

如今，酉阳正着力发挥河湾山寨山
水自然资源禀赋，结合地域特色和历史
文化资源，在保护原乡自然特色的同
时，从细节着手，让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的河湾山寨，成为人们诗意栖居、安放
乡愁的地方。

保持山寨传统风貌
留存历史和文化

河湾山寨依山临水而建，阶梯式布
局层次分明、错落有致。

走进河湾山寨，只见古木参天、翠
竹青青，风格一致的土家吊脚楼掩映于
绿树繁花间。

张世远家的吊脚楼旁，一棵枸檀树
和一棵野漆树合二为一，躯干连躯干，
根须接根须，被当地人称为和睦树。

去年5月，酉水河镇镇长姚登明时
常从树下经过，“和睦树下，有一栋建了
近百年的吊脚楼的堡坎发生了垮塌，整
栋房子都要倒了。”

可房屋的主人不仅自己不管，也不
让村里帮忙修缮。

“这些吊脚楼都是村里的宝贝，保
护都来不及，怎么能让它垮了呢？”于
是，只要一有空闲，姚登明就登门和房
主拉家常、了解情况。

“老辈子，堡坎垮了，房子就保不住
了，怎么不修呢？”

“垮了刚好可以起个水泥房子。”
“你看寨子里都是吊脚楼，你起个

水泥房子在中间多难看。”
“我住了半辈子木房子，就想起个

水泥房子哦。”
“你看，这些吊脚楼有我们土家人

的历史和传统。如果都整成水泥房子
了，后人到哪点去找自己的根呢？”

“垮成这个样子了，我自己又搞不
动，怎么办？”

“村里帮你修，还有资金补助。”在
姚登明的劝说下，老人最终同意修筑堡
坎，并修缮已有些破损的房屋——“堡
坎都修成传统的‘虎皮纹’样式；房屋修
缮就是拆除破损的窗棂、门板等构件，
再按原样重新制作安装。”

去年5月，利用传统村落保护资金
及村里自筹资金共计100余万元，河湾
山寨在保留寨子传统风貌的基础上重
新修筑了20余处堡坎，还将寨子里的
人行便道“坡改堤”，在路旁修建了花
圃……

取缔违建钓鱼平台
守护酉水河一河碧水

酉水河蜿蜒流淌，将河湾山寨分为
东寨和西寨；山水相依，又在东寨和西
寨两侧勾勒出许多水巷。

水巷里，不时有乌篷船或机动船驶
过，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留下道道涟
漪。临水而居，河湾人几乎家家户户都
备有自用船。

“以前，这些船只既是打渔船也是
交通工具。”河湾村党支部书记彭明介
绍，实行十年禁渔后，村民的船只仅作
为自用的运输和交通工具留存，“现在
大家都知道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守护好
我们的家园，非法捕捞的行为已经很少
见了。”

不过，一年多前，酉水河河面却密
布着上百座违建的钓鱼平台，平台周围
还时常漂浮着垃圾和油污。

“十几年前，酉水河上修建了石堤

电站，拦河筑坝后抬高了河面。”彭明告
诉重庆日报记者，不知道谁开了头，把
几十只浮桶连起来，在上面搭建简易的
房子，供人钓鱼。短短几年时间，酉水
河河面上的钓鱼台就达到了104座，其
中河湾村就有60多座。

“一个钓鱼台有36平方米，一年收
入能有两万元左右。”村民白某修建了3
个钓鱼台，几乎天天客满，“钱是好赚，
但也怕客人掉到水里头。”

不仅如此，钓鱼平台产生的垃圾和
生活污水几乎都是直接排入酉水河，每
个钓鱼平台周边都围着一圈垃圾和油
污，酉水河水质越来越差。

去年5月，酉阳9个部门成立综合
执法队，并结合拆除补贴政策拆除了酉
水河上的所有钓鱼平台。

“河湾村拆除了4320平方米钓鱼
平台，按建造成本每平方米补贴350
元，涉及27户村民。”姚登明介绍，拆除
钓鱼平台后，相关部门又对27户村民
进行了妥善安置，“比如有一户人家，我
们引导他将房屋按整体风貌改建成了
民宿，还帮助他做起了红白喜事设施、
设备租赁生意。”

打造休闲垂钓基地
丰富河湾旅游业态

船行酉水河，青山绿水在雨中宛若
一幅山水画。

行至酉阳与秀山交界处，船只缓缓
拐进一条水巷。水巷入口处不足十米
宽，两岸植被茂盛。再往前行驶十余

米，眼前豁然开朗——水巷里竟藏着一
个水面面积逾百亩的港湾。

“这是长远村红岩洞，属于大河湾区
域，目前正在与河湾山寨一体打造。”酉水
河镇党委书记戴超介绍，酉阳正对河湾山
寨所在区域进行旅游总体规划，红岩洞将
被打造为河湾山寨配套的休闲垂钓基地，
丰富大河湾区域旅游业态。

红岩洞水域偏居一隅，青山如臂弯
环抱着一汪碧水。与时有游船经过的
酉水河主河道相比，这里更为隐秘而安
静，也成为鱼儿喜欢的觅食区域。

“红岩洞目前居住着21户人家，我
们计划对每家每户进行‘微改造’，引导
他们开设民宿或农家乐。”戴超介绍，

“微改造”主要涉及外墙统一风格改造、
改旱厕为水厕、寨子便道建设、建设化
粪池及污水处理设施等。

村民冉光荣的房子被装饰成土家
吊脚楼的样式，房间也被改造成了单间
配套，“搞个农家乐，让来钓鱼的游客有
吃有住。”

前不久，红岩洞的21户村民每家
抽出一人参加了在河湾村举行的厨师
培训，为开设农家乐做好准备。

“我们还要在红岩洞河湾建设固定
钓位，方便游客在非禁渔期垂钓。”戴超
介绍，钓位的建设也将严格遵循生态环
境保护要求，“不改变和破坏自然山形、
河流岸线，不占用天然河道，垂钓中也
严格要求生态、环保。”

如今，红岩洞休闲垂钓基地已具雏
形，不少周边游客慕名前来。

酉阳河湾山寨在保护原乡自然特色的同时，从细节着手——

留住吊脚楼 就是留住土家人的根
以绣花功夫建设

山地特色生态之城③

河湾山寨全景。 通讯员 段成军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云钰 通讯
员 周新宇）9月16日是第23个“全
民国防教育日”。9月15日，渝北区
举行国防教育进军营活动，30名师生
走进驻区某武警部队，通过观看官兵
训练、参观荣誉室、观摩武器装备、体
验内务整理等，“零距离”感受部队生
活，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

本次活动由渝北区全民国防教育
办公室主办，渝北区人民武装部、渝北
区教委、共青团渝北区委和渝北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承办，旨在加深学生对
军队及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了解，提高
学生的国防意识，激发学生的爱国之
情和报国之志。

当天，官兵们在操场上列队演示

擒敌训练，赢得了现场师生的阵阵掌
声和赞叹。随后，学生们走进部队的
荣誉室，深深地为部队官兵保家卫国、
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

在装备展示现场，一名武警官兵详
细讲解了各类武器装备的性能并现场
演示操作方式。来到官兵宿舍，干净整
齐的内务令师生们啧啧称赞。官兵们
还演示了军被的折叠方法，同学们在官
兵们的指导下动手学习叠被子，体验从

“棉被”到“豆腐块”的华丽转变。
“这次活动虽然时间短暂，却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名学生称，军
人过硬的素质、优良的作风、严明的纪
律令他们十分难忘，他们将努力学习，
长大后更好地报效祖国。

渝北师生进军营
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

本报讯 （记者 云钰）9月 16
日，2023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以
下简称“阿里数学竞赛”）获奖名单正
式出炉。5万余名参赛选手经过两轮
角逐，最终产生了4名金奖、6名银奖、
10名铜奖和50名优秀奖获得者。来
自重庆的17岁学生瞿霄宇成为该项
赛事历史上最年轻的满分金奖得主。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由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阿里巴巴公益、阿里达摩
院联合举办，面向全球数学爱好者，通
过设置趣味赛题，激发人们对数学的
热爱，从而关注这门基础学科。该竞
赛已连续举办五年，共吸引了来自全
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5万人次
参与，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在线数
学竞赛。

作为阿里数学竞赛有史以来最年
轻的满分金奖得主，本届大赛唯一的
满分选手、年龄仅17岁、在北京大学
读大二的瞿霄宇谈及获胜的感受时
说：“我一点都不‘天才’，我很菜。数学
越学越觉得不懂的地方多了，自己很渺
小。”说这话的时候，瞿霄宇很认真。

瞿霄宇回忆，小学五六年级时，他
就开始自己看《数学分析》，两年多时
间里反复看了两三遍，被里面的严谨
推理和美妙定理所深深吸引。进入重
庆巴蜀中学后，在老师指导下，他开始
学习更多的高等数学知识。去年7
月，还在读高一的他就代表国家队出
征 IMO（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获得满分金牌，随即被保送北大数学
学院。

“不在课堂的时候，我多数时间可
能在自习室或者琴房。数学和钢琴是
我最喜欢的东西，这两者存在共通之
处，都是美妙的艺术。”瞿霄宇说，“数

学很美，我喜欢数学的对称性，极致的
对称性。而钢琴更像是我的心事托
付，每天弹琴30—40分钟，能让自己
很好地放松。”目前，瞿霄宇的钢琴水
平已经达到业余表演级。

“即便在北大数院，像瞿霄宇这样
的学生也很罕见，他的知识面很广、想
得很深。”青年数学家杨诗武是北大大
一基础课《数学分析》的授课老师，曾
在课堂上被瞿霄宇“挑战”过。“考虑是
面向大一同学，我希望讲简单点，但瞿
霄宇明显想得很深。”杨诗武说。

其实，今年已经是瞿霄宇第二次
参加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去年他
只得了优秀奖，今年就拿到了唯一的
满分金牌，进步之快，让杨诗武也颇为
惊讶：“阿里数学竞赛尤其是决赛，还
是很考察选手的知识面和思考深度
的，一般来说，本科生并不占优势。”但
对瞿霄宇来说，对此最直观感受只是：

“去年做了八个小时，今年只做了五个
半小时，今年这些题目我都会做。”

瞿霄宇的指导老师、被誉为“北大
数学黄金一代”的肖梁点评称，瞿霄宇
除了有数学技巧，更有超出同龄人的
数学视野。

“我们向取得优异成绩的选手颁
奖，更向热爱数学的每一个人致敬，
你们展现了数学的无限魅力和可
能。”阿里巴巴达摩院院长张建锋表
示，“数学是科学的基础，其价值不在
于朝夕，而关乎未来。”阿里巴巴公益
基金会理事长孙利军说：“五年来，阿
里数学竞赛这项公益赛事已‘走出’
了10余名新生代数学家。希望通过
这个舞台，激发大家对于数学和基础
科研的热情，鼓励更多人热爱科研、
投身科研。”

最年轻的满分金奖得主！

17岁重庆少年斩获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