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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黄光红）记者1月8日从人民银行
重庆市分行获悉，2023年以来，重庆金
融业持续提升制造业金融服务质效，助
力重庆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
体系取得积极成效。截至2023年11
月末，全市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达
2280.3亿元，同比增长27.7%，增速比
上年末高6.5个百分点。

据介绍，2023年，为加大对现代产
业体系的金融支持力度，人民银行重庆
市分行组织金融机构，为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链主企业及其上下游配套企业制
定针对性融资服务方案。2023年前三
季度，共计支持1166户链上主体获得
贷款和票据融资171亿元。2023年前

三季度促成金融机构向制造业企业放
款85.9亿元。

同时，在金融监管部门及监管政策
的引导、支持下，全市金融机构纷纷加
大力度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如，建行重庆市分行聚焦全市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
业、先进材料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加大对
重点项目的支持。2023年，该行累计向
全市制造业企业发放贷款约600亿元。

工行重庆市分行开发多种普惠型
制造业企业专属融资产品，通过线上一
站式办理，解决制造业企业融资难问
题。2023年1—7月，该行累计投放制
造业贷款1117亿元，支持全市4500余
户制造业企业。

助力重庆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

截至去年11月末
全市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7.7%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黄乔 周松 崔曜

最近，家住渝北区水晶郦城的陆守
介越来越纠结：快过年了，要不要把在
养老院的父母接回家一起过年？

陆守介的父亲和母亲一位88岁，一
位83岁，前者半身不遂，后者患有阿尔
兹海默病。两个月前，不堪照护重任的
陆守介把二老送到了中心城区一家条件
较好的养老院。在养老院，父母得到了
专业照护，陆守介也大大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几天前，父亲突然问起了团
年饭的事，这又让陆守介为难了：接回
家吧，依父母现在的状况，不仅回家路
上要大费周折，而且家里不具备照护条
件；不接吧，又怕伤了父母的心。

“我想回家过年”
在家吃团年饭，让老人倍感幸福

“虽然不愿给儿女添麻烦，但每到
中秋、重阳、春节，我还是想回家。”年
前，记者在巴南区新屋养老院见到75
岁的刘成淑老人时，老人的儿子正准备
接她回家过元旦节。她说，过节还是惦
记儿子一家，“我希望儿子不仅能时常
来看看我，也能把我接回家过年，一家
人团团圆圆的多好。”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长辈不
在总感觉家里少了点什么。而且，我每
次去接我妈的时候，身边很多老人都会
投来羡慕的目光。”老人的儿子李天勇
告诉记者，夫妻俩平时工作忙碌，无暇
照顾老人，就把母亲送到了养老院。虽
然老人不愿给自己添麻烦，但每到中
秋、重阳、春节等传统节日，他还是要把
母亲接回家。现在，他已经提前给养老
院做了报备，过年要把母亲接回家。

“下周我女儿就来接我回家，一家
人一起吃团圆饭。”说起这个话题，同在
这家养老院的89岁老人刘学昭掩不住
的满心欢喜。“春节后，曾外孙就上幼儿
园了，女儿计划把我从养老院接回家，
安享晚年。”

此前，因女儿要带孙子，顾不过来，
刘学昭老人主动要求住进养老院，为女
儿减轻照护的负担。虽然已年近90
岁，但她身体硬朗，走路吃饭都没大问
题，生活也可以自理。

“老伴去世后，我就一直和女儿同
住。住进养老院后，每到周末，女儿会
到养老院看我。逢年过节也会接我回
家团聚。每次过年吃团圆饭都在家附
近的酒楼订一桌，鸡鸭鱼样样都有，味
道也不错。”不过在刘学昭老人看来，吃
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在一
起，四世同堂，让她倍感幸福。

跟刘学昭老人一样，钟远福老人也
打算回女儿家过年。

今年90岁的老人钟远福现住在璧
山一家养老院。“女儿女婿平时都很忙，
养老院的条件挺好的。”尽管如此，钟婆
婆仍然觉得春节还是在家里团聚更显
热闹。“养老院一般只有子女在国外的
老人才会留在养老院过节，好在我的三
个女儿家都在重庆。”

在歌乐山第三福利院，记者见到了
前来看望父亲的蒋文生。一年前，蒋文
生将患有阿尔兹海默病的父亲送到了
福利院，这里的条件令他相当满意，而
且离中心城区也近，每逢周末，他都会
去看望老人。

“春节我肯定把老爷子接回家。”蒋
文生说，他已在提前准备年货，到时亲自
下厨，让一家人高高兴兴吃个团年饭。

“我想留在养老院”
生活方便，老人把养老院

当成“家”

尽管子女都在武隆县城工作，83

岁的陈学珍奶奶今年春节还是打算像
去年一样，留在养老院过年。

陈奶奶已在武隆隆康医养中心住了
两年，听力不是太好，但生活能够自理。

“我在养老院都住习惯了，这里有
暖气，吃住方便，还有护工照顾。”陈奶
奶说，去年春节，子女原本要接她回家
过年，但是自己拒绝了，除夕那天中午，
孩子们都到养老院陪她吃了顿团圆饭。

陈奶奶告诉记者，儿女很孝顺，周
末和节假日都会到养老院看望她，尤其
是过年，想把她接回家一起热热闹闹过
个春节。“今年我还是准备让娃儿们中
午到养老院和我吃个团年饭，晚上我就
在这里跟老朋友一起过，如果我身体不
适，养老院随时有医生、护士值班，方便
得很。”

跟陈奶奶想法一样的老人，其实不
在少数。隆康医养中心工作人员透露，
院里住了140多个老人，去年有一半的
老人选择留在养老院过年。

“我不回去。”在巴南区龙洲湾狮子
山老年公寓，91岁的李奶奶回答得很
干脆。她有三个子女，最小的曾孙明年
大学毕业。“在养老院住久了，回去反倒
不方便了。每天要吃的药一大堆，回家
也住不了几天，人一走，儿女又要忙活
收拾整理，麻烦。”李奶奶说，现在逢年
过节，她只想儿女们来看看她就行了。

记者从狮子山老年公寓了解到，该
养老公寓住了400多位老人，有2/3的
老人选择不回家过年。为此，养老院特
地准备了可供老人子女共同享用的团年
餐，以及文艺节目表演和游园活动等。

与李天勇和蒋文生不同，家住江北
九鼎花园小区的吴天龙对接不接老人
回家过春节很矛盾：春节假期保姆正好
放假，如果把父母接回来，买菜做饭、照
料护理，都成了他一个人的事，估计过
个节比上班还要累。

去年春节发生的那一幕，让他至今
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那是除夕夜，吃
完团年饭后儿孙们围坐在一起发红包、

抢红包，大家嘻嘻哈哈乐在其中，全然
忘了坐在一旁的爷爷奶奶。感觉受到
冷落的老父亲当场发了脾气。

“俗话说，老小孩，脾气怪。”吴天龙
说，夹在老人和儿孙辈中间，自己有时
挺为难的，毕竟几代人之间存在代沟，
沟通起来有些困难。

过年接不接回家？
专家：主要取决于老人意愿

和其行动是否方便

逢年过节，到底接不接老人回家？
重庆社会科学院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副
所长、副研究员罗伟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小孩盼过年，老人盼团圆，这是人
之常情，我是提倡节假日有条件的家庭
接老人回家团聚的。”罗伟认为，不管老
人进养老院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选择，他
们都有对亲情的渴望，虽然一些养老院
也在节假日期间举办了各种活动，但无
法代替在家团聚的天伦之乐。“即使接
老年人回家，子女也应该抽出更多时间
关心长辈，寻找有共同兴趣的娱乐活
动，而不是让老人在一边‘晾着’。”

“接不接老人回家最主要取决于两
个因素：老年人自己的意愿和其行动是
否方便。社会不能道德绑架没条件接
老人回家的家庭，子女因为特殊原因没
办法接老人回家居住，不能一律给他们
扣上‘不孝’的帽子，强行接回来可能会
引发更大的家庭矛盾。”罗伟说。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智慧康养
学院院长田奇恒说，新修订的《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
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
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
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春节，象征着团圆与喜庆，自然是
在家里更舒适。”田奇恒说，但随着近年
来人们观念以及养老方式的转变，养老
院的老人春节被接回家过节的情况慢
慢变少了，子女到养老院过年的情况多
了起来。

田奇恒分析，这是因为一些老人在
养老机构住习惯了，他们甚至把养老院
当成了家，回自己家反而有些不习惯。

比如，很多老年人的家里没有经过
适老化改造，老人走路的地方没有扶
手，各房间的连接处有高低差，浴室、卫
生间等防滑处理不到位，床边没有围
挡，床铺不能上下调节……这些养老机
构的基础设施家里都没有。在饮食方
面，虽然家里的饭菜比养老院丰盛，但
有时并不符合老人的用餐习惯。

田奇恒还谈到，还有一些老人出于
对子女的体恤，不愿意回家。在这些老
人看来，过年放假子女好不容易可以休
息几天，担心自己回家会给他们造成负
担。因此，过年时，他们大多会选择与
子女在养老院吃个团圆饭。

“不论老人选择何种方式过春节，
都应该以老人的意愿为主。他们过得
舒心，子女才会放心。”田奇恒说。

【开栏语】
中国正加速进入老龄化社

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
2.64亿人，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
3亿人。

重 庆 也 不 例 外 。 数 据 显
示 ：全 市 6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有
712.11 万 人 ，占 人 口 总 数 的
22.16%，是全国老龄化程度较高
的省市之一。

我们该如何应对老龄化？如
何看待眼下的“养老焦虑”？本报
今起开设“养老调查系列报道”，
记者深入社区、聆听老人心声；走
进养老机构、打探运营状况；采访
相关专家，为应对老龄化提出建
议。敬请关注。

2023年12月22日，垫江县桂阳街道双百年养老院，老人和社区居民一起包饺
子共度冬至节气。 通讯员 龚长浩 摄/视觉重庆

养老调查系列报道①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云钰）1月5日，树人景瑞小学举
行法治副校长聘任仪式，帮助该校学
生系好第一颗“法治纽扣”。据悉，我
市共聘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3742名，
法治副校长配备率、到岗履职率达到
100%。

聘任仪式上，该校聘请了重庆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卢君作
为该校的第三任法治副校长。据了解，
法治副校长主要负责协助学校开展法
治教育、保护学生权益、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参与安全管理、实施或者指导实

施教育惩戒、指导依法治理等工作，保
障未成年学生健康成长。

记者从市教委了解到，市教委将继
续联合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
部门，通过建立法治副校长遴选推荐机
制，分市、区县两级建立法治副校长人
员库，鼓励有条件的区县在选聘中小学
法治副校长的同时，增聘法治辅导员，
鼓励幼儿园选聘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
员，遴选一批市、区县级骨干法治副校
长，带动法治副校长队伍整体提升履职
能力等方式，推进学校依法治理、促进
学生健康成长。

我市中小学法治副校长配备率达100%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刘翰书）学习新思想、建设新重庆、
展示新农村。1月8日下午，重庆市首
届和美乡村才艺大赛（重庆村晚）暨璧
山区“达人争先赛”在璧泉街道龙华社
区举行。

《是妈妈，是女儿》《欢乐中国年》
《请来八塘走一趟》……活动现场，15
组来自璧山当地的达人选手，以独唱、
舞蹈、情景剧等表演形式，展现了自己
的一技之长，也展示出新时代新农民的
精神风貌。

记者了解到，15组达人选手既有璧
山当地村民，也有外来务工人员，他们表
演的精彩节目博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大赛旨在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和乡风文明建设，充分体现艺术性与群
众性相结合的特点。”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指导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市首
届和美乡村才艺大赛（重庆村晚）在全
市各区县同步进行，为期两个月，从去
年12月开始依次按照“村里有明星”海
选赛、“赶场大比拼”晋级赛、“区县出达
人”争先赛、“网上比才气”抢位赛、“我

要上村晚”总决赛等赛程赛制进行。
据悉，“我要上村晚”总决赛将于1

月下旬在涪陵区蔺市街道美心红酒小
镇景区举行，获奖选手还将被推荐参加
2024年川渝春节联欢晚会。

本次赛事设立了专业评委和大众
评委，其中专业评委由文艺院团、大中
小学校专业教师等构成，通过现场点评
节目效果以及参赛选手表现情况，引导

由基层党员干部、致富带头人、道德模
范等组成的大众评委，参考专业评委评
审建议进行评分。总决赛期间，除了在
多个平台进行网络直播外，还将把广大
网友点赞、分享等数据纳入总决赛评
分，在现场评委评分相同的情况下，网
络点赞数高的选手即为胜出，冠亚季军
选手将分别获得价值3万元、2万元、1
万元的奖品。

重庆市首届和美乡村才艺大赛走进社区
璧山区“达人争先赛”举行

抽查单位

重庆市渝大水务有

限责任公司清明桥

水厂（二氧化氯）
重庆市双桥经开区

水务有限公司双路

水厂（二氧化氯）
重庆长江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供水分公

司江北水厂

《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 准 》GB5749-

2022（限值）

备注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余氯/二

氧化氯

mg/L

0.39

0.33

0.23

0.17

0.64

0.08
余氯≥
0.30

二氧化氯

≥0.1
余氯≥
0.05

二氧化氯

≥0.02
1、本月供水水质监测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

2、重庆市渝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清明桥水厂，重庆市双桥经开区水务

有限公司双路水厂，重庆长江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江北水厂均按

原水29项指标、出厂水97项指标、管网水43项指标、管网末梢水9项指标

进行检测。

3、本月3座水厂水质综合合格率为99.94%。根据抽检结果，对个别指

标未达到标准限值的单位进行督促整改。

浊度

NTU

0.49

0.29

0.29

0.46

0.23

0.27

1NTU

高锰酸

盐指数

mg/L

1.96

2.09

1.30

1.94

1.40

1.59

3mg/L

色度

(度)

＜5

＜5

＜5

＜5

＜5

＜5

15度

臭和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异臭

异味

菌落总数

CFU/ml

9

5

4

10

8

8

≤100
CFU/ml

总大肠

菌群

CFU/

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0ml

不得检

出

大肠埃

希氏菌

CFU/

100ml

未检出

--

未检出

--

未检出

--

100ml

不得检

出

肉眼

可见

物

无

--

无

--

无

--

无

发布单位：重庆市城市供节水事务中心 咨询电话：63061623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水质情况简报
2023年11月，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对我市3家供水企业的3个水厂开展了水质

抽样监测工作，抽检结果公布如下：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杨铌紫）轨道交通乘车二维码便民
举措再升级！记者从重庆交通开投轨
道集团获悉，重庆轨道交通乘车二维码
互联互通联盟又添一城——从1月5日
起，乘客可以使用“渝畅行”App或“郑
州地铁商易行”App在重庆或郑州跨城
刷码乘车，双城市民出行更加便利。

据介绍，此次重庆轨道交通、郑州
地铁乘车二维码互联互通范围涵盖了
双方运营的各条线路和车站。按照乘
车优惠本地化原则，乘客使用“渝畅行”
App乘坐郑州城市轨道交通不享受当
地优惠。同样，乘客使用“郑州地铁商
易行”App乘坐重庆城市轨道交通也

不享受当地优惠。
乘客使用“渝畅行”App时，需升

级到最新版本后打开乘车码界面，点击
左上角“重庆轨道交通乘车码”切换城
市，在底部列表中选择郑州地铁，按照
指引开通乘车码功能即可刷码畅行郑
州地铁。同理，使用“郑州地铁商易行”
App，需升级最新版本后，切换至重庆
轨道交通乘车页进行类似操作。

目前，重庆轨道交通已与北京、上
海、郑州、广州、南昌、成都等多个城市轨
道交通实现互联互通，并加快与其他城
市乘车二维码互联互通工作，后续将会有
更多城市实现该功能，方便重庆市民和互
联互通城市市民跨城搭乘轨道交通。

重庆郑州轨道交通实现乘车二维码互联互通

1月6日，渝中区长滨路滨江公园，民警正在给小记者们讲解安全知识。
据了解，在第4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即将来临之际，重庆市公安局水警总队联合

渝中区等单位，共同举办“‘警’防溺水，护‘未’成长”亲子健步走暨水警总队“110
宣传日”主题活动，让小朋友近距离观摩、体验水警工作，学习相关安全知识。

记者 尹诗语 实习生 陈昱如 摄/视觉重庆

水警带你感受别样“警”彩

1月3日，九龙坡区西彭工业园重庆
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工人正在自
动化生产线上忙碌。新年伊始，该公司
全员到岗抓紧生产，全力促企业发展。
2023年该公司全年产值10亿元，同比增
长85%，今年还将建设投用一条新智能
生产线，极大提高生产效率。

目前，该工业园区全力保障辖区企
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提供产业、
金融等政策指引和专项服务，园区 181
家企业正全力生产，力争新年取得“开门
红”。

记 者 郑 宇 实 习 生 陈 昱 如
摄/视觉重庆

九龙坡：

企业全力生产
力争“开门红”

● 观点一 回家过年：一家团聚更显热闹
● 观点二 养老院过年：吃住方便，有护工照顾

快过年了，接不接养老院的老人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