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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2月28日，一个小型的“学雷锋”
衣钵传承仪式在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
翠华社区举行。一把极具反差感的扫
帚——外观破旧，却扎着一朵崭新的
大红花，是传承仪式上的“主角”。82
岁的吴克彬老人举起这把旧扫帚，端
详了几秒，再郑重地交给了年轻居民
王容。

莫非，这把旧扫帚背后有着什么
特别的故事？

事情还得从11年前讲起。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
老人主动为公厕“善后”

2013年，吴克彬与老伴扶玉书购
房搬入翠华社区翠柏小区3栋。翠柏
小区是一个2000年投用的、有900多
户居民的农转非安置房小区。搬进去
不久，吴克彬走进小区大门一侧的公
厕，顿时“头都大了”：“简直是臭气熏
天、无法下脚！”

那时候，翠柏小区物业呈亏损、瘫
痪状态，再加上老旧楼房都没有电梯，
许多人下楼后遇上内急，就只能去这
个公厕，加上还有不少行人也到此图
个方便，如厕的人一多，卫生状况就跟
不上了。

生性爱干净的吴克彬坐不住了，
没和人商量，就从家里取来水桶、扫
帚、垃圾篓，开始清扫公厕。

第一次开荒大扫除，吴克彬足足
用掉8桶水、倒了3篓垃圾，才把公厕
打整清爽。“现在公厕干净了，一点味
道都没有。”老伴扶玉书记得，那天吴

克彬一身臭气回到家里，像孩子一样
炫耀自己的劳动成果。

自此，打扫公厕就成为吴克彬
每天的“必修课”。很快，他就形成
了自己的规律，还总结出不少心
得：每天公厕的瓷砖墙壁至少要清
理一遍，只要见到地上有水、厕所冲
不干净，他就马上清理。“有时路过
看见上厕所的人皱着眉头出来，我
就知道脏了，要赶紧去扫地、倒垃
圾。”他说。

后来，翠柏小区换了物业，清洁工
每天中午、晚上也固定清理两次公厕，
吴克彬才算是“减了负”。但好景不
长，随着小区所处地段日渐繁华，大门
外几十个门面的经营户和顾客也经常

“光顾”，公厕人流量几乎呈倍数增长，
吴克彬的“工作量”不减反增。

让扶玉书没想到的是，扫厕所
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儿，吴克彬竟从
古稀坚持到耄耋之年，还干得津津
有味。

不管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冬腊月，
他每天都会拎着水桶、拿着扫帚义务
打扫。夏天天热，易生蚊虫，他就自己
配制灭蚊剂、消毒水，保持公厕卫生。

“你莫累坏了哦！”面对老伴善意
的提醒，吴克彬总是乐呵一笑：“事情
又不复杂，每天抽点时间做就好了，我
当锻炼身体。天天看到它干干净净，
自己心里也舒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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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宝妈”加入清扫的队伍

“咦，公厕真的变了样！”时间一
长，便有居民发现，这个变化源于吴

克彬的默默付出。大家纷纷赞扬他
了不起，是身边的活雷锋和“最美扫
厕人”。

榜样的力量能感染人。2019年，
志愿清扫公厕的队伍增加到了3个
人。

居民王容就是其中之一。那时，
她全职在家带娃，路过小区门口时经
常看到吴克彬在扫厕所，心里很有感
触。“人家年纪这么大了还那么热心、
不计回报。我的娃上学了，平时我除
了送娃娃上学就没什么事情了，就想
着有空的时候是不是也去帮下老人
家。”

居民张利和王容的情况类似，一
次聊天中两人偶然间谈起这事，一拍
即合，决定携手到公厕去“堵”吴克彬。

“吴爷爷，我们来帮帮你如何？”
“那求之不得！”吴克彬看着两个

和自己儿女一样大的后辈，非常欣慰，
转而又提醒她们：“脏哦，臭哦，妹妹。”

“你放心，我们既然来了，就不怕
脏臭。”

从此，吴克彬和张利、王容3人达
成了默契：早上6点到8点和下午3点
到6点，是张利、王容接送孩子的时
间，而吴克彬就比较空闲，其余时间两
个年轻人多搭个眼，谁刚清理了公厕
垃圾，都会相互告知。

工作量减少了，吴克彬竟然还有
些“不习惯”，就主动扩大了“战场”，动
手捡拾周边的白色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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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组成便民服务队

3人的勤勤恳恳、主动奉献，被居
民、商户看在了眼里，他们也开始自觉
注重如厕文明，不再乱丢垃圾。

后来，王容又叫上了闺蜜廖均
洁，张利又拉来了邻居陈晓莉……
2023年，参与公厕清理的居民增加
到7个人，新增的人年龄都在35岁左
右。

这些年轻人不仅清扫，还装点公
厕，比如贴上“随手冲一冲、干净又轻
松”“来也匆匆、去也冲冲”等温馨提醒
等。

翠华社区“动作更大”，干脆以此
为基础组建了一支社区便民服务队，
不仅负责打扫公厕，还主动维持小区
秩序，提供便民服务。

2月28日，已82岁高龄的吴克彬
因病不能剧烈运动，算是正式从清扫
公厕的志愿者队伍中“退休”了。

当天，记者随吴克彬走进他精心
打理了近11年的那个公厕，看到里面
整洁无异味，墙边立着扫帚、铁钳、簸
箕……

“这些是我的‘老伙计’，跟了我好
多年喽，现在要传给他们啦。”老人言
语中一半不舍、一半欣慰：“雷锋精神
代代传，我相信，哪怕我扫不动了，有
他们在，厕所照样会干干净净的。”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臧博

3月5日，又是一年一度的学雷锋
纪念日。

雷锋精神在哪里？雷锋精神无处
不在。在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翠华社
区，它具象成为一把扎着大红花的旧
扫帚、一件坚持了 11 年的“清洁小
事”。

2013 年，吴克彬主动拿起扫帚，
一干就是 11 年。如今，热心人从 1

人、3人，变成了一支7个人的便民服
务队伍，服务事项也从打扫公厕扩展
到社区生活的更多方面。

今年，已经 82 岁的吴克彬老人，
因为身体原因正式“退休”。打扫厕所
的扫帚、簸箕等清洁工具，也正式交到
了年轻人手里。这是一个暖心的故
事，也是一场“积跬步以至千里”的接
力。雷锋精神，就是这样潜移默化、润
物无声。它并不需要慷慨激昂的话
语，更多的，是出现在你我身边的凡人

微光。
短视频平台上，有许多这类好人

好事的视频，相信不少人都看过。例
如，上坡的板车太重，有人主动推一
把；散落在马路上的物品，有人帮着一
起捡；高温的街头，有人挂起“清洁工
免费取水”的牌子；事故现场，有人奋
不顾身冲上去救人……这些新的“雷
锋故事”生动地说明：在当下的中国，
学习雷锋，自觉践行雷锋精神，已经成
为了许多人的习惯和日常。

义务打扫一次公厕容易，难的是
数十年如一日；当一个热心人容易，难
的是感染和带动一群人——也许，这
才是“吴克彬们”一次次引发大家共鸣
的原因。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
己助人为乐的身影。

雷锋精神，就这样成为了我们共
同的价值取向，也成为了人们心照不
宣的行动自觉。新时代，新征程，道
路很长，同行人很多，只要人人都能
将“学雷锋、做好事”揣在心底、付诸
行动，让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
经常，就一定能书写出新的雷锋故
事，雷锋精神就一定会薪火相传、生
生不息。

以实际行动书写新的雷锋故事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挥毫写下7个字：向雷锋同志学
习。春去秋来，最早的那批仰望“雷锋叔叔”的孩子也变老了，但
雷锋精神却闪耀着永恒的光芒，永远年轻。

在2024年“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记者深入社区、校园、
小区和居民家庭，发现了一个个“雷锋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在
一个个身边“雷锋”的传承下，雷锋精神正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
璀璨的光芒，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载体。

编者按

一把旧扫帚的传承故事 重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
议拟于2024年3月26日上午至27日
下午在人民大厦召开，会期两天。根据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旁听办法》，经
研究决定，本次会议接受人民群众旁听
两次全体会议，现将旁听会议的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旁听会议时间和地点
旁听时间：3月26日（星期二）上午

9︰00第一次全体会议；3月27日（星期
三）下午2︰30第二次全体会议。

旁听地点：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
60号，人民大厦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旁
听室（位于人民大厦北侧）。

二、会议主要建议议程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

会期间重要讲话精神、十四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精神及市委工作要求；审议
《重庆市消防条例（修订草案）》《重庆市
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重庆市中
小企业促进条例（修订草案）》《重庆市
促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草案）》
《重庆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订草
案）》，审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城
乡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审议《重庆市养
犬管理条例》执法检查报告、2023年备
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审议市人大财经
委、环资委、教科文卫委分别关于市六
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
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等事项。

三、旁听会议报名方式
本次申请旁听会议采取电话报名

方式进行，受理报名人数不超过20人。
报名时间：3月11日（星期一）至

13日（星期三）；每天上午9︰30至11︰
30，下午3︰00至5︰00。

报名电话：67678651。
报名资料：有旁听意愿的人员，请

拨打报名电话告知本人姓名、身份证号
码、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等信息，并将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资料通过传真或互
联网邮箱等途径发送至市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秘书处（传真：67678777；QQ
邮箱：418851115@qq.com）。

四、旁听会议注意事项
（一）凡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在渝工作或居住的中国
公民，均可自愿申请旁听会议。

（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于3
月22日（星期五）18︰00前以电话或短
信方式通知申请人旁听会议，未收到通
知的，不安排旁听本次会议。

（三）收到旁听会议通知的人员，请
于每次全体会议开始前30分钟，前往旁
听地点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签到并领
取旁听证，在工作人员引领下进入会议
旁听室。

（四）旁听会议人员应当严格遵守
会场安全规定，接受并配合安全检查，
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刀具等危险
物品进入会场。

（五）申请旁听人员的食宿交通等
自理。

未尽事宜，请向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秘书处咨询。

咨询电话：67678651（上班期间），
67678661（下班期间）。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24年3月4日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旁听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的公告

3月3日，江北区观音桥，工人正在中環万象城项目建设工地上施工。
作为我市首个百亿级商业体，该项目占地100亩，规划年销售额达到100亿元

以上。春节后，该项目复工率达100%，目前商业项目基础部分已完成工程进度超
80%，进入地库结构施工阶段，预计2025年建成投用。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江北区中環万象城全面复工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盈

70多年前，在渝中区千厮门西水
横街，有一家没有店名的汤圆店。如
今，继任者以“啥子巷巷大汤圆”为店
名，在渝中区山城巷，光大“祖业”。

店老板是个“90后”女孩，名叫龚
艺林，被来往的顾客称为山城巷的“汤
圆西施”。

缘起：祖传四代卖汤圆

3月1日，在渝中区山城巷52号，记
者看到，龚艺林的汤圆店不过十几平方
米——旧时的灶台、两张方桌、几张条凳，
全是有年份的“老古董”。暖黄色灯光让
整个店铺更添年代感，让人仿佛回到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

一切都始于那个年代——从涪陵来
到市中区（现渝中区）的“创业者”，是龚
艺林的曾祖母和奶奶。二人在一个小
巷摆烟摊、卖汤圆维持生计。不久后，她
家的汤圆在当地就有了不小的名气。

当时，附近不少居民习惯每天到那
里吃上两碗汤圆。因为汤圆摊没有名
字，顾客们便随口称之为“那个啥子巷
巷的大汤圆”。从那时起，汤圆手艺就
一代代传了下来。“我妈妈是第三代传
承人，我是第四代。”龚艺林说。

“小时候，常听奶奶讲起那时她们
卖汤圆的故事。”龚艺林说，她从小也是
吃奶奶做的汤圆长大的。奶奶每次去
市场购买材料都带着她，在家做汤圆时
也让她在一旁看，“看着看着就会了，但
都是奶奶做来吃，几年前奶奶去世后，
就再也没吃过小时候的那种味道的汤

圆了，非常怀念。”

传承：留住小时候的味道

带着对奶奶的思念，龚艺林决定当
一名“汤圆匠人”，将奶奶的老手艺传承
下去，帮自己和更多老重庆人找回当年
的味道。

2018年，龚艺林的“啥子巷巷大汤
圆”在山城巷开业了。凭借着传统老汤
圆的味道，她的汤圆得到了众多食客的
赞赏。“80岁的老人在女儿的搀扶下，都
要来我们这里吃一碗记忆中的汤圆。”
龚艺林说，这让她很感动，哪怕再忙，也
会抽出时间与客人多交流。来往食客
将她卖汤圆的照片发到网上，龚艺林由

此被网友称为“汤圆西施”。
众多食客的喜欢，离不开龚艺林对

于汤圆味道的把控。市面上大部分汤
圆馅只有3种馅料，但她的汤圆馅有约
10种佐料，包括花生、芝麻、黑芝麻、猪
油等，都由手工捣碎、炒制并按照一定
比例搅和。

馅料选材也大有文章。龚艺林说，
小花生更适合做汤圆馅。她记得小时
候跟奶奶去买佐料，都是买的小花生，
所以现在她专门联系石柱的农民帮她
种这种小花生。

猪油也是用的涪陵产的黑猪油。
总之，做法和材料上，能照旧的都照
旧。“正是因为做法传统，用材传统，还

是纯手工制作，所以比较费时。”龚艺林
说，汤圆制作并不在店里，而是在另外
一个地方的工作室，她和丈夫、母亲以
及另外两名工人忙活一天，最多只能包
1500个汤圆。

龚艺林曾经入选重庆小姐十强，是
重庆业余冰球队队长，获得过重庆卡丁
女子锦标赛冠军。为什么会选择开汤
圆店？龚艺林笑称，希望“留住小时候
记忆的味道”。

创新：让传统美食焕发新活力

龚艺林一直在琢磨，如何让汤圆这
一传统美食被更多年轻人喜爱。经过
不断尝试，酷爱甜品的她决定创新推出
双黄蛋汤圆——两颗外形可爱的圆圆
的荷包蛋，实际上是流沙蛋黄馅的汤
圆，外层的蛋白是黏软的牛奶麻薯，配
上奥利奥碎和黄豆粉，既新颖又美味。

“吃的时候可以用麻薯，粘上黄豆
面和奥利奥，鲜奶的味道瞬间在嘴里化
开，香味和甜美带来一种别样的味觉体
验。”龚艺林笑着说，未来，除了做好传
统老汤圆外，她还会创新推出更多特色
口味汤圆，让更多人记住这碗汤圆的味
道。

在结束采访准备离开时，记者注意
到店内墙上用毛笔写下的3个词：“初
心、传承、坚守”。或许，这不仅是这家
汤圆店的企业文化，更是龚艺林自己跟
随初心、追逐梦想、传承手艺、坚守传统
的生动写照。

90后女孩传承四代人的美食记忆

山城巷藏着一位“汤圆西施”

“奔跑吧，小店”系列报道③

龚艺林正在店里煮汤圆。 记者 何庆渝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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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二是完善数字技术创新体
制机制。三是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协同
发展。比如，出台数字产业梯度转移政
策，推动中西部地区数字产业集聚发
展。四是充分释放数据资源价值。支
持重庆等地方参与制度建设研究和改
革试点，支持重庆深入建设西部数据交
易中心。五是支持重庆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

办理情况：建议被全国人大常委会
列为重点督办建议。去年8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
家发改委组成建议办理调研组来渝召
开座谈会，与在渝全国人大代表面对面
交流，听取代表对建议办理的意见。目
前，相关部委正全力推动代表建议高质
高效落实落地。

《关于多举措解决中小微民
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帮助
中小微企业茁壮成长的建议》

提建议人：重庆代表团代表陈友坤
内容：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制约

中小微民营企业发展的难点和痛点。

对此，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
表陈友坤从支持民营企业增强信用、创
新金融产品、促进信用信息共享等方
面，提出相关建议。

建议：从加强中小企业培育、发挥
资本市场服务作用、积极支持民营企业
发债融资等方面，为民营企业规范运
营、增强信用提供帮助；针对民营企业
特点，从健全金融服务民营和中小微企
业的体制机制、公平精准有效开展民营
企业授信服务、推动涉企信用信息整合
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提供创新金融产品
和服务。着力搭建政银企担信息交换
平台。

办理情况：建议被全国人大常委会
列为重点督办建议。办理中，中国人民
银行赴多地开展专题调研。去年，中国
人民银行继续加大货币政策对民营小
微企业的倾斜力度，拓宽民营企业融资
渠道，持续开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
力提升工程。截至2023年底，全国私
人控股企业贷款余额全年同比增加
9500亿元；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
具已累计为 140 家民营企业发行的
2438亿元债券提供增信支持。

（上接1版）前进道路上，只要我们在党
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画
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以团结凝聚力量，以奋斗铸就伟业，任
何风浪都动摇不了我们的钢铁意志，任
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的铿锵步伐，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一定能乘风破
浪、扬帆远航。

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
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
计，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
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毫不动摇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发扬民
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
聚共识双向发力，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
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
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人民政协定能更好
担负起新时代的使命任务，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众力并则万钧举，人心齐则泰山

移。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持续抓好党的二十大战略部
署的贯彻落实，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
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奋进在充满
光荣和梦想的新征程上，人民政协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期待各位政协委员牢
记“国之大者”，认真履职尽责，建真言、
谋良策、出实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人民日报3月4日社论 新华社

北京3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