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栗园园）4月18日，记者从
市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上获悉，抗
微生物药物减量化路径和畜牧业
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将于4月
25日在荣昌开幕，来自全球35个
国家、国内外200余名专家学者、
近50家畜牧头部企业及相关科
研机构将参会。

此次研讨会由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FAO）与重庆市荣昌区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会议主题是

“减少对抗微生物药物的依赖和
需求，促进可持续农业食品体系
转型”。专家学者们将聚焦畜牧
业领域抗微生物药物减量化路
径、畜牧生产抗微生物药物需求
减量化经验和措施，交流抗微生
物药物减量化以支持可持续性畜
牧业发展的理念，寻求达成抗微
生物药物减量化使用路径和措施
的共识。

什么是“减抗”？国家动物健
康与食品安全创新联盟秘书长黄

向阳介绍，抗微生物药物广泛应
用于医疗卫生、农业养殖领域。
但是，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微生物
耐药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全
球公共健康领域面临的一项重大
挑战。“减抗”就是要通过提升养
殖端的科学管理和生物安全防控
水平，加强免疫、监测、进化等疾
病防控综合措施和提高早期诊疗
水平，同时加强兽用抗微生物药
物的科学使用，从而达到抗微生
物减量化使用的目的。

此次研讨会期间，联合国粮农
组织官员将会同国内外专家代表
联合发布声明，宣布全球正式启动

“减少对抗微生物药物的需求，促
进可持续发展”行动。大会将形成
共识和实施方案，并倡议业内各界
积极参与“减抗”行动，在国际社会
广泛凝聚合作共识，共享发展机
遇，共同构建“全球畜牧业绿色可
持续发展共同体”。专家学者们也
将就“减抗”话题，充分交流各自领
域的研发成果和实践经验。

为全球“减抗”合作制定具体行动方案
联合国粮农组织及35个国家参加的国际

研讨会将于4月25日在荣昌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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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问世
逾一甲子，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已累
计印刷177次、发行超过1170万册；黄济
人的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以
先锋之姿突破题材禁区，震动海内外，创
下了里程碑式的意义；傅天琳的诗集《柠
檬叶子》，散发着大地的芬芳、果园的清
香，为重庆捧回第一个鲁迅文学奖……

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方重镇，重庆文学
界的优秀作家作品灿若星辰，在中国当代
文学史上，闪耀过一道道高光。深刻观照
现实生活，深切关注百姓命运，重庆的文
学书写，始终与时代同行。

近两年来，重庆作家砥砺奋进、笔耕
砚拓，重庆文学持续进步、不断突破，在书
写中国气派、巴渝韵味的文学高质量发展
之路上成绩丰硕，为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贡献了文学力量，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担
负起了文学使命。

“渝字号”文学精品持续涌现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新时代的
火热实践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生活
土壤和表现空间。近两年，我市作家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满
怀热忱描写新重庆的伟大成就和伟大变
革，在讲好重庆故事、赓续巴渝文脉、擦亮
文学招牌等方面成绩斐然。尤其是持续
涌现的‘渝字号’文学精品，让中国文坛愈
发清晰地听见了重庆文学的声音。”今年1
月举行的重庆市作协创作大会上，市作协
相关负责人说。

重庆文学的声音，是全市作家和文学
工作者扎根巴渝大地、讴歌伟大时代所发
出的爱国之声、人民之声、重庆之声。乐
音交响，余音绕梁，重庆文学一派生机勃
勃、繁荣发展的景象。追溯城市的文脉和
文学传统，汲取现实赋予的创作灵感和资
源，贴近社会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生存命
运，一部部“渝字号”文学精品应运而生。

现实题材“讴歌”计划、精品创作“扶
优”计划、文学评论“友声”计划，市作协着
力实施的三大计划，为“渝字号”文学精品
提供了有力保障。两年来，我市作家推出
《磁器口》《火种》等各类主题作品100余

部（篇），《拯救故乡赵家庄》《白玉朱砂》等
5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协扶持项目，《瓦屋
村》《川江博物》等15部作品入选市作协
扶持项目，《山前该有一棵树》获第八届鲁
迅文学奖，《社区现场》《太平门》获重庆市
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羊群里的孩子》获四川省第十六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70余部作品获
得冰心散文奖、杨升庵文学奖、谢灵运诗
歌奖等重大奖项，或入选国家出版基金主
题出版项目等，100余篇（组）作品在《人
民日报》《民族文学》等全国重点刊物刊
发，文学创作“精品指数”持续增长。

强化阵地建设厚植重庆文学根基

文学照亮生活，思想温暖人心。如何
推动重庆文学创作涌现更多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的精品，是全市作家和写作者
必须担当的“时代角色”。我市文学创作
成绩的不断突破，还来自持续强化的阵地
建设。

作家，是作品的创作者，也是文学阵
地的主力军，市作协通过实施“培新”计
划，推动我市作家队伍强基固本、不断壮
大，品质同步提升：系统培训200余人次，
推荐参加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等培训10余
人次；推行“作家回家暨书记主席与青年
作家对话”机制，举办小说、诗歌、科幻文

学等主题对话活动10余场；实施作家培
养导师制，邀请《诗刊》等名刊编辑与青年
作家“结对子”，培养学员28名，指导刊发
作品40余篇。两年来，我市新增中国作
协会员60人，中国作协会员总数达到258
人，市作协会员增至2286人。

建设文学阵地、厚植文学根基也需社
会之力，通过更好地整合文学资源和社会
需求，打造更多文学阅读空间和活动，横
贯联通打造实践阵地。市域内，“重庆文
学会客厅”落地渝中区通远门城楼，“重庆
文学有声馆”挂牌重庆大剧院时光里独立
书店，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作家“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落户南川，
相继建立南川东街文旅小镇、永川十里荷
香智慧田园综合体等市级实践点；市域
外，我市牵头召开西南六省（区、市）文学
工作协作交流会，发起成立西南文学发展
联盟，同四川、贵州、广西、云南、西藏作协
签署协议，搭建起区域一体化文学深扎、
推广、创作、培训等平台，为作家创作和成
长成才提供更大舞台。

“破圈”“跨界”用心用情书写新重庆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命脉，文艺是
一个时代的冲锋号角。

没有文化的繁荣，就不会有城市的繁
荣；没有文化的丰富，就不会有生活的丰

盈。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广阔舞台，为文学事业带来了宝贵机
遇和强大动力，也提出了更高期待和要求。
在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和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的时代背景下，重庆文学界正把握
时代的脉搏，高擎精神的火炬，用心用情书
写新重庆，展示新气象，走向新辉煌。

坚持守正创新，一批重庆文学品牌项
目已在巴渝大地生根发芽。重庆市作协
联合重庆日报等精心打造的“重庆文学公
开课”品牌项目，自2022年5月开课以来，
先后邀请张者、李元胜等20名市内外知
名作家在重庆书城讲课分享，制作上线短
视频18部，点击率超过300万人次，有效
推动文学普及传播。

加强协调全市文学志愿服务工作，建
立“文学在场”志愿服务组织体系、工作体
系，吸纳57家成员单位和千余名作家志
愿者，持续做深做实阅读面对面、培训面
对面、改稿面对面、服务面对面、现场面对
面“五个面对面”志愿服务项目，通过多种
方式走进企业、校园、社区、网络，因地制
宜开展主题活动100余场次，让文学与人
民群众深度互动、与社会生活深层对接，
润物无声地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增强市民
精神力量。

同时，以“文学+”姿态推动文学“破
圈”“跨界”发展。改版《红岩》并创建红岩
App，参与长江诗词数字化及应用传播工
程建设，多方式提升文学网络传播能力。
加速重庆文学作品向其他艺术形式转化
传播，电影《怒吼》拍摄完成并在院线上
映，由科幻小说《红土地》改编的网络大电
影《地下深宫之异族崛起》已完成拍摄制
作，散文集《山河爽朗》转化为素人舞台
剧，长篇小说《红色掌柜》《太平门》分别完
成京剧、话剧改编……200余部本土作品
实现影视剧、舞台剧等多种文艺形态转
化，文学作为内容生产的源头和产业要素
的核心IP价值更加凸显。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
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学工作者前路
广阔，任重道远。值得期待的是，在现代
化新重庆建设之路上，一批批和时代血肉
相连、和重庆血肉相连的优秀作品还将不
断涌现，推动重庆文学走向高峰、走向社
会、走向世界。

讲好重庆故事 赓续巴渝文脉 擦亮文学招牌

“渝字号”文学精品创作生机勃发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勇

4月15日，记者走进大渡口区建胜镇
百佳园社区，只见道路通畅、环境干净整
洁，公园里有小孩嬉戏、老人散步，其乐融
融。

“百佳园社区成立于2017年，常住人
口有7216人，其中‘农转非’安置人员占八
成、城市拆迁人员占两成。”社区党支部书
记张炜告诉记者，社区成立之初，许多人尚
未适应身份转换，乱搭乱建、随处种菜、养
鸡养鸭等情况屡见不鲜，由此也衍生了诸
多矛盾纠纷。但问题再多再复杂，大家都
有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找平哥。

平哥是谁？为何会受到大家的信赖？
他有何特殊本领？

“有事就找平哥”

2017年，刘兴平入住百佳园社区下辖
的西城佳园小区。当时很多人不习惯城市
生活，喜欢在小区种菜、乱搭围栏养鸡养
鸭，不服从物业管理，邻里之间、业主和物
业之间矛盾层出不穷，小区业主群里几乎
每天都有人投诉。

热心肠的刘兴平主动当起了和事佬，
每当看到业主群有投诉信息，他就第一时

间在群里回复，并主动调解矛盾。
刘兴平记得，刚加入小区业主群不久，

就有人反映高楼层向楼下倒水。“3栋的李
婆婆（化名）刚从楼里走出来就被淋了，抬
头正好看到三楼有人伸头往外看，她以为
是对方泼的水，立即上楼理论，双方吵得不
可开交。”刘兴平说，李婆婆不解气，把这件
事发到了业主群，让大家评评理。

刘兴平立即找到李婆婆了解事情原
委，并到三楼的业主家走访，得知当天的
水并不是从三楼泼的，业主只是恰好站在
阳台上而已。刘兴平把二人叫到一起，摆
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沟通后，双方的
矛盾化解了。刘兴平和社区工作人员还
以这件事为案例，走访并警示了整栋楼
层的居民，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随意高
空抛物。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耐心调解，刘兴平
逐渐被社区居民熟知并信任。“如今居民遇
到大小问题都习惯性地先向刘兴平求助。”
张炜说，平日里大家都叫他平哥，久而久
之，“有事就找平哥”成了共识。

社区成立“平哥调解室”

起初，刘兴平的热心肠只是个人行为，
直到2018年5月，有居民向刘兴平提议，

在每栋楼下摆放一些桌椅板凳，方便大家
休息，这已经超出了刘兴平的能力范围，必
须得到社区的支持才行。于是，刘兴平找
到了张炜，希望社区出面解决。

“当时我不了解刘兴平的为人，不确定
这是他个人的想法还是大家的意见，所以
先对小区居民进行了走访。”张炜说，刘兴
平主动陪同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了解情
况，掌握居民的整体诉求，并解决了在哪儿
建、建多少、怎么建等问题。很快，小区的
休息设施全部建成。

“通过这件事，我发现刘兴平的群众基
础非常好，爱当和事佬，乐于奉献，为什么
不专门成立一个调解室呢？”带着这个想
法，张炜找到了刘兴平。双方一拍即合，
2018年10月，社区成立了“平哥调解室”。

此后，刘兴平调解纠纷的底气和信心
更足了，还感染、带动了一批居民加入，王
敏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2019年加入的‘平哥调解室’。”
王敏说，之前她调解过楼栋前随处种菜、养
鸭养鸡引起的纠纷，由于经验不足，很多人
根本不听劝。她找到了刘兴平，两人一起
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一次不行就两次，两
次不行就三次，最终顺利拆除了菜园，平息
了纠纷。

如今，“平哥调解室”已经聚集了15位
成员，他们还分别担任了西城佳园小区15
个楼栋的楼长，居民有诉求，“平哥”们第一
时间便上门服务。

在“平哥调解室”的基础上，百佳园社
区还引导群众组建了夜巡志愿服务队、爱
宠劝导志愿队、平安志愿者队、理财志愿服
务队、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8支群众
自治队伍。

自创“公情恒帮”四字诀调解法

5年多时间的调解经历，刘兴平认识
了许多人、经历了许多事，他还在实践中自
创了“公、情、恒、帮”四字诀调解法。

刘兴平说，“公”就是公心，处理任何纠
纷必须保持公平公正；“情”就是共情，在与
群众交流的时候要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
揣摩对方的心理与感受；“恒”就是恒心，生
活中面对的纠纷大多是些小事情，处理起
来很枯燥、也很繁琐，还要随叫随到，所以
必须要有坚持不懈的恒心；“帮”就是调动
各种资源帮助群众解决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底，“平哥
调解室”已成功调解1680件群众纠纷。去
年社区居民对“平哥调解室”的15位楼长
的支持率也超过了98%。

大渡口百佳园社区

有一种调解方式叫“找平哥”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
报记者 苏畅）4月 19日，记者
从市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上获悉，
忠县将于4月21日开启“重庆·
忠县第五届忠橙文化旅游月”活
动，期间将推出田园马拉松、“忠
州八景”游、重庆三峡柑橘交易中
心开市、柑橘产业高质量发展论
坛等多项活动。

据介绍，本届忠橙文化旅游
月活动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是活动时间跨度长。本届
忠橙文化旅游月从4月21日至5月
20日，历时一个月，举办地点遍布
城市和农村，更加体现城乡融合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提升。

二是旅游体验更加多元化。
今年忠橙文化旅游月共有10项
子活动，比如与“橙标杯”三峡橘
乡·田园马拉松深度融合，开展忠

橙采摘、柑橘美食嘉年华等活动，
更加注重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
感。

三是产业融合更加创新。通
过举办重庆三峡柑橘交易中心开
市活动、柑橘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活动等，推动旅游与文化、体育、农
业、商业等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
忠橙产业链的完善和发展。

忠县柑橘种植面积达 36.5
万亩，产量达45万吨，实现综合
产值50亿元，“忠橙”品牌价值达
20.18亿元。本届忠橙文化旅游
月还将举行重庆三峡柑橘交易中
心开市活动，该中心是全国唯一
的省部共建国家级柑橘产地市场
的线上核心交易平台，集交易、信
息、物流、金融、加工、溯源和国际
贸易等服务功能于一体，以数字
赋能柑橘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跑田园马拉松、游“忠州八景”、赏橘海风光

忠橙文化旅游月活动明日开启

4月19日，巫山县南峰小学孩子们在体验“模拟法庭”，“参与”生态
案例审理。

在第55个“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南峰小学开展“珍爱地球，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宣传活动。孩子们在老师和讲解员带领下，了
解长江沿岸生态知识，学习保护珍稀动物的法律，参加“模拟法庭”等
活动。 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巫山：珍爱地球 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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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
报记者 黄乔）4月 19日，高校
毕业生等青年留渝来渝就业创业
对接服务活动（南岸区专场）在中
国重庆数字经济人才市场南岸市
场举行。该活动是全市留渝来渝
就业创业行动计划发布会后的首
场活动。今年，我市将重点举办
6000场招聘会，提供1万个免费
创业工位，让青年愿意留、留得
下、留得住、留得好。

此次活动围绕“逐梦新重庆·
圆梦新未来——人生指南，让梦
靠岸”主题，开展留渝来渝就业创
业主题分享，让高校就业毕业生
与职业指导师、创业指导师、重点
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同时，
举办现场招聘会等活动，搭建政
府、企业、高校、学生等交流对接
平台，不断拓宽高校毕业生等青
年就业渠道，进一步支持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留渝来渝就业创业。

“随着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

加速，一大批新岗位、新职业将加
快涌现。”南岸区委副书记，区政
府区长王茂春介绍，南岸区将为
广大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更多
的就业创业新选择、发展新空间。

当天，“数聚贤才·筑梦南岸”
招聘活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数字经济项目路演同步举行。
46家有数字经济相关人才需求
的重点企业参会，提供岗位近
1000个。同时，成渝地区优秀项
目进行了展示，为成渝地区的青
年创业企业家搭建了一个经验共
享、信息交流、合作共创的平台。

据了解，此次对接服务活动
是重庆市开展的百万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留渝来渝就业创业行
动的五大活动之一，每周星期五
上午定期举办，将累计举办120
场，做到全市周周有活动、周周
有招聘。相关对接招聘活动信
息可在“渝职聘”公共招聘平台
查询。

南岸区为青年举办
留渝来渝就业创业对接服务活动

4月18日晚，沙坪坝区天星桥“公交记
忆”文创项目，建筑外立面融入市井、怀旧
等元素，充满浓浓烟火气。

据了解，天星桥街道积极引入社会资
本，将原公交公司闲置办公场所打造成为
充分体现市井、怀旧的“城市后巷”新消费
场景。截至目前，“公交记忆”文创项目已
引入主力商户7家，主要包括餐饮、培训等
业态，月均人流量达 6 万人次，月营业额
300万元。

通讯员 郭思云 摄/视觉重庆

沙坪坝：

闲置办公楼
“变身”消费新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