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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岩 珍 档】

2024年3月，重庆红岩干部学院专门嫁接
了160余枝石榴树枝条，这些枝条的“母体”，
是一株在白公馆内饱经风霜 70 余年的石榴
树，那是红岩烈士许晓轩被关押在白公馆时
和狱友们一起种下的。

许晓轩是小说《红岩》许云峰的原型之
一。1938 年 5 月，许晓轩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 年遭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几经辗转，于
1946年被押送到重庆白公馆监狱。

入狱前，许晓轩是川东特委重庆新市
区的区委书记。在特务看来，他“位高权
重”，只要拿下他，就能轻而易举地捣毁重
庆地下党的工作，为此，特务们对他严加看
守、重刑折磨。

尽管斗争环境艰苦，但许晓轩从未屈服，
他带领狱友开展斗争。当时，特务们想出一
招“软刀子”——以相当高的津贴利诱许晓
轩，指派他当会计，许晓轩却回答说：“我对倒

马桶、洗茅房很有兴趣。”
又有一次，中美合作所所长丁敏之对他

说：“我们打算释放你，并介绍你去教书……”
话音未落，许晓轩立刻说道：“先无条件放出
去，再谈工作吧！”特务听他这样说，知道利诱
也没办法让这个“硬骨头”出卖同志，于是加
重了对他的刑罚折磨，罚他做苦工时必须手
脚戴镣铐。

一次，许晓轩外出做苦工时悄悄带回一

株弱小的石榴树苗，并把它种在了白公馆放
风坝，平时和狱友们一起照料，作为苦中作乐
的精神寄托。

由于特务看守非常严，加上狱中物资匮
乏，这株石榴树的生长环境并不乐观。许晓
轩和狱友们只能在很有限的时间里去浇浇
水、松松土，但这株石榴树竟然奇迹般地生
长起来了。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

疯狂屠杀。当特务叫到许晓轩的名字，准备
实行枪决时，他从容不迫地走出来，并留下最
后的遗言：“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
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

许晓轩就义后三天，重庆迎来了解放。
那株虽然弱小却生命力顽强的石榴树，替白
公馆牺牲的革命志士们看到了重庆的曙光。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 杨世玲
供稿）

白公馆“七旬老树”在红岩干部学院找到“新家”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珺

胡江在绿水青山中发现“金山银山”，缘
于他对“三农”工作的热爱与熟悉。

2018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发出打赢脱贫
攻坚战三年行动号召之际，时任潼南区人力
社保局公务员管理科科长的胡江，来到米心
镇苦竹村担任“第一书记”。

苦竹村2014年被列为区级贫困村。来
到这里，胡江围绕“精准扶贫”边学边干。通
过走访摸排，他从780余户2800多村民中识
别出60户207人的建卡贫困户，为“应扶尽
扶”打下基础。在村民赵烈刚的宅基地旁，
胡江协调帮助建起了琉璃瓦住房；得知村民
蒋六兵想养猪，胡江帮助他办起一个小型养
猪场，还给他安排了公益性岗位；村里缺主
导产业，胡江又想方设法引进一家花椒种植
公司，建起1200亩花椒基地，新增20个就业
岗位……

几年下来，硬化的公路和人行便道纵横
交错，田野里椒香四溢，座座荒山变成蔬菜
园、特色种植园，成功摘掉贫困村帽子的苦竹
村过上了甜日子。2021年，胡江被评为重庆
市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后来他获组织提拔，
任龙形镇宣传、统战委员，在乡村振兴的一线
接续奋战。

能被组织部门“相中”，靠的是干部在经
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积极作为和实打实的工
作业绩。

重庆长寿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长
寿区的三大平台公司之一。随着业务的不断

拓展，企业运营管理难度加大，改革转型任务
繁重。去年1月，长寿组织部门选中了年富力
强的陶中荣。彼时的他，担任区统计局党组
书记、局长。

成为这家公司主要负责人后，凭着以往
在经济战线的知识积淀和敢于挑战不服输的
劲，陶中荣很快适应了新角色。

一方面，他强化党建统领，把班子和干部
队伍凝聚起来，快速完成长寿开投集团和重
庆盈地集团实质性整合，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和制度体系，统筹资金保障和化债工作以守
好“防爆雷”底线，切实维持企业正常运转。

另一方面，他会同班子一道，聚焦推动数字经
济、产业孵化、项目建设、资产运营、城乡供水
等核心业务发展，重庆市产业数字化能力中
心、中科未来城金融服务中心等一批项目建
成投用；啃“硬骨头”打通区内一些断头路，完
成自来水业务收购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在

“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中想尽各种办法压
减企业户数、盘活20多亿元国有资产，改革攻
坚任务有望在今年二季度完成。近期，集团
旗下的子公司长寿开投城市运营公司通过市
场化转型获得“AA+”主体信用评级。

“破解难题总有方法。敢于质疑、敢于

碰硬，对复杂问题一层一层地剥、一环一环
地抓，始终做到心中有数、忙而不乱。”从

“管理者”“调控者”转换为市场主体的具体
“操盘者”，陶中荣干得风生水起，觉得很有
成就感。

“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能练胆
魄、磨意志、长才干。我们就是要把勇担当、
善作为、能成事的干部，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充分发挥干部在带动发展、改革突破中的引
领作用。”长寿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为精准识别“好苗子”，潼南区建立了“青
苗识别”机制，通过组织把关“推优”、回访调
研“问优”、日常管理“考优”、工作实绩“比
优”、重大考验“察优”、综合比选“择优”，闭环
掌握年轻干部能力特长、专业背景、性格特
点、工作表现等，精准识别优秀年轻干部，让

“有为者有位”。

精准识别 让“有为者有位”

“要想胜任岗位，就要在干中学、学中
干。”陶中荣说，这几年自己操心的都是企业
发展的具体事务，如股权、节税、财务等，每次
遇到不太明白的，就迅速找专业书籍“充电”，
遇到企业并购、投资等重大任务，还要找更多
资料来细细研究，在工作中边干边学。

“组织上很关心我们的成长。”陶中荣介
绍，长寿把区属国企几个年轻的领导同志以
及好几位民营企业家送到清华大学培训，系
统学习企业战略规划、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内控等现代企业知识，“这就把以前自己
学的知识点串起来了，抓企业发展的视野和
系统性思维得到很好提升。”

长寿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负责人胡晓

莉告诉记者，为提升领导干部数字化引领变
革能力，从去年1月起至今，长寿每月举行“数
字大讲堂”专题学习，覆盖全区科级以上干
部，邀请专家名师就“数字重庆建设、高质量
发展”等内容，开展专门培训。

围绕一个地方的中心工作拓宽思路、明
确路径，这是我市部分区县开展干部教育培
训的着力点。

去年3月，“潼南大讲堂”开课，中国工程

院院士、湖南省农科院院长单杨围绕柠檬产
业发展和精深加工作精彩授课。“听了单杨院
士的课，让我更深刻认识到柠檬产业精深加
工的重要性，必须要不断完善整个柠檬产业
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潼南区农业农村委
主任在听完课后深有感触。

潼南的柠檬种植面积和产量位居全国第
二，出口量全国第一。推动全区柠檬产业高质
量发展，离不开干部这个关键力量。通过系统

学习和培训，有关单位和镇街干部在发展柠檬
产业上积极协同，促成蜜雪冰城的全资子公司
于去年9月在潼南落地建厂，全球首套干湿一
体柠檬果胶生产线也建成落地，潼南柠檬产业
形成了以汇达柠檬、檬泰生物、雪王农业3家链
主企业为核心、32家链上企业和多家科研机构
为支撑的全产业链条，年产值达75亿元。

“潼南大讲堂”已邀请20余名国内知名专
家学者、企业经营人才授课，为干部开拓视

野、启迪思路持续充电赋能。
在市级层面，全市每两月举办一期“智荟

巴渝”专题讲座，覆盖市级领导，各区县、市级
部门、高校、大型企业主要负责人等领导干
部。我市还开展“增强新本领、建设新重庆”
主题培训上百期，组织近4万名干部“走出去、
学先进、促发展”。针对数字重庆建设的实
际，对各级领导干部实施大规模数字能力培
训，全市各地培训21万余人次。

此外，重庆还积极选派优秀干部到中
央国家机关实训、赴江浙沪等发达地区挂
职学习，开展市级单位与区县年轻干部互
派挂职任职，不断系统重塑干部引领现代
化变革的能力。

充电赋能 系统重塑引领现代化变革能力

“我们镇是‘两山夹一槽’，山下丘陵搞稻
鱼、稻蟹、稻虾等综合种养，山上搞经果林、蔬
菜基地和梯田研学，只要因地制宜合理利用
好土地，都能干出一番天地！”日前，在长寿区
洪湖镇的田间地头，镇长文遵皓鼓励返乡创
业的村民积极投身当地乡村振兴。

3年前，文遵皓当选洪湖镇镇长时只有34
岁。当时，他的履历略显简单，但组织部门在
考察时发现这个年轻人干劲足，喜欢到群众
中了解情况，干工作善于思考，因此打破常
规，对他委以重任。

文遵皓走马上任后发现，14个村分布范
围广，禀赋条件差别很大，土地非粮化和闲置
的情况比较突出，乡村产业也没形成气候。
普兴村土地闲置，文遵皓就发动走出村子的
成功人士返乡创业，流转土地后发展综合种

养等生态循环农业；梯子村土地较为分散，成
立小合作社发展蔬菜、花椒、柑橘；明月山、铜
锣山上的几个村，利用高山生态优势种优质
大米，一度卖到每斤4元还供不应求……几年
下来，几个村的集体经济年纯收入都在5万元
以上，普兴村更是达到了16万元，这些钱又用
来建设和美乡村。“这个年轻镇长靠谱！”当地
村民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4月18日，潼南区小雨绵绵，双江镇党委
书记张昭源带着农技人员到镇里的集体经济
花椒产业园查看花椒长势。

张昭源是河南人，2011年清华大学硕士
毕业后，先后在巫山、长寿、江津当过村支书
和镇干部。2019年，32岁的他被选拔担任潼
南区双江镇党委书记，成为当地最年轻的正
处级“一把手”。

“来到这个镇工作，深感组织对我的信
任，也是对我的考验。”张昭源充满干劲。

摸排情况后张昭源发现，全镇21个村走
的是单村发展路子，特色产业的标准化、规模
化程度很低。在镇党委的带领下，各个村共
同出资成立一家集体经济企业，动员7700余

户群众用1万余亩土地入股集体经济，各村成
为集体经济企业的股东。公司运行后，他又
积极奔走争取到区里政策和项目支持，统一
发展1万余亩“九叶青”花椒等产业，“一盘棋”
带动产业振兴。

集体经济企业成立后，各村支部书记担
任股东代表，每月“赛马比拼”，倒逼村干部学
习花椒管护和企业管理，抓集体经济的能力
和市场意识大幅增强。

如今，在张昭源等干部的引领下，这家集
体经济公司已成为潼南青花椒种植面积最大

的企业，建有13个烘干房、7个冻库，去年产
出干花椒58吨、产值187万元。双江镇抱团
运营强村公司的发展模式，成为当地产业振
兴的示范典型，在潼南10个镇街推广。

潼南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区
里建立选拔年轻干部常态机制，对经实践
证明素质高、能力强、口碑好的优秀年轻干
部，敢于打破隐性台阶、大胆使用，已有31
名“80 后”干部走上镇街部门党政正职的
领导岗位。

“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绩的风向标，
才能保持奋进者姿态，激发创造性张力。”市
委组织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大力选用勇于
担苦、担难、担重、担险的干部，才能更好提振
各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不断推动中国
式现代化在重庆的生动实践。

大胆任用 开拓发展新天地

漫画/乔宇

重庆激励干部发扬实干的作风，砥砺担当的精神，磨炼成事的本领——

让能干者能上，让有为者有位

4月19日，在潼南区龙形镇
龙形峡漂流项目处，村民们对河
道开展清漂作业，同时补种绿植
提升沿途景观。还有不到两月，
这里又将迎来成群的游客。

龙形峡漂流项目全长3.5公
里、高差近70米，去年建成营业
即受游客青睐，带动周边的高楼
村、龙形村70多户村民就近务
工，户均增收1万多元。最先发
现这里的有利地形并推动项目
落地的，是龙形镇的宣传、统战
委员胡江。

去年年初，胡江在当地调研
时偶然发现这里独特的自然条
件，“当时我正好了解到有一家
企业想发展乡村旅游，正寻找项

目。”在胡江等人积极推动下，漂
流项目于去年7月建成，成为当
地文旅产业发展和村民增收的
有力增长点。

统筹好发展资源，带领群众
谋改革求发展，干部是中坚力
量。今年一季度，重庆经济增速
好于预期、高于全国、西部领先，
交出了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
表。亮眼成绩的背后，与全市广
大党员干部夙夜在公的辛勤忙
碌分不开。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现代
化新重庆建设需要“真作为、敢
作为、善作为”的干部队伍。如
何让能干者能上、有为者有位，
重庆正在努力探索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