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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实习生 刘源东

在江津四面山，有一对热衷于与昆虫
“亲密接触”的年轻夫妻——张超和张芯
语。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开展蛾类昆虫调查，
采集蛾类标本1000余件，为260余种蛾类
昆虫找到“身份证”，发现“芯语红鹰天蛾”等
5个新物种，为蛾类物种的起源、分布和演
化等提供重要资料。日前，两人被评为敬业
奉献“中国好人”。

张超从小对“昆虫世界”无比热爱。
2017年，张超与张芯语二人因虫结缘，受张
超喜爱昆虫的影响，张芯语读研时也选择了
昆虫分类学方向。2018年研究生毕业后，
他们放弃了大公司高薪工作来到四面山。

四面山平均海拔1500米，山高路险，人
烟稀少。为了进行蛾类调查，张超夫妻俩曾
80多次深夜进入高山密林。尤其是在夏季
采集时，丛林深处更多的是蛇蚊鼠蚁，一个
晚上两人身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包”。对
于这种“危险重重”的事，他们表示，这是常
态，习惯了。

2019年3月3日，山里飘着小雨，气温

不到5℃。夫妻二人又一次进山。“这只天
蛾感觉有点不一样。”在灯诱幕布前蹲守两
个多小时后，一只翅面赭黄色的飞蛾引起了
张芯语的注意，张超也赶紧凑上前观察。“看
体型、翅面等特征，肯定是天蛾科，但跟以前
发现的有些不同。会不会是新物种？”回到
办公室，张超把这个发现告诉了云南大学蛾
类学者许振邦。经交流讨论后，他们一致认
为，这很可能是此前未曾描述过的种类。

蹲守了两个寒冬后，2021年2月，他们
再次发现了这种天蛾。经过形态对比和提
取DNA分析，最终确定为天蛾科新物种。
2022年3月，他们发现的新物种在国际动
物分类学权威期刊《Zootaxa》上刊发。

敬业奉献“中国好人”张超、张芯语：

为260余种蛾类昆虫找到“身份证”

张超（左）和张芯语。 （受访者供图）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

重庆渝快保服务中心日前发布的理赔报告
显示：今年上半年，“重庆渝快保”累计赔付案达
15.88万件，平均每天有872人次获得保险赔
付。其中，个人最高赔付额达55.42万元。作
为一款城市定制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重庆渝快保”服务民生的作用正日益凸显。
近年来，尽管我国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

保障体系，但看病贵的问题依然未从根本上
得到解决，普通老百姓仍难以承担高昂的医
疗费用。小病拖成大病，因病致贫、返贫的
现象仍时有发生。而普惠保险作为我国普
惠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着百姓生活的

“小日子”，被认为是缓解老百姓看病贵的一
剂良药。

2021年12月，重庆以保险惠民为“小
切口”，创新推出了“重庆渝快保”。凡是重
庆市基本医保参保人，无论年龄、户籍、职
业，亦无论健康状况，只需缴纳69元或169
元，就能投保。

保费虽低，保障服务却未“打折”。上线
近3年来，“重庆渝快保”保障服务不断加
码。今年，这款保险产品更是实现了“降免
赔、优待遇、扩保障、增特药”四大升级，不仅
年免赔额处于全国同类项目较低水平，可报
销特药也实现了重庆本地十大高发恶性肿
瘤全覆盖。

截至目前，“重庆渝快保”已累计赔付超
140万人次，赔付金额超14亿元；获赔个人
最高减轻医疗费用负担80%。

“重庆渝快保”的普惠性由此显而易

见。它以老百姓的需求和期盼为导向，真正
做到了让保险回归保障本质，让更多普通民
众得以共享风险防护的雨露，有效降低了医
疗费用负担，提高了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

这是重庆市响应国家号召，深化医疗保
障制度改革的必然成果。

在我国加速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大背景
下，如何让保险更好地服务于民众的健康需
求，已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重庆以“重庆渝快保”为载体，探索出了一条
普惠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有效衔接的新路，不仅提升了民众医疗保
障水平，更促进了医疗服务公平性与可及性。

不过，任何一项创新举措都不可能一蹴
而就。“重庆渝快保”在拓展普惠面、可持续
发展、健康人群获得感等方面，仍需探索完
善，以期更大程度地发挥其惠民价值，让更
广泛的群体受益。

同时，为进一步完善重庆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帮助更多人缓解因重病导致的高额
医疗费用负担，仅靠“重庆渝快保”还不够。
政府还应加强普惠保险政策顶层设计，进一
步明晰普惠保险定位与经办原则，支持、指导
保险机构进一步丰富普惠保险产品线，满足
更多老百姓对普惠保险产品的差异化需求。

纵观全局，“重庆渝快保”的推出，是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
的生动实践。其以保险惠民之“小切口”，做
实了“民生大事”，为市民提供了看得见、摸
得着的健康保障，为我国保险行业的发展开
辟了新路径。期待“重庆渝快保”继续探索
和创新，为民生福祉持续加码。

上线近3年向超140万人次赔付逾14亿元

“重庆渝快保”服务民生作用凸显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双双
实习生 罗多多

8月7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工作者
协会主办，两江新区党工委宣传部、两江新
区融媒体中心承办的重庆市第十一届“好记
者讲好故事”决赛在两江新区举行。经过初
赛、片区赛的激烈比拼，来自全市新闻战线
的16名新闻工作者进入决赛，他们用心用
情讲述新闻一线故事，展现新时代新闻工作
者的担当与情怀。

第1眼新闻建设性舆论监督栏目《今日
关注》记者徐煊率先登台，和大家分享了他
的“关注”故事。“有人爆料在渝北区建宁路
上，有货车长期停放在路边，给其他货车加
油。”接到这个线索时，徐煊手上只有一个定
位和一张照片。为了寻找真相，徐煊带领的
暗访小分队租借货车，以驾驶员身份进一步
采访调查。徐煊打趣说：“把新闻暗访拍出
警匪片的感觉。”徐煊表示，作为一名调查记
者，就是要抵达真相、守望初心，用更加敏锐
的视角、更加深入的报道，承担起新时代新
重庆赋予的使命。

重庆日报记者何春阳总是在思考，如何
向外国友人讲好重庆故事？她以《新重庆，
City不City？》为题，分享了自己从事外事
报道5年来的感受。去年5月香港特首李
家超访渝，由她拍摄的李家超吃火锅的30
多秒短视频在全网收获了千万播放量。在
她看来，重庆自带流量、夺人眼球的风景背
后，是千千万万重庆人为打开“新开放格局”
所付出的无数努力。作为一名记者的使命，
就是要尽心尽力讲好新重庆的对外开放故
事，呈现一个精彩无限的重庆。

开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汶聪介绍了自
己记录崖柏科研团队矢志攻关、潜心奋斗的
故事。李汶聪跟她的同事们，不仅要扛起机

器密林跟拍，还要时刻注意掉落悬崖的危
险。今年初夏，1000株崖柏幼苗踏上3000
多公里的进藏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摄影师
王晓宇右眼充血导致视力模糊，但他坚持拍
摄。在记者的镜头下，科研团队顶着暴雨、干
热的恶劣天气，驱车三天两夜，在西藏种下一
片绿色。“在雪宝山，我感觉自己就像这一株
株新生的崖柏，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中国
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如崖柏般重生焕发
出青春的风采。”李汶聪说。

邢家桥社区曾经因为老旧小区改造，遭遇
不少居民抵制。“面对冲突与矛盾，邢家桥该怎
么办？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作为记者，又该
怎么办？”两江新区融媒体中心的出镜记者和
主持人陆晨晨以《故事里的“我们”被重新定
义》为题，展开答卷。陆晨晨说，媒体人不仅要
用镜头讲述客观事实，更要探寻事实背后的接
下来“会如何”和“怎么办”，成为与群众共同解
决问题的“战友”、畅谈心声的“朋友”，更好地发
挥新闻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

来自上游新闻的记者纪文伶，讲述了她
和盲人朋友邬舜仙的故事；来自九龙坡区融
媒体中心的记者高晓燕以《民主村的“流量密
码”》为题，讲述了九龙坡区民主村从老建设
厂家属区到“网红”打卡地的更新巨变……

经过激烈角逐，开州区融媒体中心李汶
聪、九龙坡区融媒体中心高晓燕获得一等
奖，上游新闻纪文伶、华龙网韩曜聪、巫山县
融媒体中心熊威获得二等奖，两江新区融媒
体中心陆晨晨、巴南区融媒体中心宋娜、第
一眼新闻徐煊、巫溪县融媒体中心谭凯骊、
重庆日报何春阳获得三等奖。

经过评委集体商议推荐，开州区融媒体
中心李汶聪、九龙坡区融媒体中心高晓燕、
巫山县融媒体中心熊威、第1眼新闻徐煊、
重庆日报何春阳5名优秀选手将参加全国
比赛。

用心用情讲述新闻一线故事
本报记者何春阳等5名优秀选手将参加全国比赛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实习生 李奕霏

“大学校园应该开放，尤其是寒
暑假”“中小学的体育场馆能不能开
放”“资源综合利用的同时，也需要大
家的共同爱护”……8月7日，本报刊
发的《暑期高校体育场馆为何“动”不
起来》一文在社会上引发关注，不少
读者纷纷在新重庆-重庆日报客户
端留言表达自己的观点，记者随即进
行了跟踪报道。

高校

校园开放是趋势，步伐有快慢

“这篇报道很接地气，写出了我
们的心声。”家住大学城的周女士表
示，大学城高校资源众多，就是入校
需要预约很麻烦。

记者从多所高校了解到，目前，
校园开放已成为趋势，但开放步伐有
快有慢。

除了西南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四
川外国语大学已经实行刷身份证即可
入校外，重庆大学对行人实行刷身份
证即可入校，但车辆入校还得预约。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理工大学、重庆

第二师范学院等高校出示校友卡即
可入校。

一所还在实行提前预约入校制
度的高校宣传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实
际上，市民只要在学校官网、微信公
众号等提出入校申请，哪怕是到校园
参观，只要提交给学校保卫处，登记
了身份信息也是可以入校的，“可能
开放的过程会慢一些。”

中小学

出于安全考虑，暂不会开放

“我家附近没有高校，但是有一所
小学，能不能也呼吁一下”“记得前几
年，有中小学运动场馆曾向公众开放，
现在却关上了”……在评论留言区，不
少读者提出：除了高校的体育场馆，中
小学体育场馆能否对外开放？

然而，记者走访发现，无论是教育
主管部门还是各中小学校对校门开放
和校园体育场馆设施开放一事均表
示：出于安全考虑，暂时不会开放。

中小学校园为何开放难？南岸
区一所高中体育老师分析：一方面，
这些年出现过校园突发安全事件，给
中小学校园安全管理带来相当大的
压力，为了减少管理方面的压力，学
校基本采取“一刀切”的措施，就连学

生家长平时也不能随便进入校园；另
一方面，运动带来的安全隐患让学校
很难“开门迎客”。

此外，另一所小学的体育老师表
示，在一些中小学校园，考虑到学生
的需要，有的运动设施器材并不“成
人化”，比如有的篮球场、足球场是按
照小学生标准打造的，有的单杠也只
适用于小学生，不具备向市民开放的
条件。

教育主管部门

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统筹
运营方式值得借鉴

“校园开放和体育场馆供社会公众
使用这个难题，我们一直尝试解决。”
市教委体卫艺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实际上，在全国
大部分地区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该负责人说，目前，全国运行得
最好的城市是深圳，其引入第三方专
业机构统筹运营学校体育场馆的方
式值得借鉴。

记者查阅发现，自2021年起，深
圳市中小学体育场馆实行对外开放。
截至目前，该市构建了“一网统管、一
体统筹、一键预约”工作机制，符合开
放条件、接入“i深圳”体育场馆一键预

约平台的学校共658所，累计运动场
地共2758片。开放时间段大多为工
作日19∶00—21∶00，寒暑假、法定节
假日开放时间段为8∶00—21∶00。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的学校体育
场馆不仅仅是操场等室外的运动场
地面向市民开放，符合开放条件的羽
毛球场、乒乓球台等室内体育场地也
越来越多地向市民免费或低收费开
放。截至目前，该市开放的羽毛球
场、乒乓球台、篮球场等室内体育场
地已达903片。低收费室内场馆由
运营公司收取适当费用，收费标准不
高于市场同类场馆定价的70%，且
对青少年学生、老年人等原则上实行
免费，运营收入用于抵消运营成本。
目前，深圳全市10个区（新区）的学
校体育场馆均已委托第三方公司运
营管理并完成签约。

西南大学体育学院一位教授认
为：一方面，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校园
体育场馆设施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一
部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该按照“因
地制宜，有序推进，校内优先、安全为
重”的总体原则向社会公众开放；另一
方面，对于喜欢运动的市民来说，也可
以充分利用好小区设施和周边的体育
公园、自然公园以及社会公共体育场
馆等资源，为运动健身创造条件。

《暑期高校体育场馆为何“动”不起来》后续>>>

高校趋向逐步开放，中小学暂不“开门”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实习生 刘源东

8月7日，重庆市气象台发布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上午11时
许，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光冶社区
41岁网格员杨美燕在社区爱心餐
厅取餐后，顶着烈日，争分夺秒地
奔波在路上。

这个中午，杨美燕的任务是给
5户高龄独居老人送餐。

由于双手都提着饭菜，杨美燕
没法撑遮阳伞，从爱心餐厅到第一
户人家没有树荫遮挡，她在烈日下
行走不到10分钟已是汗流浃背，
皮肤被晒得发红。好不容易一鼓

作气走进楼栋电梯，杨美燕才得以
喘口气休息一下，反转手臂擦了擦
脸上的汗。

“蒋婆婆开门，是我。”听见敲
门后，80多岁的独居老人蒋启英
很快把门打开，看见是杨美燕，眼
睛一下亮了起来。

“今天的菜是青椒炒肉丝、番茄
炒蛋、炒莴笋头，你看合不合胃口？”

“合！这么热的天，每天都辛

苦你跑一趟。”
从蒋启英家出来，杨美燕加快

速度往罗昌碧老人家中赶去。
“老人都习惯按时吃饭，不能

送太慢，最好是 11 点半前后送
到。”杨美燕说，光冶社区呈长条
形，需要送餐的老人居住比较分
散，她习惯在前一天规划好线路，
这样送起来效率更高。

杨美燕觉得这种热辣滚烫的

志愿服务很有意义：“家家都有老
人，高温天气，年轻人能坐在空调
房里点外卖，老人不会啊！这么热
的天，高龄老人做饭不方便，下楼
走到爱心食堂又怕出意外，我辛苦
一点没啥。”

当日上午11点40分，最后一
份盒饭送完，杨美燕一口气灌下大
半瓶矿泉水，短暂休息后，又赶着
回家给小孩做饭。

高温下的老年人“专属送餐员”：

40分钟让5户独居老人吃上新鲜饭菜

连日来，针对高温天气，我市在
建重点工程建设方通过合理调整施
工作业时间、提供防暑降温物品等
方式，保障建设者健康安全的同时，
确保施工进度。

错峰施工
重点工程建设有序推进

8月6日，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黔江区葡萄沟
大桥上，建设者错峰施工，抢抓时间，确保按时完成工
期。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8月6日，重庆轨道交通15号线一期T3航站楼站至龙骏大道站区间建设现场，建设者采取早晚作业等方式应对高温天气，保障项目有序推进。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8月7日，渝万高铁站前1标塔平村隧道出口，中
铁十一局的建设者正在清凉驿站吃西瓜解暑热。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王瑞琳

“学生都放暑假了，学校操场空
着也是空着，为何不对外开放呢？”
最近，住在重庆大学城的舒先生查
出高血脂，想去自家附近的高校跑
跑 步 ，却 因 预 约 问 题 吃 了“ 闭 门
羹”。

暑期的高校体育场馆为啥闲
置？连日来，本报记者深入调查，发
现我市多数高校仍实行预约入校，但
线上预约系统尚不完善。此外，部分
高校体育场馆建设仍较为落后。一
边是“睡大觉”的设施，一边是“要运
动”的居民，供需之间如何搭上桥？

从管理角度出发，暑期开放体育

场馆，校方可能有心无力。“首先就是
安全问题”“无形之中增加了运营成
本”，一些校方负责人道出其考量。
还有相关人士表示，“打烊”是因为暑
期正值场馆设施翻修之际……

开门，自然要费力、要花钱，不能
想当然地把成本全压给高校。正如
重庆理工大学体育部的陈教授所言：

“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不单是学校
的事情，需要政府、学校、社会共同发
力。”说到底，各方携手配合、分担压
力，才能妥善解决管理、资金等问题，

避免校方在开放体育场馆时过于“负
重”，最后选择“一关了之”。

一方面，相关部门要承担起统筹
协调的责任，适当加大资金投入，通
过鼓励高校完善体育场馆设施、支持
校方引进第三方服务机构等方式，为
高校体育场馆开放创造现实条件。
另一方面，高校也应有在开放中彰显

“大学之大”的主动性，结合自身实际
情况，进一步优化校门进出、场地使
用等管理办法。

此外，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关

注——我市高校现有的体育场馆大
部分没有数字化线上预约功能。数
字重庆建设进程中，高校尤其应该发
挥“智力”优势，“走在前”，作示范。
比如，搭建数字化系统整合场所资
源，畅通、简化预约服务。

无论是盘活闲置资源，还是满足
群众需求，高校体育场馆的开放都有
不小的积极意义。早在 2017 年，教
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就曾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的实施意见》，鼓励学校免费或低收
费对社会开放，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学校体育场馆开放。唤醒“沉睡”
的高校体育场馆，态度应该更明确，
落地也该见实效。

开放高校体育馆“不单是学校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