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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珍档

在重庆新华日报总馆旧址陈列馆，有一项体
验印刷报纸的趣味活动。周恩来曾对报童说：

“每一份新华日报都是射向敌人的一发子弹。”而
对于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来说，印刷报纸的纸
张，就是他们射向国统区舆论界的“子弹”。

在国统区出版的 9 年 1 个月又 8 天里，
《新华日报》从未因缺纸少印过一张，甚至国
民党所办的《中央日报》，也曾找新华日报社
借用纸张。在当时极度困难的斗争环境中，
新华日报社是如何保证纸张供应的呢？

事实上，从《新华日报》发行之初，国民党
顽固派就从多个方面限制其发行，纸张封锁
即是其中最毒辣的一手。戴笠曾多次对其部
下说：“要公开查封《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
是不好办的，不准商人卖纸给他们，不许经济
部给他们分配纸张，他们就会自己关门。”因
此，在重庆公开做生意的纸商，大多数都受到

特务威胁而不敢卖纸张给新华日报社。
新华日报社总经理熊瑾玎深知“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的道理，为了保障报社的纸张供应，
他想了很多办法外出采购，可是，这些商家因
为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与封锁，在短暂合作一
段时间后就断掉供给。这时，周恩来向新华日
报社发出指示：要自力更生。经研究决定，新
华日报社决定秘密筹备，自办纸厂。

为了办好纸厂，新华日报社派出苏芸在
川东各地活动。苏芸结识了富有正义感的纸
商王织森，二人齐心协力，创办了川东复兴纸
厂，在一段时间内保障了新华日报社的纸张
供应。

可是，好景不长，《新华日报》充足的纸张
供应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复兴纸厂
被冠上了“囤积居奇”的罪名，只好停办。

为了继续为新华日报社供应纸张，苏芸
等人重新在广安丁家坪找到了合适的办厂地
址。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巧
妙地为新建的纸厂争取到了合法的身份。

苏芸通过地下党员禇度凝与时任国民党
立法委员潘序伦达成协议，广安纸厂长期向
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供应纸
张，作为交换，潘序伦为苏芸和广安纸厂提供
一切所需证明。

就这样，广安纸厂所产纸张包装后，盖上

了“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的红色大印后，直
发山城，一路畅通无阻，平安地运到位于虎头
岩的新华日报总馆。除了用于印刷《新华日
报》外，纸厂还为《群众》周刊提供纸张供应，
解决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新蜀报》
等友好同业的用纸困难。

毛泽东曾高度赞扬《新华日报》为八路
军、新四军之外的“另一方面军”。苏芸等人
创办的纸厂，保障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
的纸张供应，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舆论
军队提供了充足的“子弹”。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杨世玲供
稿 记者何春阳整理）

《新华日报》的“子弹”从哪里来？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珺
实习生 程俊豪

从外环高速公路巴南惠民收费站下道，左
转沿省道102线行驶不到1公里，就来到一处布
局着民宿太空舱、穹顶帐篷等户外休闲设施、充
满乡村艺术气息的时尚院落——611原乡美村。

这个融合了农文旅以及学习培训的综合产
业项目，是我市城乡融合改革试点的成果。项
目主建筑所在地，是我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首批入市的地块。

巴南区是重庆中心城区唯一的国家城乡融
合发展试验区。去年7月，这块位于巴南区惠
民街道沙井村、面积21.63亩的土地，作为首批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被一家深耕教育培训的民
营企业以1456万元摘得。

改革有政策、企业有需求，这个看似顺理成
章的产业项目最终落地，却并非一路坦途。这
当中，离不开当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推进
项目落地的担当作为。

其实，在我市许多改革领域，都涌动澎湃着
奋进有为的力量，这些“红岩先锋”为推动改革
发展一路保驾护航。

助力改革试点项目地块入市
耐心做思想工作，让村民共享乡

村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得知自己家位于611原乡美村项目附近需
要搬迁的消息，60多岁的村民龙长秀很不情愿。

一方面，自己对故土有感情，不愿意改变原
来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与土地被征收拆迁
不同，她家的搬迁，并不能改变农村户籍身份，
因此不能像郊区“农转城”居民一样，享受城镇
养老保险。入市地块附近另外9户需要搬迁的
居民也有龙长秀类似的想法。

“如果土地只是流转而不能入市，民营资本
到沙井村投资建设这件事就干不成。”惠民街道
党工委书记叶奇说，该项目将建培训基地，建成
后可带动培训人员在当地消费，村里不能错过
这个发展机会。为了实现沙井村的产业振兴，
必须说服这10户村民搬迁。

为此，街道和村社成立工作专班，街道把已
退休、在当地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都请回来开展
群众工作。在龙长秀家，村里、社里的干部和老
党员与她促膝长谈，向她解释土地入市和搬迁
有关政策、搬迁还房安排。

“项目里有培训、住宿等业态，密集的人流
可以带动大家伙的农副产品销售；你还可以到
基地做清扫保洁工作，获得务工收入。”沙井村
党委副书记吴增进说，在做思想工作时，党员干
部着重向龙长秀等搬迁村民介绍引入项目后村
子未来的发展前景，以此打开大家的眼界格局，

看到乡村未来发展的红利。同时也摆事实、讲
道理，打消龙长秀等村民的顾虑。

工作组也充分考虑村民实际情况，积极保
障搬迁村民的合法权益。得知龙长秀搬迁后没
有临时住所，街道党工委积极协调，在场镇上帮
助她找到一处住所。就这样，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逐一入户做10户搬迁村民的思想工作，逐渐
改变了大家的心态。

去年4月至6月，10户居民陆续完成搬迁，
为地块入市创造了良好条件。而新房就建在百
米开外的省道102线旁，交通出行、售卖土特产
都方便，预计房屋今年年底建成、明年实现入住。

从前期摸底到最终完成搬迁，约有1年半
时间，近20名街道、部门、村社党员干部做工
作、辛苦奔忙。

611原乡美村项目还流转了沙井村近800
亩土地，将发展教育培训、美术馆、研学接待等
业态。叶奇表示，如今项目推进较为顺利，下一
步将积极建立完善产业发展与村集体、村民的
利益联结机制，让沙井村的老百姓有更多改革
获得感。

一个窗口可以办理多项政务服务
“全科”窗口让办事企业和群众办

证效率提升50%

近日，准备在江北区开办游泳馆的任先生
来到该区行政服务中心办理营业执照、卫生许
可证、高危体育项目许可证。他本来准备分别
到三个对应窗口办理，估计要花上小半天时间。

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到第一个窗口办理时，
工作人员提醒他把所有资料都递进去。15分
钟后，三证全部办妥。“一个窗口，把3个证都办
了，这样的服务太高效了！”任先生忍不住点赞。

任先生记得，两年前的政务服务大厅还是
人山人海“打拥堂”，一些办营业执照、企业变更
等业务的窗口要排很长的队，窗口的工作人员
忙得焦头烂额，还扯着嗓子喊号。

“以前的政务服务大厅，是各单位摆摊设
点，业务窗口各扫门前雪。”江北区行政服务中
心政务建设管理科科长曹琼说，当时只是把各
个职能部门集中在了一起，但还是各办各的事，
导致窗口忙闲不均。虽然服务厅有指引导办
图，但还是有企业的办事员杵在那里不知所措，
或者挨个找窗口去询问。

“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依靠改革。”2022
年，原江北区政务服务办公室党组决定自加压
力，想办法改变这样的现状。党组负责人带领
大家认真学习国务院加快推进服务标准化规范
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决定探索“一窗综办”改
革。

“第一枪就打在了我们传统的窗口设置上，
彻底把我们拽离了舒适圈。”政务窗口工作人员

徐胜兰介绍，经过梳理，江北区35个政务服务
部门的991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无差别”综合
窗口实现一窗受理，“每一位窗口工作人员都必
须全科受理这些政务服务事项，这是巨大挑
战。”

曹琼说，通过加紧学习，政务服务窗口工作
人员掌握各个部门的政策法规和受理标准，同
时推动受理和审批分离改革，前台统一接单，后
台服务跟进，很快实现了“一窗综办”。群众和
企业来政务服务大厅办事效率提升50%以上，
窗口数量也压减了10多个。

“听到群众说‘速度快’‘体验好’等评价，我
们感到欣慰又自豪。”徐胜兰说，后来按照一体
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改革思路，又率先探索了
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办事员制度，窗口工作人员
接受培训考核，持《行政办事员职业技术水平证
书》上岗。

今年5月经过机构改革，江北区政务服务
办公室成为了区政府行政服务中心，“一窗综
办”改革还在不断优化。“我们将根据群众和企
业需求进行业务调整和缩减，指导大家使用‘渝
快办’自助办理，让政务服务更便利、更贴心。”
曹琼说。

开发小程序搭建农业产业供需桥
利用“云上潼农”了解旱情动态，

助柠檬种植园保水抗旱

“左站长，这段时间一直天旱，柠檬树都干
得不行了。我们每天请人在浇水，但效果不
好。”近日，在“云上潼农”微信小程序上，潼南区
博佳生态农业发展公司的工作人员，向区农业
农村委农业科技推广中心柠檬产业发展站的副
站长左龙亚发来信息。

接到企业信息，左龙亚很快前往察看究
竟。原来，这家企业的柠檬种植园不是没有水
源，而是灌水的方法不对。她现场指导种植园
的管理人员和农户要沿着树枝的积水线周围灌
水，把握每日灌水的正确时间：早间灌水不要超
过上午十点，下午一般四五点再去灌水，晚上有
条件可以再灌一些。“后期下雨后，要修剪掉枯
枝，剪得要深一些，以刺激它的生长。”左龙亚再
三叮嘱。

最近一段时间，重庆遭遇罕见的连晴干旱，
潼南的果蔬生长面临不小考验。许多柠檬种植
基地反映缺水，亟需充足的水源灌溉。左龙亚
到种植园现场指导农业灌溉机使用，出主意调
集周边的水源保水抗旱。实在没有水源的，她
会把种植园的用水需求传递给相关镇街，由镇
街调集消防车紧急送水。

“现在旱情还没有缓解，我们站一直在奔
忙。”左龙亚的声音有些疲惫。据了解，目前潼
南因干旱，经果类果树受损面积3万多亩，损失
金额3000多万元。

左龙亚的奔忙，只是潼南区委农业农村工
委党员干部的缩影。为把损失降到最低，区委
农业农村工委联系农业灌溉机生产企业加班加
点生产，第一时间将机器送到需要的种植园中，
同时利用“云上潼农”了解旱情动态，派出技术
人员深入基地果园，帮助完成抗旱救灾的后续
管理工作。

近年来，潼南区大力发展柠檬全产业链，
随着柠檬种植园的不断增加，各个种植基地的
业主对农技指导、病虫害、金融等服务需求也
在增加。为更好服务柠檬产业，潼南区农业农
村委开发了“云上潼农”小程序，在供需两端搭
建桥梁。

越来越多的种植园业主使用该小程序咨询
问题，左龙亚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比较容易
处理的问题，直接就在手机上指导了，复杂问题
就立刻动身到基地去指导。”尽管忙碌，但左龙
亚觉得很有成就感。

从三个改革案例
看“先锋力量”如何作为

既当改革促进派、又当改革实干家。在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我市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积极把改革共识转化为攻坚行动，
带领群众勇闯“险滩”，以改革的担当有为，打
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新华日报总馆旧址。

▲群众在江北
区政务服务综合窗
口办理业务。

（受访者供图）

◀潼南区梓潼
街道高梯社区，党
员干部查看柠檬受
旱情况，并进行相
应技术指导。

（受访者供图）

□张珺

改革奋进的号角吹响，巴渝大地焕发
勃勃生机。对标对表抓好改革事项落实，
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积极
参与。

采访中，不少基层的党员干部说，
推进改革最大困难不是钱，也不是地，
而是人。

不少成功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推动
改革落地，必须带领群众深度参与改革。
要让群众看到不得不改的紧迫性，要向群
众阐释改革的路径、政策和措施，虚心听

取群众对改革事项的意见，积极发动群众
真心拥护和积极投身改革，让群众看到改
革破除的桎梏、产生的效果、带来的变化，
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改革推进中，还要注意在改革过程、
利益调整中时刻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同
时积极引导群众主张合理的利益诉求，鼓
励群众以勤劳双手创造美好幸福生活并
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条件。

群众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党建有所
为。在推进改革中必须坚持党建统领，让
改革始终朝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不断推进。

回应群众关切，改革方能有为

记者手记>>>>

巴南惠民街道沙井村党群议事厅，党员干部正在给村民做政策宣讲。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