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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中交二航局二公司重庆空港新城项
目党支部书记、经理赵娥给人的第一印
象是清爽、干练。这位扎在建设领域男
人堆里的“铁娘子”，在一线摸爬滚打16
年，她已相继参与了港珠澳大桥、重庆
千厮门大桥、重庆龙头港码头、重庆空
港新城项目等重点工程建设，先后担任
项目预算员、党支部书记、项目经理等
职务。面对不同的岗位，她以强烈事业
心和高度责任感投入到工作中，先后荣
获中交二航局“优秀共产党员”“十大标
兵”“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

勇挑重担参与“超级工程”

2008年，大学毕业的赵娥入职中交
二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随后，便一直
扎根项目施工一线。她勤奋工作，刻苦
钻研，以“工匠精神”追求质量，快速在一
线成长起来。

2012年，年仅26岁的赵娥被委以
重任，担任中交二航局港珠澳大桥香港
接线段项目综合部部长，协调管理项目
综合事务。

港珠澳大桥是世界级的项目，是粤港

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
程，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无先例
可循。上任不久，赵娥就遇到了烫手山芋。

赵娥所在团队负责的施工区域地跨
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总承包方涉及
香港宝嘉、中国港湾、瑞士威胜利（VSL）3
家企业文化不同、管理方式迥异的境内
外、国内外建筑公司。当时，因总包方频
繁变更运输计划，导致船只安排与出口申
报等事项脱节，造成了大量的运输风险与
成本增加。

“必须挽回损失！”多少个昼夜，赵娥
和项目团队查阅大量资料，苦苦思索解
决方案。经过与境内外公司的多轮谈
判，商定方案——合理利用合同法规将
运输合同转给总包方，二航建设团队则
按照混凝土方量收取船舶报关费用。由
此，赵娥和团队为项目扭转潜在亏损
7200万港元，并有理有据地转移了运输
风险与商誉风险。

消解“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20年，赵娥调任中交二航局二
公司重庆空港新城项目党支部书记，
不久后兼任项目经理。由桥梁建设到

城市建设，对于在多个重点项目打拼
了12年的赵娥而言，意味着新的开始。

重庆空港新城项目群是重庆市提
升城市品质、建设“公园城市”特色名
片的重点民生工程，包括35个子项，涵
盖城市园林景观、教育示范基地、公共
服务设施、河道环境治理、区域畅通工
程五大类，覆盖面积超30平方公里。

上任后，赵娥的建设团队面临的

第一个硬骨头就是猪肠溪治理。
2020年12月15日下午，项目突然接
到紧急任务——必须5天内完成猪肠
溪河道恢复治理。赵娥说，按照正常
施工速度，要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完
成近8万立方米的开挖、转运施工，最
少也需要半个月。

幽深的河道里，灯火彻夜不熄，赵
娥带领团队24小时连续施工，鏖战4

天3夜。最终，提前完成了这个“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

在项目管理质量上，赵娥组织开展
“党建+三宝，促履约提升”活动，突出“党
建+质量”，坚守技术标准，提升精细化管
理水平，建设优质工程；开展“党建+消
防”主题党日、安全寄语征集活动，主讲
安全微课比赛，突出“党建+安全”，全力
打造平安工程；组织开展“青安岗”创建
活动，创新“1+3N”隐患整改方法，落实
落细“三险三控”管理举措，发挥青年生
力军作用助力项目安全生产。

在赵娥的带领下，重庆空港新城
项目建设安全优质高效推进，一个个
坚实业绩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
誉。

创新管理激发团队活力

在项目一线成长起来的赵娥，不仅
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管理创新与人
才激励上更是一把好手。多年的基层
一线工作实践，她总结出一套管理理
论。

赵娥积极推行一人多岗、人尽其才
的人力资源弹性管理方法和能者多劳、

多劳多得的差异化薪酬制度，最大限度
发掘人力资源利用潜能，创新“双师+”
导师带徒模式，深推员工赋能工程，精
心打造品牌团队；开设产业工人学校，
从5个维度全面提升能力素养，多措并
举为属地培养优质产业工人队伍；坚持

“以业绩论英雄”为导向，积极打造“麻
辣鲜香”特色项目文化，培养了一支素
质高、执行强、作风正的建设团队。

同时，赵娥始终以劳动精神、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培育项目团队，营造

“比、学、赶、超”工作氛围，深入开展“安
康杯”竞赛、重庆市网上劳动竞赛和技
能比武活动，补短板，促提升，良性竞争
提高团队技能水平，团队成员先后被评
为“创新之星”“服务之星”，重庆空港新
城项目16名员工获“季度之星”“月度之
星”荣誉，2名钢筋工获重庆市首届“巴
渝工匠杯”职业技能竞赛二等奖。

“只有真正人尽其才，才能最大限
度地发挥创造力，才能交出高质量的工
程项目。”谈及人才管理的重要性，赵娥
这样表示。

潘锋 杨青 图片由中交二航
局二公司重庆空港新城项目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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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大渡口区公民小学
校“讲家风故事 传义渡文脉”进社区
活动登上央视舞台，产生广泛社会反
响。

作为一所新建的公租房小学，大
渡口区公民小学校的2000多名学生
分别来自全国24个省市和重庆市38
个区县，面临着生源结构复杂、学生
学习能力差异大等情况。如何找到
立德树人的突破口？

在“小公民，大未来”办学理念引
领下，学校遵循“公义兼达，明德至

善”校训，坚持“继承创新，育人为本”
课程基本理念，开发并构建《讲家史
传家风》校本课程，通过“绘家谱”“讲
家人”“理家事”“立家训”，构建校家
社三维协同的育人大格局，多途径、
立体化地激发学生对家庭、家族、家
乡故里的热爱，培养更多让党放心、
爱国奉献、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
新人。

据了解，“绘我家家谱”指的是通
过图表绘制家谱，帮助学生了解家族
的繁衍，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理我

家家史”指的是通过讲述家人的人生
经历和事迹，学习家人的行为和品
德；“撰家人传记”指的是按照一定的
顺序整理家庭发生的事件，让学生了
解家庭的起源、发展、变迁以及如今
的现状，弘扬家庭的传统美德、激发
学生的家庭自豪感、荣誉感和责任
感；“立我家”家训指的是进行立身处
世、持家治业等教诲的挖掘整理、吸
纳借鉴，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家训，
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目前，学校产生优质家谱1260

幅、家史896个；收集优秀家规家训
426个、引导立家规家训369个。编
制《讲家史 传家风》课程纲要1个，
产生优秀案例5个、优秀教学课例32
个，采集制作优质微视频118个、优
秀教学课件1136个。不仅丰富了学
校的思政教育资源，也为学生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厚植了
沃土。

“随着《讲家史 传家风》校本课
程的落地，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
影响孩子们的心灵，让他们深刻认识

到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
任。同时，凝聚向上向善力量，发扬
了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
统，促进尊老爱幼、家庭和睦、邻里互
助良好氛围营造，推动树立新时代文
明新风。”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周建
平说。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致力于营造
有利于孩子身心和谐发展的校园环
境，积极构建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
询服务、干预处置“四位一体”工作体
系，推动更加和谐、有效的家校关系

形成，为孩子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贡献更大的力量。

近日，学校开展“家校协同育
人，促进孩子健康成长”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邀请到重庆市家庭教育智库
专家杨桂林，围绕“家校有效沟通，提
升共育力量”主题，举行了一场精彩
纷呈的讲座，诠释了沟通及有效沟通
的内涵，给教师提供了实用的沟通
技巧与方法，为家校共育工作注入
了新的活力。

谭茭

大渡口区公民小学校 讲家史传家风 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

□张燕

这些年，“种草”二字成为销量
密码，消费者买前看“第三方测评”
成为习惯。

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商品应接
不暇、服务层出不穷，测评应时而
生。大众点评的分数、小红书的种
草、测评博主的推荐，本质上都是
以“第三方”的视角，对比商品和服
务，给出购物建议。

消费者看“测评”，是为了分析
利弊，理性消费，买到性价比，买到

“心头好”。但不容忽视的是，“测
评”虽然来自第三方，却不一定公
平公正，反而被异化为一些博主、
公司的营销手段。

日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披露一起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案
情——苏州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在
没有科学依据的前提下，对比多款
防晒衣的“防晒力”，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题为《看成分（科学）选漂亮的
防晒服！超简单巨实用！》的测评
文章。最终，测评公司被判停止侵
权行为，赔偿品牌方4.5万元。

缺乏依据的对比、吸引眼球的
标题，这家公司在乎的不是消费者
的“知情权”，而是自己从流量中
攫取的“利益”。这些年来，越来
越多测评博主、公司把“第三方测
评”当作一门生意，出价就给好
评，出钱就敢诋毁，“踩一捧一”信
手拈来，让本就鱼龙混杂的市场
更加“浑浊”，让消费者的消费体
验大打折扣。

“第三方测评”缘何成为重灾
区？一方面，社交平台繁荣，人人都能发声。测
评行业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一些博主并不具备专
业资质和能力，但也能“说上两句”，靠着煽动性
话术和营销技巧赢得消费者信任。另一方面，测
评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和监管机制，不同机构不
同博主各行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
消费者分辨困难。

一年一度的“双11”为时不远，网购促销即
将启动，各类测评也陆续登场。中消协提醒，“第
三方测评”可以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也可能
因“跑偏”“变味”而误导消费者。这是对测评乱
象的靶向定位，也是对不法商家的有力警示。

提醒之外，还需重拳。社交平台作为信息发
布渠道，必须守土有责，通过算法优化、规则完
善，给虚假、抹黑的测评亮红牌，避免劣币驱逐良
币，成为欺骗消费者的“帮凶”。监管部门要以

“双11”为契机，开展对“第三方测评”的专项整
治行动，对于违规商家、测评者依规处罚，提高其
违法成本，形成震慑。对消费者而言，要把中消
协的提醒听在耳里、记在心里，理性审视消费需
求，切勿迷信“种草”流量。

买卖之间，需要“牵线搭桥”。但信任不是凭
空产生的，而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第三方测
评”博主和公司要想赢得信任，还需做到客观严
谨、公平公正。如此，“第三方测评”自己才能经
得起“测评”。

别
让
跑
偏
的
﹃
第
三
方
测
评
﹄
误
导
消
费
者

重报时论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一把镊子、一把刷子、一支毛笔、一碗糨
糊，9月11日，在铜梁区安居古城象征文脉传
承的文庙奎文阁底楼，60岁的唐智勇正在有
条不紊地修复清雍正年间的《子史精华卷》。
如同一名“隐士”，他每天大部分时光都在这
张大桌前度过，沉浸在与故纸对话的时光中。

信守承诺 携古籍安居“安家”

唐智勇是大渡口人，从小爱读书，特别是
历史故事。20世纪90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
浪潮，他放弃“铁饭碗”，南下广东，很快挖到

“第一桶金”。
唐智勇一边做生意，一边收藏古籍。时

光对古籍并不仁慈，他就开始试着修复。从
民间“发烧友”一步步成为业界专家，曾任广
东省收藏家协会古籍专委会主任。

“古籍，是文脉的载体，蕴藏着国人的精
神密码。”唐智勇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籍、珍视古籍，共同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19年春节，唐智勇返乡祭祖，听闻铜
梁千年古城安居正在进行修复。他刚到安居
古城，就被这里所吸引。在古城里的旧书摊，
他淘到两本古籍。“这里不仅有古色古香的历

史建筑，还有满是灵气的山山水水。我感觉
这里一定藏有许多快要消亡的古籍。”

商海打拼已20余年的唐智勇一直有返
乡打算，只是苦于在重庆找不到一个合适的
地方来收藏他那数万件古籍。当时，铜梁区
委、区政府正启动安居古城文庙修复，安居镇
向唐智勇递来橄榄枝，双方一拍即合。

2022年，文庙经过两年多的精心修缮，
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游客探访古城深厚文化
底蕴的新晋打卡点。唐智勇也信守承诺，结
束生意，蚂蚁搬家般将3万余卷珍藏的古籍
运到文庙的奎文阁，人和书都在此安家。

身兼数职 一人撑起一个古籍博物馆

走进安居古城奎文阁，古意盎然，上下三
层均存放着从五代十国到近代的各类古籍，
犹如一个古籍博物馆。

经唐智勇修复的《雷峰塔经》《太平御览》
《唐书》《旧唐书》《钦定礼仪》《西夏国书略》
《三国志》等上万卷古籍，如今静静地陈列在
奎文阁中，其中《雷峰塔经》成为镇楼之宝，吸
引了无数游人驻足。

唐智勇既是馆长，也是古籍修复师、讲解
员。他非常乐于给游客、居民做讲解，并现场
展示古籍修复技艺。

采访中，几位游客踏进奎文阁，唐智勇当
即引领游客从一楼逛到三楼——

“1924年，西湖边矗立千年的雷峰塔轰然
倒塌，人们发现，许多砖块内装有佛经。这就
是藏在塔砖里的《雷峰塔经》，经历了1000多
年时光的考验保存下来。你们看，卷头刻有礼
佛图，之后是经文，每行10字，共2700余字。”

“这是114册的《太平御览》，是清嘉庆年间的
活字本，由徽商汪昌序印刷。《太平御览》是古

代的百科全书，相当于现在的搜索引擎”……
一圈走下来，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唐智勇满足地抿了一口手中的茶：“多向大家
展示，多向大家讲解，把这条路走下去，这是
我的初衷，这也是我未来的路。”

望闻问切 对症下药治“书病”

揭、补、压平、衬纸、钉线……唐智勇每天
粗茶淡饭，埋头苦干，每一次修复都仿佛在与
古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古籍年代久远，脆弱身躯早已伤痕累累，
虫蛀、粘连、破损、污渍均是“书病”。唐智勇
说，自己犹如医者问疾，望闻问切后再对症下
药。望，检查破损情况；闻，气味判定纸张的
矾化程度和有无霉烂；问，询问书籍来历；切，
抚摸和检查书籍材质情况。

此外，清洗除尘、修复破损、脱酸处理、加
固支撑、修补整饰、封装保存，整个流程都是
全手工，不能使用丁点“现代工艺”。

2002年，唐智勇收藏到一部古代经书，
如获至宝。他尝试着展开经书，发现因长期
受潮，纸张之间紧密粘连，成了民间俗称的

“指头经”。他先用蒸汽将经书蒸松散，再找
来明代纸张托底，一寸一寸用镊子剥开，一点
碎片都没丢弃。

这卷2米多长的经书，唐智勇花了一年
多时间才修复完毕。

对唐智勇来说，每一片故纸都有生命，他
的使命就是让这些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让
这些一碰就碎的古籍重新“活”过来。日前，
唐智勇的古籍修复技艺已申报铜梁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他在安居古城“修复”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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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潼南双坝社区涪江江滩耕
地，秋播的农民在农机帮助下劳作。

连日来，在潼南双坝社区的江滩平原
上，农民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秋播。各种农
机与车辆穿梭在田间地头，人们笑着播下丰
收的希望，一派繁忙的景象。

记者 张春晓 摄/视觉重庆

潼南：

江滩平原秋播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