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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珍档

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务把红岩村看作眼
中钉、肉中刺，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大楼周
围布满了盯梢的爪牙，形成了一张“监视
网”。特务们发现，每周四红岩村总是人来人
往，他们多次开展突击检查，却一无所获。

1942年，著名文学家夏衍从香港回到重庆。
周恩来特意请夏衍在办事处一楼的“救亡室”向
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作党在香港文化界
的工作报告。报告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

会议正在进行时，大门传达室警卫朱友
学突然跑来报告：“有两个特务带着驳壳枪来

了！会议是否停开？”周恩来当即回答：“会议
不停止，夏衍同志照样说下去。”

不一会儿，两个国民党特务头顶钢盔，脚
踏军用皮鞋，神气十足地走了进来，说是来检
查办事处电台的，实则是想探一探红岩村人
来人往的“秘密”。

特务在一楼电台门外望了望，见会议也
不受影响，仍旧大大方方地进行着，感觉无趣
就掉头走了。

为什么会有特务此时来检查呢？
原来，南方局有一个规定，每逢星期四过

“党日”。每周四的下午，党支部都要开展支
部活动，即在办事处一楼“救亡室”内会举行

“学习报告会”，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文艺
等等，报告内容丰富多彩，革命性、政策性都
很强。主讲人主要是周恩来、董必武，南方局
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郭沫若等对各项专
题有研究的同志。

这种学习会，经常会扩大到涵盖曾家岩
50号、“周公馆”的同志和新华日报的编委，
所以每逢星期四，办事处就非常热闹。

因办事处大楼内没有厕所，参会人员在

会议中途休息时就到大楼外50米处的厕所
去方便，人来人往很是显眼。这就是对面山
坡上的特务从望远镜中看到的“难解之谜”。

虽然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但中共中央南
方局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一刻也没
有放弃学习。董必武提出“太忙就挤，不懂就
钻”的学习口号，并将此标语贴在南方局图书
室的门口。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第一条
便提出“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南方局还通
过《群众》周刊向广大党员发出“学习、学习、
再学习”的号召。不断学习是南方局凝聚力
量、保持先进性的秘诀所在，这才是当时红岩
村人来人往的“秘密”。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董志慧供
稿 记者何春阳整理）

红岩村人来人往的“秘密”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不久前，拥有全网百万粉丝的网络大V
“雾都重庆”孙章武，在巴南软件园新引力·创
客空间成立了自己的文化传媒公司。

2023年11月，巴南区委网信办邀请孙章
武参加一场网络名人公益行活动，期间将其引
入了新引力·创客空间。曾经的“网飘”孙章
武，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这样的例子，在巴南还有很多。
新媒体从业者、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

机等新就业群体，是基层治理中的“新力量”。
但“新力量”在哪里？怎样为“新力量”服务？
怎样引导“新力量”参与基层共治？

“要高度关注新业态发展，坚持网上网下
结合，做好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思想引导和凝
聚服务工作。”2022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开班式的重要讲话，为互联网经济条件
下，关心关注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工作提供了
重要遵循。

近年来，巴南区围绕“新三问”，以“党建
红”凝聚“新”力量，服务“新”群体，将“新生力
量”转化为“有生力量”。

一场“新”的寻找
让新就业群体拥有“家”的感受

在新引力·创客空间，孙章武的公司不仅
拥有了办公区，还可以享用这里的会议、会
客、直播等公共资源，接受巴南区委网信办

“党建+创业”全方位服务，且不需要支出任
何费用。

“这个‘家’，是我们在创业初期最大的依
靠，也给了我们最大的底气。”孙章武如是说。

同样找到“家”的还有严鹏。
此前，严鹏是一名从事视频制作的灵活创

业人员，如今在新引力·创客空间，他的身份已
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负责人。

2023年11月，巴南区委统战部和网信办
发出一份“巴南区新引力·创客空间”招募令，
招募新媒体从业人员免费入驻，正四处寻找落
脚点的严鹏很快入驻了。

不仅是作为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孙章武、严
鹏，巴南区很多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快递
员等新就业群体人员，都有了“家”。

“我们注重从新就业群体中广泛发现和吸
纳优秀人才，将先进典型、行业骨干等纳入发
展党员后备力量资源库，实施入党积极分子专
项培养计划。”巴南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除了“拉网摸排找党员”，巴南区还“沿着
链条抓组建”，全区统筹整合组织、统战、网
信、市场监管、交通、邮政等11个部门力量，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并成立互联网、交通运输行
业党委。

去年，家住莲花街道的网约车司机易鲁站
上了“巴南最美网约车司机”的领奖台。当网
约车司机不过是一家三口的生计所托，他从未
想过自己有一天能被评为“最美”。

在这之前，巴南区委组织部、网信办联合
区交通局等部门，通过拉网摸排知晓了易鲁的
党员身份，便将他作为联系对象，时常引导他
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发挥党员的作用。

“我们打破传统单位制党建的组织管理模
式，针对外卖配送员、快递员工作半径与社区
网格高度重合的特点，依托新就业群体党群服
务阵地组建了一批‘先锋骑士’流动党员党支
部，纳入街道社区兜底管理。”该负责人介绍，
针对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工作地点不固定的
特点，巴南区由行业党委牵头成立网约车、新
媒体行业党支部，纳入行业归口服务管理，同
时，坚持党建带群建，建立了一批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联合工会，推动“团组织+青年社团”向
新就业群体青年延伸，分类引导新就业群体人
员回“家”。

一场“心”的呵护
让新就业群体在“家”的呵护中成长

今年7月，连晴高温。
在巴南区李家沱商圈跑业务的“快递小

哥”陈兴，每跑几单就会到都和广场小哥驿站
（渝工港湾）去充充“电”，“给手机充充电，也给
自己的身体充电：歇歇脚，吹吹凉，喝喝水或是
热热饭，歇息好了就赶赴下一单。”

随着“1+6+N”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体
系的构建，巴南区在快递小哥等集中的商圈
建设了1个党群服务中心和6个党群服务驿
站，整合交通、邮政、工会、团委等现有资源，
依托各镇街、各园区的“渝工港湾”、青年之
家、司机之家、临街商铺、银行网点、快递驿站
等，设立60余个党群服务点，为新就业群体
常态化提供歇脚避雨、充电热饭、就业指导等
9大类服务。

在巴南区，有5万余名新就业群体从业人
员在“1+6+N”体系里接受“充电”服务。“真的
像自己的家一样，来去自如，感谢党和政府！”
陈兴说出了许多新就业人员的心里话。

依托这些载体，巴南区常态化开展面向新
就业群体的节日慰问、夏日送清凉、爱心义诊、
亲子体验等各类暖“新”活动。

不仅如此，巴南区紧扣新就业群体所需所
盼，深入开展“问需大走访大调研”活动，推动
工会、共青团、网信、司法、人社等部门力量下
沉阵地，常态化组织开展定点接待、驻点服务，
订单式提供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矛盾调解等
个性化服务。

不久前，家住巴南的美团外卖员周腾领到
了3万多元职业伤害赔偿费。

去年3月，周腾在送外卖途中受伤。他在
人社部App报案次日，区人力社保局行政审
批科科长邓涛就前往现场取证并确认责任，帮
助周腾申请鉴定和职业伤害赔偿。

这不是个案。巴南区深入推进新业态从
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已作出职业伤
害确认170余件，涉及赔偿金额600余万元，
为新就业群体人员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

与此同时，巴南区也注重为他们的事业
“充电”。

去年9月起，网约车司机陈权勇每天下班
回家，都会在线上参加重庆理工大学工商管理
专业的本科学习。

“去年初，我在龙洲湾街道新就业群体
服务中心参加了重庆理工大学的一场讲座，
随后在区交通行业党委协助下参加了入学
考试，正式成为重庆理工大学一名新生。”陈
勇没想到自己40多岁了还可以上大学，每
次上线学习都格外积极认真，每次也都有很
多收获。

除了举办职业培训、帮助评职定级，巴南
区委组织部还联合相关部门、高等院校，聚焦
新就业群体拓展性需求，探索制定学历（技能）

提升政策，与部分高校达成合作协议，拿出
100个名额向参与学历提升的新就业群体提
供资助，鼓励引导他们积极参与高起专、专升
本等继续教育。

一场“星”的重塑
让新就业群体实现从“新”到“星”的跨越

今年“五一”期间，巴南区著名“骑士”李建
川获得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

李建川是一名退伍老兵，在广东服役期
间，他在大街上见义勇为抓小偷。2020年9
月退伍后，李建川成为一名“外卖小哥”，跨
入新就业群体行列，由此开启一段新的人生
历程。

刚当上“外卖小哥”，李建川就遇上了疫
情，他积极参与抗疫志愿服务，成为巴南区志
愿服务的“活跃分子”。

2022年10月，巴南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
务中心成立后，李建川立即加入“先锋骑士”志
愿服务队，做过主动修复破损井盖、送单途中
拾金不昧等诸多好事，龙洲湾街道还聘任他担
任“兼职网格员”，参与反诈宣传、创文巩卫等
基层治理工作。

家住李家沱街道的顺丰速运重庆收派员
赵茂燃，在部队时曾获“优秀士兵”“军事全优
学员”等嘉奖，回到地方成为新就业群体成员，
于2022年被评为重庆市“最美快递小哥”。

严鹏回“家”后也屡次获奖：在2023年巴
南区网络普法短视频征集活动中获得一等奖；
在2024年重庆市首届“互联网+故事”普法大
赛决赛中获得三等奖。

去年年底，巴南区极具科幻场景的白居寺
大桥突然火遍全网，一浪接一浪的市内外游客
前来打卡。

这其中就有严鹏的功劳。他在前期拍摄
了大量素材发在网上，积极参与网络大V公
益行等区域性重大网络宣传活动，在宣传巴
南、宣传重庆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巴南区委网
信办的引导下，我正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争取
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不仅是严鹏。巴南区委组织部、社会工作
部、网信办引导全区相关企业建立健全入职登
记、离职报告、党员查找等工作制度，精准排查

“隐形党员”，引导15名新就业群体人员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

孙章武发挥自己作为网络大V的作用，
积极发声参与社会治理。

去年，曾有无人机飞手在网上发布巴南区
麒龙地铁站片区的航拍视频，引发网上一片骂
声，称此地是贫民窟。

孙章武在朋友圈及其它社交平台上呼吁
大家理性看待城市发展和更新中存在的问题，

“组织关心，让我入驻创客空间，我在这里安了
‘家’。作为共产党员，我有责任和义务为我们
的城市发声！”他说。

“把新就业群体团结起来，给他们归属，给
他们服务，给他们平台，引导他们积极参与社
会治理，共建美好家园。由治理对象向治理力
量转变，这就是我们服务新就业群体的初衷。”
巴南区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巴南
区，拥有百万粉丝的大V受邀加入网络舆情
分析专家库；快递小哥、的士司机组建“先锋骑
士”志愿服务队、“雷锋的士”爱心助考志愿服
务队、互联网企业志愿服务队等，常态化活跃
在爱心送考、平安建设、文明创建、民生保供、
抗旱送水、森林防火、抗洪救灾、护童成长等志
愿服务和公益活动中……

从个人之星到社会之星，巴南区正团结和
引导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不断从“新力
量”转变为“星力量”，进行一场场心心相印的
双向奔赴。

新媒体从业者、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
新就业群体，是基层治理中的“新力量”。新形势下
如何凝“新”聚力？巴南区的探索实践带来启示——

帮新就业群体找到

本报讯（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杨铌紫）10月 29日，市委社
会工作部等部门印发《重庆市打造
新就业群体“友好城市”十五条措
施》，明确重庆将在小区、园区、商
圈、楼宇、市场、校园等区域打造政
策友好、设施友好、服务友好的友
好场景，着力改善相关新就业群体
的工作条件；推动签订网约配送行
为公约，倡导文明配送，实施“扫码
管理”等，着力解决“进门难”。

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重庆将在新就业群
体集聚区域，统筹利用党群服务
中心，整合户外劳动者驿站、社会
工作服务站、物业服务中心、志愿
服务站、渝“新”驿站等功能设立
党群服务站，为新就业群体提供
学习培训、人文关怀、生活便利等
暖心服务。将整合群团组织和社
会专业机构资源，提供“假期托
管+兴趣课程”等普惠性服务，着
力解决新就业群体“子女看护
难”。同时，还将整合社会医疗机
构资源，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健康
咨询、健康讲座、健康体检等公益
医疗服务。

此外，重庆还将积极开展
“最美社会工作者”等宣传活动，
每年选树一批新就业群体先进
典型并组织宣传，对其中的见义
勇为等突出贡献者予以特别奖
励。探索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
治理积分兑换奖励机制，推动融
入“141”基层智治体系。

市委社会工作部会同市委组
织部、市交通运输委、市市场监管
局还联合开展了全市“两司”（货车
司机、网约车司机）及网约配送员
党员情况摸排并纳入有效管理，现
已摸排出“两司”党员8212名，网
约配送党员166名。

重庆打造新就业群体
“友好城市”

家家

巴南区“乡土网红”培育实操训练现场。 （本栏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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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村图书室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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