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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
毅）12月26日，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
员会发布消息，在即将到来的元旦佳节，我
市文旅行业共策划推出100余场（项）元旦
文旅主题活动，供市民游客在欢度佳节的
同时，尽情畅享文旅带来的乐趣。

在景区景点方面，全市各大景区景点
结合“元旦”主题装扮一新，共推出文旅
节庆活动60余场，涵盖非遗、音乐、国潮
等多个方面，以满足游客吃喝玩乐多元
化需求。其中，北碚金刀峡景区将举行

2025元旦金刀峡新年环保徒步活动；武
陵山国家森林公园将举行第六届迎新春
欢乐冰雪季；永川乐和乐都景区将举行

“元旦大熊猫一周年”活动；南川金佛山
景区将举行苗族舞蹈、人偶快闪、人偶互
动等系列元旦活动；大足宝顶山景区将
开展“元旦新启，石刻焕彩”——大足石
刻元旦主题活动；璧山区梦界水世界将
举行第十六届中国西部动漫文化节；永
川松溉古镇将举行新年亮灯仪式；重庆
欢乐谷景区将举行跨年音乐季；涪陵美
心红酒小镇景区将举行趣味登天梯比
赛、公路跨年音乐会、极光雪花篝火狂
欢、街头围炉煮茶等活动。

在博物馆展出方面，全市各大博物馆
结合自身特色，以庆祝元旦为契机，推出
各类展览展陈、互动体验活动30余项，让

市民游客充分感受博物馆里过元旦的浓
厚氛围。其中，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将组
织开展“元旦 嗨玩”系列活动；重庆自然
博物馆将开展2025年“灵蛇献瑞，喜迎元
旦”主题活动；大渡口区博物馆将开展“辞
旧迎新庆元旦，博物馆里贺新年”元旦系
列活动；沙坪坝博物馆将举行“辞旧迎新
欢庆元旦”2025元旦节活动；卢作孚纪念
馆将开展“瑞剪迎春 剪蕴绘美”活动；巫
山博物馆将开展“寻宝巫山·博物馆探秘”
亲子游活动。

在群文活动方面，元旦节前后，全市各
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领
域共策划群众文化活动40余项，包括渝北
区美术馆的“妙笔翰墨庆元旦 文化传承迎
新年”元旦名家馆藏书画作品展、北碚区文
化馆的2024年第二十一届“金色童年”少

儿迎新书画作品展、黔江区图书馆的丹函
萃蕴展览、新华书店北碚老城店的“新华
杯”迎新诗歌诵读会等。

在演出方面，我市各大文艺场馆、演艺
新空间聚焦演唱会、舞台剧、戏曲艺术、旅
游演艺等特色演出，汇聚各类中外演艺资
源，共策划推出了演艺活动30余场次。这
些演出包括文旅驻场杂技秀《极限快乐2》、
旅游驻场川剧演出《醉人的川剧》、非遗精
品演艺《戏山城》等，以及冰雪奇幻儿童剧
《冰雪女王》、大型魔术亲子专场《惊天魔幻
秀》、沉浸式音乐儿童剧《木偶奇遇记》、沉
浸式音乐儿童剧《小红帽》、龙梅子“都说”
巡回演唱会重庆站、锐意新生—2025跨年
音乐会、俄罗斯克麦罗沃国立爱乐乐团·致
敬施特劳斯—中外经典名曲新年交响音乐
会等剧场演出。

100余场文旅主题活动轮番上演

元旦佳节 重庆耍事多

■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他是重庆果园港一名普通
的桥吊司机，以精湛的技术、创
新的思维，淬炼成果园港“第一
吊”，成为向上攀登的新生力

量。他就是重庆果园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操作部副部长胡万
琪。

“我只是港口一名普通工人，见证了果园港在智慧、绿色港
口建设中取得的成绩。这一路，是团队的并肩作战，是大家默默
支持，让我能坚守初心。”近日，胡万琪获评2024年度“感动重庆
十大人物”，面对这份荣誉，他坚定地说，自己将继续做好一颗

“螺丝钉”，带动更多身边人，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浪潮中，在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踏实苦干、勇于创新。

胡万琪今年38岁，在桥吊司机岗位上已经干了18年。他
说，桥吊司机是一项对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主要是在抓箱、放
箱的过程中，需要通过肉眼将误差控制在厘米级，“虽然我的工
作只是与一个个铁皮箱打交道，但它们装载的是这座城市经济
发展的未来。”

看似简单轻松的操作，要做到快速高效、一次到位、近乎无
声响，需要长年累月地练习和实操。

2006年，从部队复员后，胡万琪来到果园港，跟着师傅学习
桥吊技术，8个多月后正式上岗，比计划上岗时间提前了近两个
月。

为了更好掌握集装箱吊装的一次性对准，胡万琪经常利用
休息时间和无作业任务时间到桥吊操作室反复摸索其中要领。

“每吊取一件货物时，首先要透过脚下的钢化玻璃瞄准集装
箱的四个边角，然后操作机器将十几二十吨的大箱子缓慢吊起，
抓取误差还要保持在厘米级，再运送到指定货运车辆位置。”胡
万琪分享起他的吊装经验，与一般大型机械操作人员相比，桥吊
司机要求更高，每个动作都必须准确无误，不能有半点闪失。因
为一旦出了事故，既影响港口吞吐效率，又影响船期。

随着对设备熟悉度越来越高，胡万琪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通常而言，桥吊司机每小时的单机作业量一般在15个自然箱，
而胡万琪每小时的单机作业量能达到25个以上自然箱，在他手
上，千斤重物直接变“鸿毛”。同事们都说，看胡万琪操作桥吊是
一种享受。

2016年，果园港推动智慧港建设，港区需要实施场桥远程
操控系统重点技改项目，胡万琪担起了技改重担。

在实施场桥远程操控系统扩能畅通重点技改项目时，胡万
琪带领组员熟练掌握了一个远程操作司机同时对3至4台场桥
进行作业控制技术，让果园港对港区场桥实现无人操控半自动
化远程操控，果园枢纽货物中转效能大幅提升。

为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难点、热点问题，2019年，胡万琪劳模
创新工作室成立，胡万琪和同事们完成改造堆高机发动机、延长
钢丝绳使用寿命、消除因卷盘装置故障碾压电缆的事故、防止集
装箱作业过程中“保龄球”事故等创新成果转化5项，取得经济
效益300余万元。同时，工作室已先后完成8个课题，为公司节
省了数百万元的成本。

作为专业技术领域的领头人，胡万琪凭借出色的业务成绩
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重庆市五一劳动
奖章”“重庆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果园港从最初只有4台场
桥、2个堆场到如今发展成为内陆重要的国际物流枢纽，胡万琪
是见证人之一，更是建设者之一。

2024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胡万琪：

千斤重物在他手上变“鸿毛”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有时像
一杯苦咖啡，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做好每
一件事情，就好比往里面加糖，咖啡喝
起来也不那么苦了。”近日，家住大足区
古龙镇的留守儿童媛媛（化名）、芳芳
（化名）姐妹俩和大足区同德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的社工分享阅读寓言故事《蜜
蜂与蝴蝶》后的心得体会。

媛媛和芳芳相差3岁，都在上小
学。家中父母均在外地打工，属于典型
的困境留守儿童。何为困境儿童和留
守儿童？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市冬青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李长洪表示，困
境儿童是指由于儿童自身、家庭和外界
等原因陷入困境，需要予以帮助或保障
的儿童；留守儿童则是指父母双方外出
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
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是最需要关
心帮助的群体之一，做好对他们的关爱
帮扶，体现的是党和政府的民生厚度、
政策温度。”大足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区现有未成年人21万余名，其
中留守儿童2000多名，困境儿童500
多名。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困境儿
童、留守儿童心理问题较为突出。

该负责人透露，近年来，该区实施
“足够爱你”“千手护蕾”“益童筑梦”“美
丽心灵辅导团”等项目，护航困境留守
儿童心理健康。同时，该区还成立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关爱领导小组，整合卫健
系统专业医师、教育系统心理教师、美
丽心灵辅导团专业人员等资源，启动

“互联网+未成年人保护关爱”平台，建
立发现干预、反馈转介机制；依托智慧
民政儿童关爱平台，开通12355心理咨

询热线和未成年人保护服务热线，及时
接受困境儿童及监护人求助。

以“足够爱你”儿童心理健康关爱
服务项目为例，该项目于2023年7月启
动。服务团队通过“筛查+评估+疗愈”的
方式，对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进行心理
风险评估，实行“绿——零风险、黄——
低风险、橙——中风险、红——高风险”
四色分类管理，并依托区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中心定期开展心理沙龙、小组交流
等活动，为他们提供心理关爱服务。媛
媛和芳芳便是首批受益者之一。

记者了解到，重庆市正在全市开展
“童心相伴”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心理

健康关爱服务项目，用心用情用力呵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今年，市民政局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组织第三方专
业机构，以乡镇（街道）为单位，利用周
末、暑假等时间节点，对全市13万名困
境儿童和留守儿童进行心理健康辅导，
提供心理健康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
育、家庭关系调适等服务，并对有需要
的儿童进行个案帮扶，同时面向儿童监
护人开展家庭监护能力提升辅导。

截至目前，我市配备乡镇（街道）儿
童督导员1031名、村（社区）儿童主任
1.1万名，用足政策资源帮助困境儿童、
留守儿童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重庆为13万困境留守儿童提供心理健康教育辅导——

“童心相伴”用心用情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双双 实习生 张
敏杰）记录历史，见证变迁，讴歌时代。12月26日，大型3D纪
录电影《新三峡》重庆首映礼暨爱国主义教育及对口支援感恩
回访公益展映活动启动仪式在重庆保利万和影城（大礼堂店）
举行。

《新三峡》由原国务院三峡办（现合并水利部）、重庆市人民
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和中央新影集团
联合摄制，中央新影国际传媒承制，影片将于2025年在院线上
映。

生在三峡、长在三峡、跟踪拍摄三峡30年，影片总导演杨书
华见证着三峡之变。杨书华介绍，影片通过三维立体影像技术，
以电影化的语言、国际化的风格讲述新三峡故事，全景式反映了
三峡工程建成后三峡库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风貌、新气象、
新变化和新发展。为将该片创作成一部高水准的精品力作，剧
组还邀请电影《阿凡达》视效总监恰克·康米斯基等5位国际电
影大师加盟，参与指导和创作。

片中，长江客轮老船长杜崇新，正执行退休前最后一次航行
任务，轮船平稳穿梭在三峡，让杜崇新回忆起三峡大坝蓄水前，
船行三峡时的提心吊胆和惊心动魄；船工赵氏兄弟在三峡大坝
建成后，变身演员在三峡景区的帆船上表演划桨、喊号子；当年
的移民余胜清，如今已是长江口崇明岛上的市政工人，多年后重
返故乡云阳，看到旧貌换新颜的情景恍若隔世；6岁的小姑娘石
婉玉在苏州学习昆曲，后又回到家乡重庆学习川剧，举手投足间
向世界传递着故乡的崭新面貌；三峡题材摄影师佘代科，几十年
如一日记录三峡变化，累计拍摄了几万张照片，年过古稀的他再
次背上摄影器材，又踏上了拍摄三峡的行程……《新三峡》时长
60分钟，演绎了5组平凡人物的故事，以小见大、以情动人，表达
对三峡工程、三峡人民的讴歌与赞美。

据介绍，以本次首映礼为起点，将开展一系列以“三峡情·中
国心”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及对口支援感恩回馈公益展映活
动，拟通过100场公益观影活动、100位公益传播大使、100个公
益支持机构，以纪录电影《新三峡》为载体，展示发展成就、宣传
三峡精神、传递爱国情怀。在当天的活动中，片方为44名公益
传播大使颁发了聘书。

讲述三峡新风貌、新景观、新气象

3D纪录电影《新三峡》在重庆首映

办好民生实事
书写温暖答卷  【数读】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2024年，重庆市将“童心相伴”困境儿童和留守
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项目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成
为全国首个将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关爱纳
入重点民生实事的省级政府。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以来，该项目已累计开展团辅活动2104场，惠及困
境留守儿童16万人次。

聚焦困境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我市还实行了哪些
保障性举措？下一步，如何把该项工作继续做深做
实？记者采访了市民政局、市教委等部门相关负责人。

问：我市如何持续提升困境儿童保障、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能力？

答：全市通过构建市、区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村（居）儿童主任、基层网格员
五级服务网络，依托社会救助、社会组织、公益慈善“三
大服务联合体”，全力护航全市1.2万余名孤儿、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和12.3万余名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问：该项工作下一步如何巩固并继续做深做实？
答：今年1月，市民政局、市教委、市妇联等14

部门联合启动了城乡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
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提出到2026年，重庆市城乡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精神素养明显提升，全社会关心
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氛围更加浓厚。

今年6月，市政府出台《进一步加强城乡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工作方案》，部署提升家庭监护质量、抓
实心理健康服务、预防违法犯罪、防范遭受不法侵
害、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优化儿童成长环境、深入发
动社会参与、逐步减少留守现象、推动数字赋能等9
个重点任务，健全发现预警、监护帮扶、失职惩戒、协
调联动4项机制。

接下来，重庆将持续建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体
系、服务体系和支撑体系，聚焦精神素养提升、监护
提质、精准帮扶、安全防护和固本强基五方面，满足
儿童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使困境儿童、留守儿童获
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2104场团辅活动惠及
困境留守儿童16万人次

【新闻链接】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
铌紫）12月26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文明
办主办的2024年重庆市“新时代好少年”
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重庆市兼善中学蔡家
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

发布仪式以“少年力量 筑梦未来”为
主题，通过生动鲜活的事迹短片、真诚动人
的故事讲述、形式多样的舞台呈现，重点介
绍了2024年我市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获
得者石柱三河小学女子足球队、北碚学生
吕世蓬的先进事迹，发布了2024年重庆市

“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向全社会推介了可
亲、可敬、可信、可学的少年儿童典型。

活动现场，石柱三河小学女子足球队
走上舞台，分享了她们永不服输的足球精
神和敢于向命运挑战的少年志气。

这支来自石柱大山的“铿锵玫瑰”在
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发展起了一支200多
人的女子足球队。短短11年，她们捧回
30多个比赛奖杯，送出70多名队员到重
庆中心城区深造，培育了32名国家一级运
动员；她们坚毅、勇敢、热爱，凭着一股子
韧性、拼劲，“踢”出一连串大山里的“体育
传奇”和“教育奇迹”。

随后，北碚学生吕世蓬分享了他怀揣
科学梦想，在科创世界刻苦研究、积极投入
科技创新的实践感悟。

据了解，在2024年全国“新时代好少
年”发布仪式上，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
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等五部门向
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
事迹，我市2名（组）好少年荣获2024年全
国“新时代好少年”，其中石柱三河小学女

子足球队成为全国重点宣传发布对象。重
庆在这一全国性的评选表彰中已连续多年
走在全国前列。

本次活动还集中发布了100名2024年
重庆市“新时代好少年”和20名2024年北
碚区“新时代好少年”，他们品学兼优，朝气
蓬勃，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热爱科学、自强不息、乐于助人等方面表现
突出，展现了新时代重庆少年的靓丽风采。

发布仪式上，新时代好少年们向全市
少年儿童发出倡议，号召大家争做有志向、
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
敢创新、敢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

近年来，市委宣传部、市委文明办扎实
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宣传选树培育，坚持
把“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作为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
要载体，打造出具有重庆辨识度和全国影

响力的“甜甜虎”育人品牌。
同时，重庆健全推荐机制，严格选树标

准，通过学校、区县层层选拔，基层推荐、媒
体推荐等方式，发现身边好少年，每年选树
重庆“新时代好少年”100名，统筹市内媒
体资源传播好少年事迹，举办“新时代好少
年”发布仪式、夏令营、优秀书画作品展示
等宣传实践活动，在广大未成年人中积极
营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浓厚氛围。

2024年重庆市“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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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市民政局、市教委、团市委等）

●全市所有区县设置学生心理健康辅导中心，3255所中小
学校设置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室（组），形成市区（县）校三
级联动组织体系

●团市委不断完善12355青少年服务台，建立中小学“心灵
成长驿站”87个

●注重家校社联动，市妇联、市教委命名市级家庭教育创新
实践基地40个

●全市建成中小学心理辅导室 4030个，心理辅导室全面
覆盖

●组织专家公益宣讲团，奔赴20个区县开展32场心理健
康教育公益讲座

●按照师生比 1∶1000配备专
兼职心理健康教师，每所学
校至少配备 1名专职心理健
康教师

《新三峡》剧照。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