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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重庆产业工人获得
“全球冠军”称号！1月2日，记者从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获悉，
在日前于我市闭幕的“2024年度全球卓越工程师大赛”上，该公司
员工李莹在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中获得冠军，成为首个在这
一专项赛事中夺冠的中国选手。

据介绍，此次大赛累计吸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共1075支
团队参赛，整个赛事历时5个月层层比拼。

李莹说，他在公司主要负责炼铁事业部电气自动化技术管
理。通过近年参与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训，在岗位上能够熟练使用
多台企业内部设备和物料管理系统，对它们实现“全生命周期管
控”。也正是凭借熟练的技术操作，让李莹在此次竞赛中最终问鼎
桂冠。

在日常工作中，他会“数字宝武”微聊软件工具内，查看前一天
夜班反映的生产问题或者设备故障报备信息，使用数字化软件分
析原因并制定改进措施，在软件工具内进行回复；若是遇到需多个
部门协同处理的“棘手事”，则是通过软件工具中的跨组织部门搜
索到相关部门负责人，通过语音或视频进行技术沟通。李莹表示，
在数字技术加持下，以往要用3天才能做好的企业生产经营事务，
现在用时1天就能完成，并且还能对实施效果进行持续跟踪和评
价，大幅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效率和技术水平。

重庆产业工人获得
全球卓越工程师大赛专项冠军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松

“只要我还有能力，我就要把寻
亲这件事做下去。”1月3日，在记者
问及获奖感受时，合川区公安局南
津街派出所民警彭勇坚定地说。

彭勇的寻亲经历，还得从19
年前说起。2005年的一天，一位老人拦住正在社区走访的彭勇，
向他打听起一个叫“白沙场”的老地名，眼中满是期盼。

原来老人从成都来，少年时离开合川，从此与合川的亲人失去
联系，现在人老了，只想落叶归根。

恰好，彭勇在合川多个乡镇工作过，对各乡镇历史沿革及地理
环境很是熟悉。脑中立马闪现，白沙场就是现在涞滩镇的宝华
村。加上他长期与基层干部群众打交道，几番询问查找，很快就联
系上了老人的舅舅。

“警察同志，谢谢你帮我找到了家！”看到一家人久别重逢抱头
痛哭，彭勇的眼泪也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这一次助人寻亲的经
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后几年里，他在担任社区民警时发现，公安机关经常接到群
众求助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由于时间久远、人地生疏等原因，往
往成功率不高。“为民寻亲！”彭勇暗下决心，从此利用工作之余走
上了“24小时在线，节假日不休”的寻亲路。

“热心耐心细心、脚勤手勤口勤脑勤”是他一以贯之的服务理念。
在他脑中，有一幅烂熟于心的地图，合川全区大大小小地名的

前世今生他总能娓娓道来；在他手机里，有一部“神通广大”的通讯
录，手机里2000多个基层干部群众的联系方式是他强大的“关系
网”；在他办公室，一本本皱皱巴巴的笔记本，一页页人物关系图谱
他都如数家珍。

2022年9月20日，合川区公安局“彭勇寻亲工作室”挂牌成
立。工作室汇集户政管理、刑事技术、大数据分析等专业人才12名，
在人像比对、DNA鉴定等现代科技手段加持下，寻亲效率大大提
高。2024年，“彭勇寻亲工作室”已经成功帮助61位寻亲者圆梦。

简洁的工作室里，挂满了一张张团圆的合影，69面锦旗背后
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其中一面，是来自台湾群众唐启明的。

1949年，唐启明的父亲唐友仪迁居台湾，上世纪80年代，唐友
仪与合川老家亲人有了书信往来，正欲回乡时，却突发疾病离世。

“弥留之际，爸爸还念叨着‘回家’，合川有黄澄澄的枇杷，白嫩嫩的
豆花……”这份浓浓的桑梓情，让血脉相连的唐启明铭刻于心。

2024年初，他无意间看到一则家乡合川“彭勇寻亲工作室”的
报道，激动的他立即找到“平安合川”微信公众号留言求助。

唐启明提供了几个亲人的名字，彭勇一番寻找发现，无论是户
籍信息系统，还是发动民政和台属一块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人。

“姓唐，这一点不会错，再试试！”彭勇辗转与合川唐氏宗亲文
化研究会取得了联系，在唐氏宗亲微信群中发布了一则寻亲启事，
最终找到了唐启明的亲人。

当唐启明踏上祖辈曾经生活过的土地，看到美丽富饶的景象，
感慨是彭勇帮助他实现了认祖归宗的愿望。

19年来，彭勇接受寻亲求助260起，已找到198起，成功率高
达75%，对没实现的寻亲求助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这是彭勇的执
着，也是他的信念。

2024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彭勇——

19年为198个家庭寻回亲人

4年500场演出
温暖老人孤寂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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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区黄桷坪街
道文明实践站，志愿者们
在讨论“一个观众的剧场”
节目情况。（摄于 2023 年
10月18日）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九龙坡区黄桷坪街
道搬运东村，老人感动地抱
住表演完节目后的小志愿
者。（摄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

通讯员 周舸 摄/视
觉重庆

◀九龙坡区黄桷坪街
道新市场社区，志愿者们
表演结束后与老人一起合
影。（摄于 2023 年 12 月 6
日）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双双

2024年12月17日，尽管天气阴冷，
但九龙坡区黄桷坪街道居民梁永碧心中
却暖洋洋的。“梁婆婆，我们开始表演了
哈！”当天上午，当来自重庆铁路小学幼
儿园的4名孩童，仰着笑脸说出这句话
时，梁永碧连声说着“要得！要得！”，迎
来了属于她的“专场”演出。

孩子们踏着简单而整齐的舞步，朝
气蓬勃的笑容让梁婆婆忍不住咧开了嘴
角。5岁小女孩月月上前拉着梁婆婆的
手，邀请老人加入跳舞的队伍。“我在家
练习跳舞的时候，爷爷奶奶都会积极加
入，我想梁奶奶肯定也是乐意的。”月月
如同小老师，带着80岁的梁永碧一起跟
着乐声舞动。

缘起
爱与责任的萌芽

这是黄桷坪街道“一个观众的剧
场”志愿服务活动的第500场演出。“一
个观众的剧场”志愿服务活动 2021年
发起，从最初的银发志愿者，到后来加
入的九龙小学、铁路小学的爱心小天
使，在黄桷坪街道各处都留下了温暖的
身影。

“一个观众的剧场”志愿服务活动发
起人贺明凤，退休前是九龙坡区黄桷坪
街道新市场社区党委书记。她说，会坚
持把服务活动办下去，给辖区更多老人
以温暖的陪伴。

“贺大姐”是黄桷坪街道许多居民对
贺明凤的称呼，当天的演出结束后，梁永
碧站起身来紧紧握住贺明凤的手，聊起
自己的近况。

在基层工作了几十年，贺明凤深知
辖区独居老人们内心的孤寂。每次走
访，总是想多陪他们聊聊天。但一个人
的力量终究有限，2020年 11月退休之
后，贺明凤总想着再多为老人们做点什
么。2021年，她被街道返聘负责银发志
愿服务工作，为了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
服务空巢老人的活动中来，贺明凤带领
辖区部分群众做起了“一个观众的剧场”
志愿服务活动。

汇聚
爱心力量的传递

最初，“一个观众的剧场”局限于邮
电支路社区开展活动，参与者是平均年
龄超过60岁的银发志愿者团队的阿姨
们。志愿者们自己编排舞蹈上门为老人
服务。

一次偶然的机会，贺明凤带着孙子
也去到了演出的现场，小孙子随意的一
个表演，让老人的眼睛亮了起来。

从那次开始，贺明凤明白，小孩子的

天真活泼，更能感染老人。于是，银发志
愿者加“爱心小天使”上门表演的形式被
固定下来。重庆铁路小学、九龙小学的
小朋友也加入进来，志愿者队伍从最初
的几个人到如今的几十个人，表演的范
围也从邮电支路社区扩展到黄桷坪街道
全域。

被称为“三姐”的银发志愿者袁心敏
手上有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
着许多老人的家庭住址、喜好，以便让

“一个观众的剧场”上门演出能更适合特
定的老年人。

此外，她还身兼编舞，独舞、双人舞、
群舞，每一场演出都不重样。在演出时，
袁心敏会细心准备服装，提醒同伴涂上
口红化好妆，一丝不苟，绝不会为只有一
个观众而敷衍含糊。

绽放
温暖花开满心田

“你心中有老人，老人心中就有你，
这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情感。”说起“一个
观众的剧场”志愿服务活动，贺明凤眼角
湿润。她表示，这些上门演出，让老人有
快乐和幸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让他们
感到没有被社会忘记。“今天我们为老人
服务，明天也会有人为我们服务，这也是
一种传承。”

4年时间，500场演出，受益的“一个
观众”很多，温暖了无数老人孤寂的心。

91岁的邹洪珍在黄桷坪街道新市场
社区居住了半个多世纪，她说：“我搬到
这里来的时候，儿子才几个月，如今儿子
都要退休了。”孩子们渐渐长大，各自成
了家，一个个离开了她身边，老伴过世之
后，她就一个人独居。

“孩子们工作忙，大多数时间都是我
自己一个人待着，买菜、做饭，偶尔也跟
大家在院坝里聊聊天。”邹婆婆说，自己
年轻时也爱好文艺，还参加过腰鼓队的
演出。“看到她们专门来给我演出，我从
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她说。

95岁高龄的罗开孝房间里摆了很多
老照片，老伴两年前过世，他一个人的生
活就更显孤寂。平时除去做饭、收拾房
屋，罗爷爷更多的时候都在屋里发呆，
加上听力退化，他与人交流的机会越来
越少。当银发志愿者们带着孩子们来
为他载歌载舞表演的时候，罗爷爷露出
了笑容。

82岁的黄仲先，在黄桷坪街道黄桷
花园社区一个3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独
自租住了5年。年轻时长期在冰天雪地
的环境中工作，黄仲先落下了气管炎的
老毛病，不能爬坡上坎，稍走一会就要

“歇歇气”。黄仲先表示，大多数的时间
他都在房间和电视做伴。所幸，黄爷爷
的房间外面，有一块平整的露台，经过社
区人员的改造，这里种上了不少植物，被
居民们取名“天空花园”。“你不要看这个
小花园冬天没精神，等到春天的时候会
开满鲜花，美得很。志愿者专门来给我
演出，我开心得很。”黄爷爷说起志愿者
对他的关爱，他的笑脸如同春天的花朵
绽放，温暖在心中蔓延。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勇）2024年12月30
日，记者从沙坪坝区“骑手友好街区”建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
前，沙坪坝区日均跑单骑手有5300余人，针对骑手这一新就业群
体面临的“进门难”“找路难”等8类问题，系统打造了暖“新”驿站、
暖“新”食堂等10类友好场景单元，靶向发力提供暖“新”服务。

2024年5月，沙坪坝在全市率先启动“骑手友好街区”建设，
召集了组织、社会工作、住建、市场监管、工会等18个部门组建工
作专班，将党委政府、平台公司、商家、消费者、外卖骑手五方主体
联动起来，共同加强骑手管理、关爱服务。

经过深入调研，沙坪坝梳理出骑手面临的“进门难”“找路难”
“停车难”“充换电难”“休息难”“就餐难”“融入难”“发展难”共8类
问题，系统打造暖“新”驿站、暖“新”食堂、暖“新”商户、友好医院、
友好校园、友好景区等10类友好场景单元，靶向发力提供暖“新”
服务。

其中，针对“进门难”，沙坪坝协调推动全区756个小区简化出
入程序、开放地下车行通道，建成“骑手友好小区”；针对“找路难”，
在老旧社区、大型小区等地形复杂区域多点布设“骑手友好地图”，
并完善道路交通指引；针对“休息难”，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
会驿站、劳动者港湾、物业服务阵地等现有阵地共建暖“新”驿站
210个，在骑手集中区域新建5个，标准化配备桌椅、饮水机、空调
等9项功能设施，方便骑手休息歇脚；针对“发展难”，联合职能部
门、群团组织、平台公司，为骑手提供技能学历提升、职业转型培训
等活动20余场次，拓展骑手职业发展空间。

接下来，沙坪坝力争在2025年底打造完成300个暖“新”驿
站、45个暖“新”食堂、500个暖“新”商户，新建600个骑手友好停
车位、84个友好小区，实现骑手友好校园、骑手友好医院全覆盖。

聚焦8类问题打造10类友好场景

沙坪坝为骑手提供暖“新”服务

““一个观众的剧场一个观众的剧场””

▲九龙坡区黄桷坪街
道黄桷花园，小志愿者们
表演欢快活泼的啦啦操看
得老人笑容满面。（摄于
2023年10月18日）

记者 郑宇 摄/视
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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