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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大地奏响春天里的“奋进曲”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张燕

重庆很大，巴山渝水包罗万象。但
这广阔天地，一步一步皆可抵达，一步
一步便可丈量。

行走，让人与城深度联结。这一
次，本报记者用 7 个故事，解读“新动
能”、展现“新工程”、描绘“山乡变”、致
敬“奋斗者”、落笔“千万家”、定格“春运
路”、讲述“中国年”，刻印重庆经济社会
发展的方方面面，勾勒出新重庆的多维
面貌，编织起一幅立体的时代画卷。

行走，让人与城强烈共鸣。当机械
臂划出优雅弧线，当机器轰鸣奏响项目
强音，当小小村落变成“艺术小镇”，当
劳动人民挥洒汗水，当千家万户阖家团
圆，当春运归途熨帖人心，当春晚重庆
分会场令万众瞩目，巴渝儿女强烈感受
到——在这里，传统和转型相得益彰，
科技与人文双向奔赴，乡村与艺术琴瑟
和鸣，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交响共振。

你看，成渝中线高铁中梁山隧道
机器轰鸣；鑫景特玻内生产线高速运
转；石柱小镇“绘”出艺术范儿；春运列
车长王丹倾情服务旅客；停摆多年的
电梯“动”起来了……记者的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变成细腻的文字、生动
的镜头，变成翔实的数据、真实的案
例，呈现出一个活力重庆、美丽重庆、
幸福重庆。

正是一步步行走，一次次丈量，让
故事串联成珠，让城市立体丰满。这些
看似独立的叙事单元，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构成了新重庆的全貌——山城，
是新意十足的，是创意不竭的，是绿意
盎然的，是暖意满满的，是诗意充盈的。

在踏实地行走中，感受时代的脉
动。这或许就是新重庆故事最动人的
讲述方式——于工厂车间里记录产业
蝶变，于田间地头看到振兴潜力，于万
家灯火中照见星辰大海，于春运旅途中
见证四通八达，于人间烟火处镌刻奋斗
身影。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

2月7日上午8时，天空飘着细雨，身着工作服，
头戴安全帽的凿岩台车操作手王斌爬上高达3米的
凿岩台车，按下启动按钮，凿岩台车发动机轰然响起，
成渝中线高铁中梁山隧道继续向前掘进。

今年，成渝中线高铁将迎来主体工程收官，全线
重难点及控制性工程——中梁山隧道也将全隧贯
通。2月5日，中铁十二局成渝中线铁路项目部1200
余名建设者与200余台大型机械同步投入作业，率先
在全线奏响复工复产“奋进曲”。

上午11时，随着最后一孔凿完，王斌长长地松了
一口气。“隧道24小时轮流作业，目前，凿岩台车以每
天3米的进度开挖。”中铁十二局成渝中线铁路项目
部总工程师康建民介绍，智能台车让施工效率提升
50%。

据介绍，除了春节期间主动留守的值班人员外，
大年初一起，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就开始陆续返
岗。隧道技术员杨帆，今年23岁，来自湖南邵阳。

2023年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中梁山隧道，已在施工
现场度过了两个春节。

“我刚毕业，现场实战经验不足，春节留守期间，
可以多学点知识、积累点经验。”杨帆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项目部还提前储备了复工复产所需的
物资。节前，隧道施工所需的砂石料、水泥、粉煤灰、
钢材等材料实现满仓储备，可满足1个月所需。

按照传统作业方式，中梁山隧道只需开挖6个作
业面。为如期完成贯通任务，该隧道作业面增加到8
个，施工效率提高约30%。同时，全隧还配备了成套
化智能管控系统，如应用超前地质预报系统、围岩监
控量测系统等，可提前2小时预警地表突变，整体施
工效率提升15%。

截至2月6日，中梁山隧道累计掘进2950余米，
占总长约45%，预计年内将实现贯通。

长江沿岸铁路集团重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成渝中线高铁项目建成后，重庆、成都将实现1小
时内通达，受益人口近3000万，将极大便利沿线群众
出行。

上千建设者加速掘进中梁山隧道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何春阳

“高空作业马虎不得，你们一定
注意安全哈。”2月6日早上，家住南
岸区海棠溪街道的老人邵惠民看见
小区门口的电梯改造项目正在进
行，便一再嘱咐现场监理。最近，进
出小区的居民们几乎都会在大门口
驻足观看一小会儿。

这是和泓南山道社区党委通
过议事协商、民主参与，最终达成
一致的成功“实验”，也是该小区通
过征求意见“撬动”大修基金开展
的最大工程，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
的痛点，将让上万人日常出行更安
全便捷。

和泓南山道社区紧邻南岸区江
南体育馆，辖区内仅有和泓南山道一
个物业小区，常住居民4682户，人数
11709人。起初小区大门口有一个
自动扶梯，但没几年就“停摆”了，导
致居民进出小区必须经过高差4.5米
的阶梯，不便于“一老一小”和残疾人
等群体出行。

随着老龄化人群日益增多，出

行矛盾愈发突出。社区党委巧用
“三事分流”工作法，组成由社区
党组织、网格员、物业、业主代表
构成的“一心一议”建设工作小
组，并召开协商会议加紧推进改造
工作。

作为老党员的邵惠民大爷便是
小组其中一员。他清楚记得召开第
一次协商会议时，现场意见“交锋”
最为激烈。

“有人说把扶梯维修一下就行
了，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来的扶梯拆
掉，换一个全新的，有人建议将扶梯
改为直梯。”邵大爷说，最终多数人
还是赞成将扶梯改为直梯。

在此后的协商会议中，社区党
委又专门邀请设计公司、监理单位
加入其中，请各方坐下来详细了解
改造工程的“门道”，敲定设计方案，
形成合理报价。改造工程启动后，
社区在每个重要节点做好公示和解
释，保证每个环节都有业主代表现
场见证。按照现在的速度，预计3
月中下旬直梯就能修好，届时居民
就能轻松出行了。

电梯改造让居民不再“上下为难”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2月7日，走进石柱县桥头镇长沙村，映入眼帘
的是一幅惬意的画卷——三三两两的游客或在露营
基地烧烤、歌唱，或在民宿小院静坐品茶，或坐着环湖
小火车近距离欣赏波光粼粼的藤子沟水库。“今年春
节我们日均接待游客1200人左右，旅游收入超150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万元！”桥头镇党委书记
王东高兴地说。

桥头镇是全市17个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
之一，由市委宣传部帮扶集团对口帮扶。

万亩脆红李、藤子沟国家湿地公园、大寨坎土司
遗址……驻乡工作队到来后，为桥头镇定下了农文
旅融合发展的路子。很快，返乡创业的刘书琴在桥
头村办起全镇第一家民宿“冇名堂”；石柱县深耕旅
游业多年的袁权在长沙村建起了露营基地；巴南深
耕民宿业的刘晓波在瓦屋村建起了再别康桥艺术展

览馆民宿院落……
随着越来越多业主来到桥头镇投资兴业，桥头镇

的业态越来越丰富，风景也越来越“时尚”。“我们正在
创建3A级旅游景区。”王东说，长沙村已成为桥头镇
当之无愧的热门打卡点。

改造后的小镇，也开始吸引一些写生爱好者前来
采风。桥头镇随即提出了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构想。

2022年，桥头镇被授牌为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写
生基地、重庆市文艺创作采风基地、重庆市文学创
作采风基地。目前，已有超2万名学生、艺术爱好者
来到桥头，他们用独特视角呈现了桥头的美。“这也
带动了餐饮、住宿的发展。春节期间，这里的一家咖
啡馆日均卖出咖啡800余杯。”王东说。

新的一年，桥头镇又有大动作：在长沙村，环湖公
路正在加紧修建，预计将于4月完工；水上运动小镇项
目也在火热推进，将在暑假之前正式投用。与此同时，
在水库周边，山水林田湖草整治项目也在陆续开展。

“艺术小镇”今年又有大动作
【山乡新画卷】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面对我司急迫的交货需求，贵公司迅速组织生产
力量，加班加点，确保了首台水轮机组提前交付。”

2月6日，大年初九，细雨绵绵，在位于江津珞璜
工业园的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下属水轮机厂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水公司）生产车间，运行部部
长牟成又拿出这封来自非洲的感谢信，为工友们新年
开工加油打气。

这封感谢信让牟成的思绪回到去年11月底。当
时，他接到通知，中国能建葛洲坝机电公司承建的四川
岷江彭山尖子山航电枢纽工程今年春节不停工，重水
公司承接的水力发电机组必须在春节前交付。“3个
月的工作量要在两个月内完成！”牟成坦言，时间紧、任
务重、人手少，大家心头都没底。

关键时刻，一封感谢信传到牟成手中。这封感谢
信让牟成与工友们了解到，公司派出的十余名技术人

员在国外冒着各种危险，顺利完成安装修复工作，得
到业主高度赞赏。“外派技术人员在那么危险、恶劣的
环境下出色地完成工作，在国内工作的我们没有理由
完不成订单！”牟成鼓励道。

随即，牟成协调各方资源，按照“三班倒”的方式，
加班加点推进发电机组的生产，整整两个月，牟成每天
都要干满12小时。1月18日，崭新的发电机组顺利下
线，确保了尖子山航电枢纽工程项目持续施工。

1月24日，牟成又接到通知，2月底要确保菲律
宾普拉奈项目外导环交付。牟成深知，出口市场对公
司的重要性，必须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好每一个订
单。牟成立即组织工人加班加点生产。除夕和大年
初一，工友们也在夜以继日地抓紧生产。

新春上班第一天，牟成又被任命为车间设备负责
人。“加重担更要加油干！”牟成说，2025年公司的目标
任务是年产值4亿元，任务十分艰巨。但他坚定地说：

“拼了！今年必须打赢这场‘硬仗’！”

“拼了！今年必须打赢这场‘硬仗’！”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小朋友不要乱跑，要把妈妈牵
好。”“婆婆，您慢点走，时间还
早！”……2月5日凌晨12时25分，
从泸州驶出的G4678次列车到达
广州南，停靠25分钟后，列车又将
折返重庆西。列车长王丹走到站
台，迎接旅客上车。

“春运期间客流增加，增开夜间
动车，就是为了保障更多人能坐上
回家的车。”虽难掩疲惫，可王丹依
然整理好仪表，用真诚的笑脸面对
每一位旅客。

34岁的王丹，是中国铁路成都
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客运段动车五
队列车长。王丹18岁进入铁路系
统工作，今年是她参与的第16个春
运。

春运期间，王丹值乘了两趟
夜间动车。王丹说，乘坐夜间动
车的乘客大多是返乡务工人员，他
们拿的行李较多，需要列车员帮忙
摆放整理。此外，乘坐夜间车的
旅客容易犯困，需要做好禁烟宣
传。

深夜飞驰的列车上，整个车厢
都在熟睡，王丹巡视的脚步也变得
更加轻。巡视中，王丹发现一位带
着婴儿回广州探亲的年轻爸爸。该
乘客因独自带着孩子，上厕所、吃饭
等都不太方便。于是，王丹提出暂
时帮忙照顾孩子，好让这位爸爸抓
紧去餐车吃饭。

“这是乘客对我们的信任。”王
丹告诉记者，列车上发生了很多这
样温馨的小故事——今年春节前，
一趟从广州南到重庆西的列车上，
一位中年男子找到王丹要求补票：

“我赶着回去给老母亲过90岁生
日，能不能帮帮忙？”王丹帮他补了
无座票，又给他搬来一个爱心凳。
列车即将到达时，这名乘客专程找
到王丹归还凳子，连连道谢还说了
声“新年快乐”。

乘客中，有老人带孙辈奔赴远方
看望亲人，有人背上亲手做的腊肉香
肠回家与父母团聚……于王丹而言，
在这一趟趟通往幸福的列车上，她不
只是运送旅客的服务者，更是幸福的
传递者。“付出都是为了让旅客平安
到达目的地。”王丹说。

是旅途守护者也是幸福传递者

【情满春运路】

【致敬奋斗者】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2月7日，位于两江新区水土新城的重庆鑫景特
种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景特玻”）生产车间，机
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多条作业线全负荷运转。

鑫景特玻是全球领先的特种玻璃科技型企业。
“为保障产品连续交付，假期里我们实施全天候不间
断生产。”鑫景特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李国辉称，春节
假期，企业130多名员工在岗，其间共完成100吨产
量。现在大家正铆足干劲开足马力，冲刺一季度“开
门红”。

“砰！”实验室里，技术人员把一小块透明纳米微
晶玻璃固定在实验器材底部，在玻璃正上方，一颗60
多克重的铁球坠落，重重地砸在玻璃上，玻璃却完好
无损。这样的“落球实验”，每天都在鑫景特玻实验室
反复上演。每一批玻璃出厂前，都会经历数十次这般

“考验”，以此确保产品品质。
通过掌握“硬核”技术，鑫景特玻研发生产的玻璃

产品不仅应用在手机屏幕上，还广泛应用在航空、高

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在鑫景特玻产品展厅，记者看到了配套国产大飞

机C919的风挡玻璃高性能航空玻璃原片。鑫景特
玻研发人员表示，风挡玻璃是飞机关键部件之一，虽
然面积不大，但涵盖玻璃制造中几乎所有高精尖技
术，可以说是最难造的玻璃产品。

这块自主研发的航空玻璃，其原料包含了硅、
铝、锂等多种元素。其中，硅是玻璃生产的最主要原
料，铝可以增强强度，让玻璃更抗冲击，锂可以让玻璃
表面不容易划伤，保持平整清晰。在玻璃制造过程
中，研发生产人员还运用多种化学工艺，重新排列玻
璃的离子结构，增加玻璃应力。

目前，鑫景特玻不仅是C919风挡玻璃原片唯一
供应商，还牵头起草了航空用铝硅玻璃、触摸屏盖板
用高铝硅玻璃这两项国家标准。

据介绍，去年鑫景特玻全年实现12亿元产值，并
引进8名博士、20多名硕士，充实了研发力量。今年
企业成立了新部门，着手新产品研发，计划在特种玻
璃跨行业新应用方面取得突破。

“重庆造”特种玻璃冲刺“开门红”

【见证新动能】

用脚步丈量
新重庆

【巡礼新工程】

【温暖进万家】

【文化中国年】

▲谭先华的面塑摊前围满了孩子。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鑫景特玻研发人员开展技术实验。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2月7日，春节假期刚刚结束，
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庆面塑”市级代
表性传承人谭先华家里，一场抽空
举行的紧急家庭会议正在召开，主
题是安排元宵节的工作。

“我和你妈妈去沙坪坝的游园
会，你去教孩子们做面人，你表哥
表姐各自去支援其他区县的元宵
活动。”谭先华给每个人指派着任
务。

这样的繁忙，已经持续了一个
多月。谭先华是“重庆面塑”的市
级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妻子、女儿、
侄儿侄女们都是“重庆面塑”区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每年都是这
样，从元旦忙到元宵，为大家伙捏

‘年’。”
“这两个月忙的不是生意，而是

给老百姓送‘年货’。”指着为蛇年专
门设计的面塑作品“蛇盘兔”，谭先
华说，在春节假期里，这个小玩意成
了抢手货。

谭先华和家人们每天都会带上

百余个配好色的面团出摊，“娃儿喜
欢现场自己亲手捏一个，我们决定
边展示边教学，把最基础的面塑技
艺传给更多青少年。”当天下午，九
龙坡巴国城，谭先华的面塑摊前围
满了大小孩子们。9岁的王志悦举
着木棍上差不多成形的面塑小蛇
递过来，谭先华接过“小蛇”手把手
地传授精髓。“你们平时在电视上
看到的蛇是不是都有鳞片，所以还
要用小木块给蛇压出鳞甲。”看着围
上来的孩子们，谭先华现场讲起了
课。

除了“蛇盘兔”，谭先华还为蛇
年春节设计了一整套戴着虎头帽、
兔儿爷帽、蝴蝶结的面塑蛇，这些
面塑蛇也成了孩子们最爱的“年
货”。

来自市非遗保护协会的统计
数据显示，在春节假期，共有数百
名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上街
头，为老百姓送去包括剪纸、糖画、
竹编、春联等在内的各式非遗“年
货”，引领市民游客一起欢度首个

“非遗版”春节。

他们走上街头送出最美年货

▲王丹（右）正在为旅客答疑。

▲牟成（右）和同事在车间查验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