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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全市建成妇幼保健机构
40个

●全市妇女体质测定标准
合格以上比例为 94.13%，比
2023年提高8.53个百分点

●孕产妇死亡率为5.71/10
万，降低16.5个百分点，优于全
国水平

就业

●全市企业董事会中的女
职工董事占职工董事比重为
39%，比 2023 年提高 0.7 个百
分点

●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中女
性比例为36.2%，提高 1.2个百
分点，优于全国水平

司法保护

●全市面向女性的人身安
全保护令签发数为5223件，当
年度妇女获得法律援助 9037
人次

教育

●全市九年义务教育阶段
在校生中女生为148.3万人，占
在校生比重为47.8%

●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中
女生为54.8万人，占在校生比
重为47.5%，优于全国水平

●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
生为69.3万人，占在校生比重
为50%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松

在重庆公安队伍中，有这样一群人，她们用勇气、专
业、温情和柔情，撑起了公安事业的“半边天”。3月6日，
记者走近她们，认识了这些盛开在重庆警营里的“铿锵玫
瑰”。

勇气
她化装成“外卖员”直入窝点侦查

南岸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黄露，是一位有勇有谋的
案侦民警。为破案，她多次化装侦查，破获了许多大案要
案。

有一次，黄露和同事们到外省抓捕一名电诈犯罪嫌疑
人。经过多日蹲守，该嫌疑人家始终无人出入。“难道没在
家？”黄露决定化装成“外卖员”上门一探究竟。

“咚咚咚……”一阵敲门后，屋内没有动静。黄露拿出
手机，假装查看订单，又抬头看了看门牌号。正当她准备
假装打电话时，门开了。

嫌疑人一脸狐疑地问黄露：“我没点外卖啊。”“就是这

个门牌号啊，我马上再确认一下。”黄露一边与嫌疑人周
旋，一边故意提高了嗓音。

听到暗号的同事随即一拥而上，将嫌疑人成功抓获。

专业
她为数字警务提供强有力支撑

数字警务是公安工作破局的“利器”。2024年，重庆
公安创新推出了“情指行”一体化实战平台。

作为该平台的开发者之一，市公安局科信总队民警张
书聃介绍，通过该平台，各级公安指挥中心可以实时掌握
商圈景区、重点道路、大型活动现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现
场情况、调度一线警力。

“开发该平台时，我和同事们多次到一线调研，听取
一线民警的意见建议。”张书聃说，数字警务建设多年，各
个警种，甚至各个区县公安局都有自己的探索。但是平台
虽然建了不少，数据也收集了不少，用起来却很不方便。

为了打通各个数据平台，张书聃和同事们攻坚克难、
不懈努力，最终打造了“情指行”一体化实战平台，并在全
市推广。

温情
她急人所急，两天收到两面锦旗

两天内，重庆高新区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收到了
两面群众送来的锦旗。有一天，支队长耿荣一接到了西永
综合保税区内某涉外企业负责人求助。对方称，公司一名
外籍人员在泰国旅行时不慎将护照遗失，无法回国，但公
司有紧急公务需要对方尽快返回处理。

耿荣一立即带领同事们启动了“涉外企业绿色通道”，
一边向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口岸签证处汇报，一边帮助
其准备相关资料，加急办理口岸签证。

第二天，经多方努力，该外籍管理人员顺利抵达重
庆。事后，公司负责人送来锦旗，当面表示感谢。

也正是那时候，市民刘女士因公司派遣赴香港培训，
临行前才发现她还没有办理港澳通行证。得知此事后，耿
荣一随即带领同事们为其急事急办，多方协调和帮助下，
刘女士在出发前成功取得了港澳通行证。回来后，刘女士
也送来了锦旗。“解决企业难事，解决群众难题，都是我们
应当做的。”耿荣一说。

她有勇有谋破大案，她急人所急暖民心——

盛开在重庆警营里的铿锵玫瑰

数读
重庆市妇女发展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
见习记者 蒋婷 实习生 马厚雪

AI（人工智能）工程师是现在最火的
职业之一。“在这一行，女性AI算法工程师
虽然少，但也不是没有，我两个女性朋友也
都是工程师。”3月4日，在位于重庆高新区
的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人工智能研究院，熊
艺华坐在曲面屏电脑前，敲着键盘，屏幕上
出现一连串新的代码。

满屏的代码，让研究院里没干过这类
工作的同事都看蒙了。“佩服之至！熊艺华
是我们研究院乡村振兴项目组唯一的女性
AI算法工程师。”该同事说。

熊艺华毕业于统计学专业，却偏偏对
代码产生兴趣。敲代码、构建与优化模型、
分析和处理海量数据，是熊艺华每天必须
面对的工作内容。

“代码整体更倾向于规划、模块化，好
的代码结构注重分层，女性工程师在编写
代码时，往往更能注意细节和整体协调性，
有属于她们的优势。在人工智能领域，女
性从业者虽然较少，可一点不弱。”熊艺华
说。

目前，她参与开发的两个应用已经落
地转化。一是辅助诊疗，通过各医疗机构
数据互联互通，打造面向乡镇的基层医生
辅助诊疗、健康宣教支持、慢病管理等系
统，全面攻克基层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服务
能力薄弱等行业痛点。另一个是药师助
手，基于大模型引入预问诊等系统，目前已
经在2000多家药房试点使用。她还在参
与城市管理方面的智能应用开发，希望能
赋能大城“智”管。

“敲代码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她
想告诉一些视数学、计算机等为“猛虎”的
女性朋友：不要给自我设限。“正是这样，我
才有机会进入到最前沿的科技领域工作。
通过研发，让更多人享受到科技红利，是这
份工作的价值所在。希望更多女性可以进
入人工智能领域，为这个领域注入别样的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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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熊艺华在工作中。
记者 张质 摄/视觉重庆

在第115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一批新时代女性。她们或在职场拼搏，

或在家庭与事业间穿梭，或为社会无私奉献，以勇气、智慧和爱，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成为家

庭、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以及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3月5日，在位于渝中区的畅所
欲言MCN公司里，自媒体博主“下铺
小涵”正在拍摄最新一期短视频。镜
头前，她风趣且专业地介绍着手中的
产品。

“下铺小涵”本名刘芮，是一名
“95后”女孩。她用十年时间，成长为
拥有2600万粉丝的头部博主。她的
故事，既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也是自
媒体行业生态演变的缩影。

2020年，毕业于长江师范学院
播音主持专业的刘芮开启了她的美
食博主之旅，凭借“吃货”人设，获得
大量粉丝喜爱，零食品牌方的广告邀
约纷至沓来。伴随而来的是模仿者
激增，同质化内容泛滥，粉丝增长在
2022年陷入停滞，她的事业发展也遇
到了瓶颈。

刘芮积极寻求转型。2022年底，
她将目光投向 DIY 美食。一系列
DIY美食视频发布后，2023年初其粉
丝量达到600万。2023年下半年，刘
芮再次思考新的突破方向，选择回归

“声音”这一核心优势。她用年轻人
喜爱的二次元动漫声线制作美食视
频，创作“闺蜜系列”剧情视频，开辟
了“声优+美食”的新赛道，粉丝迅速
突破700万。

但到2024年，美食赛道又触及
天花板。刘芮决定结合剧情、声优以
及母婴、美妆等元素，进军母婴领
域。如今，刘芮已完全转型为“宝妈+
闺蜜”博主，通过短视频传递生活中
的正能量，全网粉丝达到2600万。

如今，刘芮利用自己的影响
力，通过短视频讲述重庆故事，吸
引粉丝打卡，为重庆城市宣传贡献
了力量。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马厚雪

3月6日清晨7点半，重庆动物园里，37岁
的刘晓打开大熊猫馆内场的闸门，迎接她的是
毛茸茸的耳朵和湿漉漉的鼻尖——大熊猫“渝
可”“渝爱”正用期待的眼神等待着“奶妈”。

这是刘晓成为大熊猫饲养员的第八年。
作为一名“奶妈”，她的日常工作不仅是照顾
可爱的国宝，更是一场充满挑战与温情的守
护之旅。

2006年，刘晓考入西南大学动物科学专
业。2018年，重庆动物园发布招聘启事。刘晓
通过层层考核，成功成为一名大熊猫饲养员。

如今，刘晓已经是重庆动物园的业务能
手。2023 年 12 月，刘晓成为“熊猫界顶
流”——“渝可”“渝爱”的“奶妈”。不少人羡
慕刘晓能天天和国宝相处，可这背后却是体
力与专业的极限挑战。

每日清晨，刘晓要搬运数十公斤竹子，清
洗、截断、投喂；清理粪便时，她还要通过其形
状、颜色和气味判断大熊猫健康状况。“这份
工作没有浪漫滤镜，有的只是重复的劳作与
细致的观察。”刘晓说。

回想刚入职时，刘晓连高压水管都拿不
稳，左手拎竹子，右手用高压水管冲水的动作
让她双臂酸痛到端不住碗筷。如今，她已能
单手拎起十多公斤的竹捆，甚至练就了“一眼
辨竹”的本领：“‘渝爱’喜欢竹叶多的嫩竹，

‘渝可’则对竹竿情有独钟。”
刘晓有两个孩子，10岁的老大总骄傲地

对同学说：“我妈妈是大熊猫‘奶妈’！”老二则
常吵着去动物园“看妈妈养的猫”。刘晓笑称
自己“养了4个孩子”——两个人类幼崽，两只
大熊猫。

下午4点，熊猫馆外，游客们为“渝可”“渝
爱”的萌态欢呼，而玻璃墙内，刘晓正弯腰清
扫粪便。她的身影与大熊猫重叠，构成一处
无声却动人的风景——关于生命、责任与热
爱的温柔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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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刘晓来到大熊猫馆为“渝可”
“渝爱”投喂各种“零食”。

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3月5日，“下铺小涵”与同事讨
论视频创作思路。

记者 李雨恒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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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底）

民警与孩子们玩耍。（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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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