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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惊蛰已过，合川三庙镇戴花村响
水滩大桥下，三庙河蜿蜒流淌。

河岸上，戴花村党支部书记、村级
河长何波正指挥一台挖掘机对河岸护
坡进行整治。他计划对5.2公里长的
三庙河戴花村段部分区域进行生态修
复，“主要是村民集中居住区域和主要
农田区域的河岸，整治护坡、栽种固土
护坡植物。”

2017年，何波成为全市首位“民
间河长”，义务承担起三庙河余家滩至
响水滩约两公里河段的巡查、监督工
作；如今，何波是三庙河戴花村段村级
河长，负责该河段的生态保护工作。

“民间河长”改变村民陈规陋习

2015年，时年25岁的何波回乡
创业，在三庙河响水滩沿岸建起300
多亩“太空莲”荷花种植基地。

从小在河边长大的何波，对三庙
河有着特殊的感情。可返乡后何波却
发现：三庙河河面上漂浮着各种生活
垃圾，还有死鸡死鸭，原本清澈的河水
变成了黑色，苍蝇、蚊子满天飞。

“用这样的河水种太空莲，莲子的
品质必然低下。”何波开始在河边义务
捡拾垃圾，并自掏腰包买来投影仪播
放环保宣传片，发动大家一起清污清
漂。

2017年5月，何波成为重庆市首位
“民间河长”，义务承担起三庙河余家滩至
响水滩约两公里河段的巡查、监督工作。

这个不拿任何报酬的“民间河长”
管得宽，在巡河护河的同时还时常劝
导村民：“叔叔，这些垃圾不能再往河
里丢了，好臭嘛，热天还招蚊子”“孃
孃，你们家没建化粪池？粪污直接排
入河里，大家都受罪……”

有些村民不以为意：“这条河又不
是你家的，你说不行就不行？”

何波只好和村里的几名志愿者，
挨家挨户上门劝导，帮一些村民架设
竹围栏对家禽进行圈养；开挖、改建村
里的污水沟，尽量将生活污水引流到
一处，方便集中处理。

夏天河里水位高的时候，他们又
划着船沿河清理漂浮物……

乡亲们被这个“民间河长”打动
了，不再往河里倒垃圾，逐渐养成圈养
鸡鸭的习惯……三庙河慢慢变清，戴
花村也越来越漂亮了，连鸟儿也喜欢
成群结队来“造访”。

曾经脏乱不堪的三庙河
成了风景区

看得见的垃圾清理之后，何波开
始着手清理“看不见的污染”：请来专
家指导村民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发展
绿色种植。

他推动村上的两个大型养猪场采
用发酵技术处理畜禽粪便，制成的农
家肥送到村里的柑橘、李子、蔬菜等种
植园，打造“种养循环”产业。

之后，何波又带领村民在河边大
量种植蒲公英等植物，以更好地保持
水土。

水清了，岸绿了，戴花村的“颜值”
指数大幅上升。何波打造的“响水滩
荷田”也成为村里发展乡村旅游的基
础，每年为戴花村吸引来数万名游客。

初春，三庙河畔的太空莲种植基
地里荷叶残枝随风摇曳，为了使莲田
保持清洁，让莲藕顺利抽芽生长，近段
时间工人正开着旋耕机在莲田里来回
折返清理残荷。

如今，每年夏天太空莲开放的时
候，戴花村都要举办荷花节，曾经脏乱
不堪的三庙河畔成了游人如织的风景
区。

游客大量来访带动了当地土特产
销售，何波因势利导鼓励村民饲养土
鸡、土鸭等禽类，满足游客对土特产的
多样化需求，实现农户有效增收。

此外，他还和村民协商一起开办
季节性农家乐，接待前来观赏荷花、采
摘莲子的游客。

目前三庙河畔的戴花村已形成
集农业种植、特色效益农产品包装与
推广、乡村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生态产
业链。

实施清洁村庄行动确保
河流长治久清

2021年，何波担任戴花村党支部
书记。他也从“民间河长”成为村级河
长，管护的河段也从三庙河余家滩至
响水滩约两公里河段变成了三庙河戴
花村段的5.2公里河段。

为了更好守护三庙河的水清岸
绿，何波发起了“清青戴花”志愿服务
项目，通过常态化开展“清洁戴花”“青
绿戴花”“戴花戴花”三大志愿服务活
动，让村民参与到三庙河管护、村庄美
化等活动中。

3月7日，当挖掘机在进行河岸护
坡整治时，王明群、郭友虎、赵相兰、秦
祖学等村民志愿者正在三庙河里清理
着垃圾和漂浮物，“平日里三庙河都干
干净净的，就是前两天下雨，上游漂下
来些垃圾、杂物，清理了就好。”

“我们会定期组织志愿服务小队
开展以河道清淤、道路清扫、院落清
理、垃圾分类等为主题的清洁村庄行
动。”何波介绍，每个村民小组推选出
了一名绿水青山社会监督员，实时守
护家门口的绿水青山，“村里的清洁做
好了，就能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等污染
物进入三庙河，确保三庙河生态环境
不被破坏，实现河流长治久清。”

全市首位“民间河长”何波：

持续守护三庙河水清岸绿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一起住了10来年，一直
都当家人照顾着”

1996年冬天，时年51岁的聋人陈
建康住进了石德荣家中。

此前，陈建康与年近八旬的母亲相
依为命。

“他是个聋人，妈妈有精神疾病，都
是可怜人。”平日里，石德荣与丈夫陈时
贵对陈建康母子多有照顾，“吃的用的
我们经常送点过去，挨到起住嘛，能照
顾一点是一点。”

陈建康母亲过世，也是石德荣夫妇
帮着料理后事。

不久后的一天夜里，陈建康烤火时
不小心将房子烧成了残垣断壁。

“妈没得了，房子也没得了。”石德
荣夫妇把陈建康接到家中同吃同住，

“当时我们开起砖厂，生意还不错，多个
人吃饭不成问题。”

虽是聋人，陈建康却勤快且爱干
净，总是抢着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路。

“他总把屋头收拾得干干净净。有
他照屋，我们出门都放心些。”石德荣长
子、今年24岁的陈星宇记得，小时自己
调皮挨打时，总是陈建康护着自己。

2007年的一天夜里，陈建康因突
发心肌梗死过世。

“一起住了10来年，一直都当家人
照顾着，突然没了，心里难受得很。”其
实，自1996年以来，石德荣夫妇收留在
家中、当家人照顾的还有方福强、周明
翠、龙月喜、舒成龙、陈词林等残疾人。
2021年，石德荣一家又收养了在鬼门
关走过一遭的赵祖相。

对每一名住进来的“家人”，石德荣
都悉心照料，“有我们一口饭，就有你们
的家。”

前两年，腿脚残疾的舒成龙房屋垮
塌，在政府为其重修房子的一年多时间
里，舒成龙就吃住在石德荣家。

2021年过世的方福强曾是石德荣
在长桂粮站工作时的同事。

“他身体原本有残疾，后来精神出
了问题，继子又得了尿毒症。”在方福强
去世前的两年多时间里，石德荣夫妇将
其接到家中照料。

“救起来了，不管是植物人
还是残疾人，我养着”

“现在就九娃子和捡娃子（赵祖相
小名）和我们一起过日子。”炭火旁，石
德荣轻手轻脚拿来毯子为已入睡的陈
词林盖上，“九娃子原来和哥嫂生活在
大河乡民主村。哥哥过世后，嫂子要养
3个娃儿还要照顾他，顾不过来了。”

无奈之下，陈词林嫂子周世秀听闻
石德荣一家心善且愿意收养残疾人，便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上门。

没有太多犹豫，石德荣夫妇第二天

就将陈词林接到了家中。
自那时起的20余年里，石德荣一

家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陈词林。
可2019年的一天午后，陈词林吐

出一口鲜血后昏倒在地。
“九娃子、九娃子，怎么了？快醒

醒……”石德荣立即开着皮卡车将陈
词林送往医院。

好在抢救及时，陈词林捡回了一条命。
“医生诊断，说是他长期哈吃哈胀，

肠胃负担不起导致胃出血。”此后，石德
荣在日常生活中格外注意控制陈词林
的饮食。

“如果不是幺姨，我坟头的草都比
人高了。”拾掇着炭火，赵祖相讲起了自
己的故事。

石德荣是赵祖相伯母的妹妹，因此多
年来赵祖相一直称呼石德荣为“幺姨”。

2020年5月16日，赵祖相在为一
家公司安装监控探头时，不慎从高处坠
落，全身16处骨折，多脏器破裂。

石德荣赶到医院时，赵祖相刚做完
脾脏切除手术。

当时，当地医院受医疗条件所限建
议赵祖相立即转院治疗。

可公司经营者马某在交纳部分医
药费后失联，赵祖相双亲早已离世，其
哥嫂因无力支付医药费也准备放弃对
他的治疗。

石德荣却坚持转院。因此有人冷
嘲热讽：“你一个外人，操哪样心哦”“转
院死在半路了，你能负责吗”……

“死在半路丧葬费我给，后事我料
理。救起来了，不管是植物人还是残疾
人，我养着。”在石德荣的坚持下，赵祖相
最终转院到了位于万州的三峡中心医院。

在垫付了1万多元医药费后，石德
荣想方设法找到了马某，逼着其支付了
赵祖相在三峡中心医院的医药费20余
万元，将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2021年春节，拄着双拐的赵祖相来
到石德荣家中，拜年亦感谢救命之恩。

扶着丢掉双拐就要下跪的赵祖相，
石德荣做出了一个决定：“以后你就在屋
里住下，我和你姨爹管你吃、管你住。”

泪水瞬间涌出眼眶，赵祖相抱着石
德荣失声痛哭。

“看见别人有困难，总想
力所能及地帮个忙”

在猫儿滩，石德荣一家收养残疾人
的事情几乎人尽皆知。

石德荣一家为何愿意20多年如一
日收留、照顾这些残疾人？

“不知哪朝哪代，宁厂镇上住着一户
姓杜的人家。这家人与人为善，做了不
少好事。”雪后和煦的阳光里，石德荣讲
起了上辈人流传下来的一个民间传说。

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杜家年龄最
大的奶奶梦见家里的大黄猫跳进屋，开
口说起了人话：“快走！不要收拾东西，
马上跟着我走！”

杜奶奶从梦中惊醒，看见大黄猫正
坐在自己的屋子中央，喵喵直叫。

想起梦中所见，杜奶奶匆忙叫醒全
家人，让大家赶紧跟着大黄猫离开家
宅。慌乱之中，还没有忘记叫人去通知
左邻右舍撤离。

可许多人对这毫无理由的撤离通
知根本不当回事。无奈之下，杜家人只
能带着相信他们的几户人家跟着大黄
猫撤离。

刚离开不久，就听到天崩地裂的响
声，身后的一整座山全部崩塌，整个村
子都被埋进了泥石中，全村只有几户人
家逃了出来。而这几户人家，也正是村
里积极行善、乐于助人的几户。

慢慢地，原来的村庄形成了一个浅
滩，活下来的人就将这里称作“猫儿滩”。

“猫儿滩的人都晓得这个民间传
说，也都晓得要与人为善。特别是石德
荣的父亲石景和，也是做了一辈子好事
哦！”76岁的周世清与石德荣毗邻而居
多年，在石德荣讲完故事后接过了话
茬，“当年石景和在公安局工作，饥荒年
代经常接济我们。有几回，我饿昏在路
上了，就是石景和拿来食物，一口一口
喂我。”

“应该是受父亲影响吧，看见别人有
困难，总想力所能及地帮个忙。”多年来，
石德荣的一言一行也影响着自己的家人。

1999年腊月，猫儿滩铁索桥上铺
设的木板损坏后出现破洞，一个孩子从
破洞中坠落，孩子的哥哥跳入河中救弟
弟，兄弟俩被河水冲走。

危急时刻，陈时贵脱掉棉袄冲进河
中，捞起了两人。

“哥哥救活了，弟弟掉下去的时候
脑壳摔在石头上，当时就没得了。”救了
孩子，浑身湿透受冻的陈时贵重感冒了
好几天。

2006年5月的一天，临近猫儿滩
的一户人家拆除旧房子，一面土墙倒塌
埋了6个人。

彼时怀着次子的石德荣和陈时贵
带着砖厂的工人赶到现场刨土救人，

“救活了1个，死了5个。”
随后，石德荣夫妇不仅垫付了5个

人的安葬费，还将5个人的遗体收拾妥
当，一一送到家中。

“就想着把人照顾好，没算
过这些细账”

“收留了那么多残疾人，石德荣两

口子也没少受委屈。”周世清满头白发，
记性却很好，“周明翠和龙月喜两个，就
让他们遭罪不少。”

“周明翠精神有问题，房屋烂了后
就吃住在我们家。”不过，周明翠发病时
常在猫儿滩乱打人、骂人。为此，石德
荣不仅要向被打的人赔礼道歉，有时
还要赔付医药费。无奈之下，石德荣
于2014年在政府协调下将周明翠送往
精神病院。

“那龙月喜简直没良心，你们照顾了
他十几年，还把你们骂得狗血淋头。”说
起龙月喜，周世清的头摇得像拨浪鼓。

“那也是个可怜人，30多岁得了脑
瘤，怕是脑壳出问题了。”石德荣忍不住
叹了口气，说起了龙月喜的故事。

今年55岁的龙月喜也是猫儿滩社
区居民，孤身一人的他在10余年前被
查出患有脑瘤。看到他生活艰难，石德
荣与陈时贵在时常接济的同时，甚至让
其在家中常住并供应三餐。

2022年，龙月喜的房屋被鉴定为
D级危房，政府按照相关政策为其新建
了房屋，并由陈时贵负责具体施工，“修
房子一共花了5.9万余元，按规定他自
己出资10%，也就是5900多元。”

房子修好了，龙月喜却依旧吃住在
石德荣家中，还时常在猫儿滩无故骂人。

2024年7月，因为附近居民不堪
其扰、屡次投诉，政府相关部门将龙月
喜送往敬老院。

然而，住进敬老院后不久，龙月喜
再一次回到了猫儿滩，逢人就说陈时贵
坑了他修房的5900多元。

“照顾了十几年，我们两口子却被
他骂得猪狗不如，确实让人寒心。”不堪
忍受无端辱骂的石德荣从家里拿了
5900多元给了龙月喜。

可当听说龙月喜还没吃午饭时，石
德荣又忍不住为他煮了5个荷包蛋。

“我们做这些事不求名不求利。屋
头每年还要做点工程，条件还将就，养
得活一家子。”多年来收养残疾人，照顾
左邻右舍，石德荣自己都不知道投入了
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就想着把人照
顾好，没算过这些细账。”

去年，石德荣两口子的总收入不足
70万元，多年累计被拖欠的工程款项
却超过1000万元。

如今，陈词林每年要住院三四次，
每次住院的费用近3000元；切除脾脏
的赵祖相也多次住院，每个月吃中药的
费用超过1000元……

“镇里多次提出对他们一家进行补
助，每次都被他们婉言谢绝了。”宁厂镇
镇长李媛说起石德荣就竖起大拇指，

“石德荣还是我们猫儿滩社区的党支部
副书记，对社区的工作也是尽心尽力，
我们都为她感到骄傲和感动。”

“做好事不得吃亏，好的家风也在
影响着后人！”炭火温暖，石德荣微笑着
讲起了次子陈彦西的一个故事。

2022年冬月，猫儿滩社区铁炉坝
两位80多岁的老人烧火取暖，不慎点
燃了房屋。

时年16岁的陈彦西听到动静醒
来，坚持要和石德荣一起去救人。跑
到现场，他冲进熊熊大火中，拖出了
老婆婆。

“后来想起是有点怕，那火烧得
凶。”回忆当时的情形，陈彦西咧嘴笑
着，“爸爸妈妈平时做的事，我们都看在
眼里，我相信好人会有好报。”

【人物名片】

青春“镇”能量全媒体系列报道
【报效祖国 建功西部】

何波，出生于1990年12月，
曾是重庆市首位“民间河长”，现
任合川区三庙镇戴花村党支部
书记、村级河长。

多年来，何波从志愿巡河护
河到发动全村群众共同治污治
水，持续守护三庙河的水清岸绿。

巫溪猫儿滩上这家人29年收留了7名残疾人——

有我们一口饭
就有你们的家 ”

“

惊蛰时节，一场春雪不期而至，海拔超过2500米的大官山一夜白头。
大官山下、大宁河畔，巫溪县宁厂镇猫儿滩社区一处院坝里，74岁的陈词林身

披蓝色围布，脸上的笑容如阳光般灿烂。
“九娃子，二月二都过了，可以剃头了。”58岁的石德荣和42岁的赵祖相大声

唤着陈词林的小名，细心为他打理头发。
虽然口不能言、耳不能听，陈词林溢满笑容的眼角却有泪滑落。
谁能想到，陈词林和赵祖相是石德荣一家收留的残疾人。
自1996年以来，石德荣一家先后收留过7名无家可归的残疾人。

精彩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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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德荣的照料下，陈词林（右）脸上的笑容如阳光般灿烂。

（本组图片由记者尹诗语摄/视觉重庆）

▲陈词林身披蓝色的围布，
石德荣正在为他剪头。

（上接1版）
教授技艺可以靠“老带新”，为何

要用AI来培训新员工？广域铭岛相
关负责人说，以吉利旗下的领克成都
工厂为例，每个月的新员工人数约为
100人，这100个新人会被分配到各
个车间的班组，实习一段时间后正式
上岗。

“每个新员工的技能基础、动手能
力等都不一样，而且带教老师也不可
能一直密切关注他们。因此到了岗位
上，大家的技术很有可能‘参差不
齐’。”该负责人表示，例如，一个拧紧
堵盖的动作，如果员工做得不到位，就
可能导致后续车辆漏油。而等到车辆
出问题再进行回溯，纠错成本就很高。

传统的师带徒模式，技术都靠手
把手教，一些技术窍门还有可能随着
老师傅退休而“失传”。

而AI介入则可以彻底改变上述
痛点。首先，广域铭岛运用AI技术，
学习和分解汽车制造中所有环节的技
术，并将其形成一个标准化的知识库，
具体到每个车间的每个工位。

新员工到工厂后，先进入包含冲
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的“道

场”。在这里，AI通过摄像头捕捉并
分析新员工的操作动作、次数、准确率
等，及时进行反馈和修正。在“道场”
培训结束后，AI还会根据培训内容和
岗位需求，出一套包含了理论和实操
内容的题目，让新员工考试。同时，当
新员工到岗后，工位上的摄像头也会
捕捉他们的动作，并通过AI计算，分
析动作流程和工时，进一步优化工序。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AI“新人培
训课”正在吉利旗下多个工厂推行，覆
盖新员工3000名。

重庆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
所副研究员詹懿表示，在“四链”中，
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是关键，两者
的融合将形成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
到市场化应用的闭环机制，实现科技
成果从“书架”到“货架”的转化，最大
化实现创新的价值，为持续推动创新
提供积累。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重庆已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
锚定提速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
心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提速培育
新产业、塑造新优势、形成新动能。

▲石德荣为陈词林换上新
衣服。

▲石德荣带着陈词林（中）赵祖相（右）走在猫儿滩铁索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