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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看巴渝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尤）“现
在服务站热闹起来了，每天都能和老伙计们一起活动，日
子过得有滋有味！”近日，北碚区蔡家岗街道中庚社区养
老服务站内，老人们欢声笑语不断。北碚区委巡察机构
聚焦养老领域开展专项监督，推动闲置的社区养老服务
站正常运行。

此前，北碚区委第三巡察组在走访蔡家岗街道中庚
社区养老服务站时发现，该服务站在运营时间内大门紧
闭。周边老人纷纷反映：“养老服务站关门好久了，我们
连个活动的地方都没有。”

养老服务站闲置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巡察组迅速
行动，对全区养老服务站运行情况进行核查，最终发现全
区71家社区养老服务站仅有26家正常运行。近2/3的
站点由于资金拨付不及时、缺乏专业人员管理等原因，成
为“闲置空壳”。

巡察组第一时间向区民政局党组反馈该问题，并
将其纳入市级“巡视问题清单”，以“挂号销号”的方式，
倒逼整改主体层层压实整改责任。为确保问题整改落
地见效，北碚区委巡察组联合区民政局多次召开现场
工作会，确保完善服务功能、加强资金监管等问题得到
解决。同时，依规依纪对1名履职不到位的工作人员启
动问责程序，给予相应处理。

经过数月攻坚，2024年11月，蔡家岗街道中庚社区
养老服务站率先焕新登场。太平社区、汪家堡社区等服
务站也相继完成改造升级，增设了日间照料室、心理咨询
室，为老人提供“一站式”服务。曾经的“闲置空壳”养老
服务站真正成为老年人的幸福港湾。

“我们希望通过‘巡察+整改’，真正化解民生痛
点。”区委巡察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建立“巡察－整
改－回访”闭环机制，定期对养老服务站运行情况进行

“回头看”。

北碚“巡察+整改”化解民生痛点

闲置社区养老服务站
焕新登场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勇

5月16日，暮色渐浓，沿着501省道行至
城口县河鱼乡两扇门村，远处群山环绕、绿树
成荫，近处青瓦民宿散落山脚，溪水潺潺，斜
阳洒下余晖，为村子增添一抹暖意。

趁着还未天黑，村民李中菊习惯性走出
家门，巡查村道上有无塑料袋、纸屑等垃圾并
清扫。平时一有空，她就主动在村里清扫垃
圾，这个习惯已经持续了十余年。

“守护绿水青山已成为村民的共识。”河
鱼乡宣传委员代海春说，河鱼乡大部分地区
都在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保护区内
既有珙桐、红豆杉、林麝等珍稀动植物，还有
两扇门等自然景观，守护好这些自然资源意
义重大。为此，河鱼乡专门选聘生态护林员、
设置公益性岗位，并成立护林、护河、护路等
志愿服务队，与村民携手守护绿水青山。

得益于这份守护，这里的山水保持了原
生态，吸引了大量游客进村，河鱼乡也以此为
契机，开发旅游路线，发展民宿产业，去年接
待游客超2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3340万
元，绿水青山正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群策群力守护绿水青山

每天晚饭后，李中菊总会花些时间在村
内闲逛，公路两边、水沟里都是她关注的重点
区域，一旦发现垃圾便随手清理。养成这一
习惯还得从她开农家乐讲起。

2008年，李中菊开了村里第一家农家
乐。“那时许多大学的老师、学生到保护区内
寻找珍稀植物进行研究。他们工作完没地方
吃饭，就找上了我，我也顺势开办起了农家
乐。”李中菊说，茶余饭后，总能听他们分享一
些珍稀植物的知识，比如珙桐、崖柏等，它们
不仅研究价值高，还可以吸引游客前来观赏。

久而久之，李中菊意识到屋后的山林原
来如此重要。每每和左邻右舍相聚闲谈，她
总会号召大家保护环境。看见有人在林边生
火，她会第一时间上前劝说；看见村道上的垃
圾，她也会主动清理干净，不少人因她对保护
区有了更深了解。

后来，河鱼乡发动全乡村民共同守护绿
水青山，选聘生态护林员，设置公益性岗位，

成立护林、护河、护路等志愿服务队伍，迅速
得到村民响应，两扇门村村民汤其芝就是其
中之一。

“我家几代人都住在这里，守好这片山林
就守好了家园。”汤其芝说，一有时间他就叫
上三四个邻居一起进山，主要是预防森林火
灾，每天巡山面积超70亩，有时一巡就是大
半天。

河鱼乡还在全乡聘用57名生态护林员，
设置72个非全日制公益性岗位，组建“小鱼
儿”“老大哥”“妇女微家”等志愿队，编排《垃
圾分类》《乡村新貌》等情景剧小品，开展“生
态保护进村户”宣传活动，每年志愿活动参与
人次近5000。

“我们还制定了完善积分奖励制度，不定
期开展河道垃圾清拣，引导垃圾分类投放，及
时处理身边的环保问题，大家合力守好了绿
水青山。”代海春说。

借助“好山好水”发展旅游业

2013年，城口至四川省万源市的城万快
速通道正式通车，河鱼乡的发展机遇接踵而
至。

“以前我们去外地要先坐5个小时车到
万源，再转车。城万快速通道投用后，开车仅
需2小时就能抵达万源。”李中菊说，出入方
便了，来自开州、万州、四川省达州市等地的

游客大量进村，农家乐的生意也水涨船高。
“究其原因，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干净整

洁的村容村貌、宜人的天气是吸引游客的关
键。”李中菊说，两扇门村海拔1400多米，夏
季天气凉爽，许多游客专门自驾到周边看满
山彩叶、悬崖绝壁，纳凉避暑。

随着游客增加，河鱼乡的知名度也越来
越高，但问题也紧随而至：各个村的业态单
一，游客上午进村，下午就走了，仅靠餐饮带
来的消费有限。为了留住游客，2017年，河
鱼乡引进社会资本1.2亿元，着手打造“两扇
门”原乡民宿集群片区。李中菊也投资建起
了民宿，并于2021年率先投用。“当时客房每
天都有人预订，很抢手。”李中菊说，营业第一
年民宿就接待了五六千人。

后来，城开高速、501省道通车，河鱼乡被
更多人知晓。代海春介绍，河鱼乡打造了3条

“微旅游”线路，其中以乡场镇为中心，打造戏
水、竹筏漂流等项目；以平溪河为轴线，升级
农耕文化博物馆、农耕文化体验园、小微湿地
公园，形成“1馆2园多坊”农耕文化旅游线；以
鱼肚河为轴线，布局“小蜜蜂”科普基地、青草
坪高山草甸等，打造生态康养旅游线，并同步
开发自驾游、徒步游、美食游、怡情游、怀旧
游、研学游、避暑游7种旅游模式。

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河鱼乡过境游客
超2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340万元，

“目前，西渝高铁城口段正加速建设，预计2028
年建成通车。届时，城口到西安50分钟、到重
庆中心城区90分钟、到成都120分钟，这将加
速全乡绿水青山‘变现’。”代海春说。

土特产成了抢手货

“赶紧把这些刺老芽清理一下，天热别放
坏了。”临近傍晚，李中菊的丈夫背着一大包
从山上采摘的土特产——刺老芽走进家门。
这是当地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摆上的一道
菜，也是游客必点的菜之一。

“看完绿水青山，游客们总想吃一口地道
的农家菜。”李中菊说，大山里最不缺的就是
菜，包括竹笋、小芹菜、青荚叶、花椒叶、椿芽、
天韭菜等几十种，每个季节都有。游客不仅
在店里吃，还会买走一些。

过去，李中菊从未想过这些再平常不过
的山货会如此受欢迎。刚开民宿时，她还计
划到乡里的餐馆学习做一些市场上受欢迎的
菜品，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打消了。“每次游客
点菜时都希望能吃一些本地菜，我们日常吃
的山货很受欢迎！”李中菊说，如今，隔段时间
他们就要到村周边的山林里去采摘当季山
货，实时更新菜单。

两扇门村村民李中喜还把高山板栗酿造
成酒。“板栗长势好的时候，全乡一年能收40
吨，但之前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李中喜说，
2021年就是野生板栗的丰收年，许多村民上
山采摘后拿到场镇上卖，但量太大，根本卖不
完，许多板栗烂在山上，非常可惜。他便萌生
了用板栗酿酒的想法。

最初，李中喜计划自己建个小厂来酿酒，
但成本太高，他无法承担。于是他又在乡里
物色了一家酿酒厂，让对方代加工。当时他
在全乡收了20多吨野生板栗，经过加工后产
出了7000斤酒，每斤价格卖到了160元，产
值超100万元。

后来，在乡政府的助力下，李中喜打造了
“栗小酒”这一品牌。“目前我们还通过各项活
动进行大范围推广，提升品牌价值。”代海春
说，近年来，乡里专门成立文化旅游发展强村
公司，开发了蜂蜜、笋干等23种生态产品，每
年销售总额均能达到200万元，土特产成了
香饽饽。

城口河鱼乡成立护林、护河等志愿服务队，共同守护大巴山——

山水保持原生态 游客大量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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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雷蕾 刘容余 吴君）5月23
至 27日，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2025年春季
学期主体班4个班次180余名学员在学员党总支统一
组织下，赴红岩村、歌乐山开展红岩精神党性教育活
动。

学员们走进红色旧址、探寻革命足迹，结合沉浸式学
习、情景式体验、互动式研讨等形式，在忆苦思甜中体悟
红岩精神、缅怀革命先辈，在饮水思源中坚定理想信念、
淬炼党性作风。

在红岩村革命旧址，学员们聆听专业讲解、观看史
料影音，对屹立红色三岩、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中共
中央南方局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贯彻“隐蔽精干”政策，
使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等历史实
况有了更翔实的了解。对周恩来同志关于要学“六月
风荷”、做到“同流不合污”的谆谆告诫和董必武同志
为六角钱写检讨“小题大做”的感人故事有了更深远
的思悟。

学员们在“千秋红岩”专题展览前流连，在饶国模亲
属访谈中落泪，在草房旧址、饶国模旧居和八路军办事处
旧址等一处处见证历史风云的老地方“忆往昔峥嵘”，在
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对望中深情体悟红色基因之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学员们向“11·27”烈士公墓敬
献花篮，在肃立静默中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无限哀思；向鲜
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在重温入党初心的庄重仪式感召下
激荡信仰、砥砺使命。

在渣滓洞，学员们凝神细看牢狱监室中的镣铐、皮
鞭、老虎凳等残酷刑具和烈士遗物，用情体味反映江竹
筠、陈然、王朴等红岩英烈狱中斗争英勇事迹的舞台剧
《黎明之前》。在为国民党特务倒行逆施之暴行而愤懑的
同时，更为革命先辈视死如归之气概、百折不挠之斗志而
动容。

学员们一致认为，此次党性教育现场教学，既聚焦党
史学习，营造了厚重的历史代入感，又强化精神溯源，凸
显了浓郁的现场“红岩味”，对红岩精神核心要义和时代
内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理解，也进一步增强了弘扬革命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党校学员赴红岩革命旧址
开展党性教育活动

5月28日，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
区，居民在社区食堂品尝自己亲手包的粽子。

端午佳节将至，邢家桥社区食堂内一片
热闹景象。志愿者们早早备好挂架、糯米、粽
叶和粗棉线，与陆续前来吃午饭的特扶人员、
高龄独居老人等一同包粽子、迎端午。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社区食堂迎端午

军民同心铸荣光 渝北双拥谱新篇
4月23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双

拥模范城（县）命名大会上，渝北区再
度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从连续八届获评“重庆市双拥模范
城”到四次问鼎国家级荣誉，渝北区这
座临空之城用行动诠释了“军民鱼水
情”的深刻内涵。如今，漫步渝北街头，
双拥大道铭刻荣光，拥军公园传递温
情，一幅军民携手、共筑家国的壮美画
卷正徐徐展开。

强基固本
织密双拥保障网 筑牢军民连心桥

渝北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把双
拥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与各项工作一
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在思想
上高度重视、在组织上坚强有力、在措
施上精准务实，为渝北双拥工作强有
力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制度先行，激活“一盘棋”效能。渝
北区以“强组织、建机制、谋长远”为主
线，按照“1+6+Ｎ”工作思路，建立健全

党委议军会、军政座谈会、双拥工作例
会等11项工作制度，总结完善目标考
核、议事协调、经费保障、军地协作、双
拥共建、拥军支前6大工作机制，构建起
党政主导、军地协同、社会参与的立体
化双拥工作体系，形成军地思想上合
心、行动上合拍、工作上合力的工作格
局。

保障升级，夯实“硬支撑”基础。
近年来，渝北区投入资金2亿元，解决
驻区部队训练场地有限、营房老旧、交
通不便等实际问题。主动受领全国双
拥模范城（县）和边海防基层部队结对
共建试点任务，打通结对共建“快速通
道”，高质高效完成营房提质改造工
程，以实际行动鼓励驻岛官兵积极练
兵备战，守好海防前哨。

情暖军心
解决急难愁盼 托举强军后盾

军人的牵挂，就是双拥工作的方
向。渝北区以“解难题、办实事、送温
情”为突破口，为军人军属架起“无忧

桥”。
就业有路，安置有方。去年8月，

一场特殊的招聘会在武警重庆总队举
行——渝北区组织 22 家企业提供
300余个岗位，为即将退役的士兵铺
就“转身之路”。通过“阳光安置+双
向选择”机制，军转干部和安排工作退
役士兵实现高质量就业。

关爱到家，后顾无忧。从军人子
女入学“绿色通道”到随军家属社保接
续，从“光荣之家”牌匾悬挂到军旅纪
念茶杯赠送，渝北区用细节传递尊
崇。现役军人陈小平的故事尤为动
人：统景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主动硬化
其家门口道路，让远在军营的他安心
服役。“这条路通的是家门，连的是兵
心。”他感慨道。

解难纾困，枝叶关情。设立退役
军人关爱基金，联动爱心企业解决退
役军人医疗、住房难题3134件。数字
背后，是“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职
业”的坚定承诺。

此外，渝北区还坚持真心真情送

关爱，近年来聚焦前沿、前线、前哨，丰
富拥军形式载体；区领导带队定期走
访驻区部队官兵，区双拥办定期走访
结对部队，用心强服务，用力解难题。

文化浸润
厚植双拥沃土 激荡家国情怀

双拥文化，重在浸润人心。渝北
区以宣传为笔、以阵地为纸，绘就全民
拥军的时代画卷。

阵地“活”起来，国防教育入脑入
心。国防教育基地、双拥主题公园、英
烈广场星罗棋布；6条双拥公交专线
穿行城区，22所双拥学校书声琅琅。
传统媒体与微信、抖音等新媒体融合
发力，“最美退役军人”“拥军模范”的
故事传遍千家万户。

品牌“亮”起来，崇军氛围蔚然
成风。“军人依法优先”标识覆盖医
院、景区；社区干部招录明确“退役
军人优先”；数百家“拥军门店”提供
专属优惠。从“温暖到前哨”关爱行
动到“你守国门我敬孝”志愿服务，

12个特色品牌活动让尊崇之花开遍
城乡。

精神“传”下去，红色基因永续流
淌。茨竹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张伦烈
士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新地标；
立功喜报敲锣打鼓送到家，红色电影
巡映进营区……在渝北，双拥文化早
已融入城市血脉，化作代代相传的精
神密码。

大江奔流，不舍昼夜；双拥情深，
历久弥新。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渝
北区正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续写
着军民团结的壮丽诗篇。从基础保障
的“硬支撑”到文化浸润的“软实力”，
从破解难题的“及时雨”到全民参与的

“同心圆”，这座全国双拥模范城的实
践，为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提供了生
动注解。

未来，渝北区将继续以初心为舵、
以实干为帆，在双拥工作的浪潮中勇
立潮头，让“军民团结如一人”的时代
强音响彻巴渝大地。

陈钰桦 张瀚予

渝北区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
的重要论述，深化改革创新，
持续巩固“全国双拥模范城”
创建成果。一是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用好党委议军会议、
军地联席会议等机制，构建
党委统一领导、政府有力保
障、军地齐抓共管、逐级履行
职责的工作格局。二是关心
支持部队建设和改革，用心
用情帮助解决军人关心的子
女教育、家属就业、父母养老
等问题，扎实做好退役安置、

“关爱功臣”等工作，谱写新
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奋斗新篇
章。三是密切军地协作，广
泛开展双拥共建活动，持续
打造双拥公园、商圈等特色
平台，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
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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