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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荣昌卤鹅的爆火，荣昌这座位于渝
西腹地的古城迎来“泼天流量”。然而，荣昌
的魅力远不止于美食。在卤香蒸腾的荣昌
近郊，安陶小镇的窑火早已淬炼了千年。

安陶小镇位于荣昌安富街道，这里孕育
了享有“红如枣、薄如纸、声如磬、亮如镜”美
誉的荣昌陶。作为“中国三大陶都”之一，荣
昌陶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巴渝文化，更是西南
地区陶瓷工艺的一张璀璨名片。

荣昌陶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2000年前
的汉代。荣昌陶博物馆珍藏的汉代陶灯与
陶俑，诉说着早期较为成熟的制陶技艺。唐
宋时期，依托贯通川渝的古驿道，荣昌崛起
为区域制陶中心，规模化生产已显雏形。元
明时期，以日用器皿为主，风格简洁，兼具粗

精之作。清代“湖广填四川”后，移民以制陶
为业，荣昌陶迎来鼎盛。至清后期，批量生
产细陶，刻花与色釉装饰也普遍应用，呈现
出规模大、品种多、市场繁荣的景象。

1949年后，荣昌陶开启创新之路，生产
的工艺美术品，畅销国内外。20世纪末至
21世纪初，荣昌陶经历短暂低谷，通过开发
彩陶、皮陶等产品，逐渐焕发生机。2011
年，荣昌陶器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2014年，“荣昌陶
器”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8年，
入选国家第一批传统工艺振兴目录；2020
年，荣昌被授予“中国西部陶瓷之都”称号。

荣昌陶的独特魅力在于其材质与技艺
的完美结合。1934年，荣昌陶业试验场设
立，致力于新品种研发试制。1937年，棠香
中学附设陶业职业补习学校，系统传授制陶

技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荣昌陶以日用陶

为主，泡菜坛成为其标志性产品。1956年，29
户私营陶器厂实行公私合营，组建地方合营安
富陶器厂，培养技术骨干，加大研发投入，释放
生产潜能，通过校企合作，注入新活力。1956
年，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现四川美术学院）开
设陶瓷美术设计专业，开创“学校、社会、工
厂”三结合的教学模式，实现了教学相长。

如今，荣昌拥有218名陶器非遗传承人
（其中国家级3人，市级10人）和240位陶瓷
类工艺美术师（含市级大师26人）。他们不
仅守护着古法，更积极拥抱创新，拓展陶艺
边界，让荣昌陶焕发新彩。

荣昌以“工业陶+手工陶”双轮驱动特色
产业发展。工业陶领域聚集企业33家，年
产值达35亿元，服务全国知名酒企包装市

场。手工陶依托145家工作室，形成“前店
后厂”特色生态，年产值约7000万元，产品
涵盖传统泡菜坛、茶具及咖啡杯、茶宠等文
创精品。

安陶小镇作为文旅融合典范，2013年
启动建设，2017年建成，获评国家AAAA
级景区。其标志性景观——巨型“泡菜坛”
造型大门，灵感源自川渝生活日常，展现了
荣昌陶与民众生活的深厚渊源。漫步小
镇，游客既可徜徉在陶宝古街与千年古驿
道之间，探访60余家各具特色的陶艺工作
室，沉浸式体验从选泥、揉泥、拉坯到烧制
的陶艺全流程；又可参观荣昌陶博物馆，观
赏馆藏的4000余件汉代以来陶器珍品，感
受千年陶艺的文化传承。

千年窑火淬炼，非遗技艺生辉。荣昌陶
的千年脉动，深藏于泛黄的档案与窑藏的瑰

宝之中。这份承载巴渝精魂的“泥精”艺术，
从未停止生长的脚步。

通讯员 王念芝 记者 周松 编写
（荣昌区档案馆提供支持）

安陶小镇：千年窑火淬炼出精美荣昌陶

随着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各地各单
位坚持开门教育，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评判，焦点直指系统内干部作风建
设。日前，荣昌区公安局率先在全市
公安系统试行“扫码评警”服务，主动
亮出评价公安服务的二维码，民警服
务态度好不好，办事速度快不快，结
果满不满意——

请群众
给民警服务“打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松

“警官，我身份证丢了，想补办个身份证，不知道需要什么材料？”6月20日上午11时许，市民王女士来到荣
昌城区的昌元派出所补办身份证。

“你好，有指纹记录的话不需要再提交任何材料噢，我们现场就能为你补办。”得知王女士的来意后，派出所
窗口民警贴心提醒她，然后马上为她办理了相关业务。

办理完补办证件的业务后，王女士正要起身离开，这时民警连忙叫住她，“不好意思，还要麻烦您扫码为我
的服务打个分。”说着用手指了指桌面上立着的一张醒目的二维码，“您扫码后能看到一个小程序，可以马上评
价，也可以回家后再评价……”

让办事群众扫码评价服务质量，近期这股“风潮”正在荣昌公安系统展开。
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有关要求，今年5月，荣昌区公安局建成民意评价回访中心，上线自主研

发的“扫码评警”小程序，让群众在接受民警服务后，对服务的态度、效率、规范、结果等作出评价，积极转变
作风，与民意零距离直通，对警务工作实现更有效监督。实施一个多月来，这项创新举措产生了哪些变化？

服务群众
公安政务窗口更有温度更具实效

“感谢你们哟，为我家娃儿的事情费心了。”
“哪里，是我们工作没做到位，让你多跑了几

趟。”
6月19日，市民李女士从昌元派出所户籍民警

刘警官手中接过一本崭新的户口簿。她连忙向刘警
官表示感谢，没想到刘警官却向她表达了歉意。

原来，李女士有个儿子小钟（化名），原本是随继
父姓。儿子长大后，想把自己的姓氏改回随生父
姓。今年5月，李女士来到该派出所为孩子办理改名
手续，没想到遇到了困难。

当时窗口十分忙碌，面对李女士的诉求，刘警官
只是简单告知她“材料不全”“不符合规定”等原则性
的话，没详细告诉她究竟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该如何
解决。

“我当时觉得这位警官态度不好、推诿搪塞我，
于是在扫码评价那里勾选了‘不满意’‘态度差’‘推
诿扯皮’等选项。”李女士回忆说。本以为这事办不
成了，没想到几天后竟然接到了刘警官的道歉电话。

“未成年人更改姓名，需要提供监护人的身份
证、户口本、关系证明等，以及与更改姓名关系人的
证明。”电话里，刘警官向她诚恳道歉，解释了相关政
策法规，指导她补充完善了小钟的出生证等相关材
料。随后积极联系上级户政部门，寻求政策支持和
解决方案，最终为小钟完成了更名工作。

“真是天壤之别！”李女士高兴地说，这次感觉刘
警官像自家人一样，跑前跑后帮我沟通、想办法，“办
理完后，我又扫码给刘警官点了个大大的‘满意’。”

“这件事也给了我教训和启示。”之后，刘警官不
再用“材料不全”等这样笼统的话回应办事群众的询
问，主动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遇到复杂问题主动查
阅相关规定，积极向上级部门请示，尽最大努力服务
群众。

“作风纪律松散、执法态度生硬、对待群众诉求

推诿，这是我们基层警务人员在服务群众时会发生
的问题。”荣昌区公安局政委李兴红告诉记者，110接
处警和派出所车管所等服务窗口，是公安机关接触
群众的最前沿，也是感知社情民意、服务群众的“神
经末梢”，更是衡量民意警务建设成效的关键。因
此，畅通群众对接处警和窗口业务的投诉和建议渠
道尤为重要。

之前，公安机关对基层警务人员执法规范、服
务态度、工作效率的意见建议收集，主要依靠电
话、信访等方式，存在流程繁琐、反馈周期长等问
题。“许多群众担心反映了也没效果，选择‘沉默’或
私下抱怨。”

今年5月，荣昌区公安局推出了自主研发的“扫
码评警”小程序，在每一个公安服务窗口摆放上了显
眼的二维码，在手机警务平台为每位民警辅警生成
了专属二维码，要求警务人员在完成接处警和窗口
服务后，主动邀请群众为自己的警务工作“打分”。

“群众的扫码评价，直接反馈到区局的民意评价
回访中心，确保‘原汁原味’。”区公安局情指中心主
任、民意评价回访中心办公室主任任禄明说，区公安
局定期向各个派出所、窗口单位通报评价情况，将

“不满意”的反馈意见，点对点发送给基层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督促其核实整改，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任禄明介绍，“扫码评警”运行一个多月，民警现
场执法类投诉同比下降了10.6%。数据表明，基层一
线民警的工作作风正在发生改变。

解决难题
主动协调多部门根治城市“顽疾”

“最近楼下噪音小多了，终于能安静睡个觉了。”
家住昌州街道夏布小镇某小区的李先生最近心情好
了不少。李先生家住7楼，楼下有一个夜市，以前一
到晚上，喊声、音乐声此起彼伏，有时甚至要热闹到
后半夜。

“声音不大我也忍了，但有时候声音实在太大
了，每次被吵得实在睡不着。”李先生只能拨打电话

报警。昌州派出所随后派民警前来，对商铺和顾客
进行劝阻和口头警告。可好景不长，几天后吵闹声
又会在夜里出现。

“你们不能再想想办法吗？”报警次数多了，李先
生也很生气，在“扫码评警”上点击了“不满意”。很
快，李先生的“不满意”，从区公安局民意评价回访中
心流转到了昌州派出所教导员罗洋手中。

罗洋敏锐地意识到，该小区夜市噪音扰民的“顽
疾”不解决，处警的民警很可能再次收到李先生“不
满意”评价。更揪心的是，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悬而
未决。罗洋主动联系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方便的
话，我去您家里感受一下楼下的噪音？”李先生迟疑
片刻，“你来嘛，感受一下。”

就这样，罗洋来到李先生家中。夜幕下，肆意的
尖叫声、外放音响喇叭声此起彼伏，深夜还能听见低
频噪音，严重影响正常休息，这种“感同身受”让罗洋
更坚定了解决问题的决心。

随后，罗洋严肃约谈了商铺负责人，明确指出问
题的严重性和法律责任。同时在区公安局支持下，
派出所积极协调社区、市场监管、环保、物业等多方
力量，共同商讨对夜市噪音长效管理的措施，并持
续跟进整改效果。

最终，楼下商家达成一致：晚上9点后不允许将
音响等设备摆在人行道上，店内要控制音量，严格禁
止露天卡拉OK。在派出所积极奔走、多方力量联动
治理下，整个夜市的噪音问题得到有效的治理，周边
小区居民重获夜晚的安宁。

“以前民警来了就走，感觉走了个过场。这次罗
警官亲自到我家来听噪音，态度大不一样！”李先生
感慨，“当他邀请我评价处警服务时，我毫不犹豫点
了‘满意’！”

“噪音扰民、车辆乱停乱放、特定时段诈骗等警
情，这些治理痛点具有反复、高频、区域性等特点。”
区公安局情指中心副主任、民意评价回访中心办公
室副主任文源介绍，通过对评价数据的实时汇聚和
分析研判，警方可安排一线警力动态调整巡逻路线，
对热点区域、高发时段等进行重点巡逻防控。

他介绍，针对城市噪音等“顽疾”，公安机关联动
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和集中整治行动，动员治理力
量建立管理的长效机制。据统计，全区噪音整治率
已达70%以上，近半月以来，相关区域的噪音投诉警
情明显下降。

改进作风
促使民警担当有为，主动提升群众工作能力

荣昌观胜镇银河村李先生和喻女士两家曾

因一起纠纷积怨，最近在民警的调解下终于“化干
戈为玉帛”。

李先生告诉记者，一直以来，两家的宅基地边界
划分得不太清楚，双方因土地使用、污水处置等多次
发生矛盾并报警。派出所民警到场后，认为这是民
事纠纷，进行简单劝导。见两家互不相让，于是建议
双方通过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

“我就感觉民警不管事。”在一次“扫码评警”后，
李先生将自己的感受写了上去。

当两家再次因琐事爆发激烈冲突报警时，观胜
镇派出所所长何新意识到，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引导
走诉讼程序，无法获得群众满意，这两家的矛盾还很
有可能升级。

何新为此找了经验丰富的老社区民警请教，“老
公安告诉我，要抓住矛盾纠纷的根源。根源不解决，
纠纷就会一直存在。”于是，何新带着民警一起，多次
走访李、喻两家，耐心倾听双方积压多年的不满和诉
求，深入了解矛盾的根源和核心争议点。

何新逐渐认识到，调解群众的矛盾，一定要学
习做群众工作的方法。他发现，在农村地区，当地
村委会、乡贤等在村民中很有威望，于是他积极发
挥“牵头人”作用，协调当地综治办、司法所、村委
会等力量，并邀请有威望的乡贤参与，组成联合调
解组。

经过前后十余次耐心细致的疏导、释法明理和
实地勘验，两家人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最终达成了
和解协议，划清了宅基地边界，解决了排水问题。

“没想到闹了这么多年，这次何警官真给解决
了！”当事人李先生感慨道。

“通过这件事，我对做好农村公安工作也深有体
会。”何新说，农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往往存在较长时
间，牵扯面较广，很难定义谁对谁错。如果只是“和
稀泥”无法真正化解矛盾，还是要勇于担当、善于思
考，找准工作的路径和方法。

“通过‘扫码评警’，促使民警转变工作作风，更
加积极主动地分析存在的问题，当好‘矛盾终结
者’。”任禄明介绍，通过“评价压力”促进民警自我转
变、自我提高，主动增强服务意识，这是区公安局党
委所希望看到的。

“我们将持续完善并评估‘扫码评警’效果。”李
兴红告诉记者，荣昌区公安局将深入挖掘评价数据
的作用，指导优化警力部署、改进业务流程、精准化
培训等工作，并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知晓
率、使用率，鼓励更多群众参与评价监督。

另外，区公安局还将通过各种方式向作出“不满
意”评价的群众反馈整改成效，对评价者抽样进行满
意度回访。“通过抽样等方式，确保评价者的‘打分’
真实有效，杜绝‘人情分’‘面子分’。”李兴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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