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格投诉 12358 消费者申诉举报 12315 电力投诉 95598 自来水投诉 966886 燃气投诉 67850498 电信用户申诉 12300 质监投诉 12365 交通服务热线 96096 旅游质量投诉 63866315 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投诉 63672076

重庆新闻 6CHONGQING DAILY

2021年2月 10日 星期三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乔宇

□本报首席记者 黄乔
通讯员 黄柏添 姚羽

每逢佳节倍思亲。2021年春节即
将来临，但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特殊背
景下，多地倡议“就地过年”。

不少身在外地的重庆人积极响应
号召，留在他乡过年，但心中仍然牵挂
着家中亲人。

“你们安心在外过年，家里有我们
照看着！”为了让空巢独居老人和留守
儿童感受到节日的温暖，让在外务工人
员在异地他乡留得安心、留得踏实，重
庆多地“关爱”补位，送去浓浓温情。

设立“云聊天室”
留守老人与儿女“云团聚”

“妈，爸！今年过年不回来陪你们，
你们要照顾好自己哟！”

“强娃子，不要担心我们！你看，这
是政府送给我们的大礼包，平时村上也
经常有人来帮我们打扫屋，陪我们聊
天，我们老两口好得很！”

……
2月7日，合川区钱塘镇西游村便

民服务中心的“云聊天室”里，当地村民
侯廷明和妻子刘景珍正通过视频，与远
在云南务工的儿子侯强“云团聚”。

“平时最多能打个电话听下声音，
现在见到儿子，看他精神头好，还长胖
了，我们就安心了！”68岁的侯廷明说，
儿子常年在外地打工，一年也就春节回
来一次，今年响应号召留在云南过年，
他和老伴都很支持。

“今年春节，我们区有很多像侯强
一样的在外务工人员，不少人响应号
召，选择就地过年。但留在老家的父
母和子女，却是他们的牵挂。”合川区
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结
合疫情防控要求，依托社区便民服务
中心，在全区419个村（社区）设立“云

聊天室”，方便留守老人、儿童与外出
务工未返乡贫困人员进行线上“云拜
年”“云团聚”。

同时，还协调相关单位全覆盖走访
外出务工未返乡贫困家庭留守人员，为
其家中留守老人、儿童送去新春的慰
问，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送祝福助就业
亲人在外安心过大年

“春联一贴、灯笼一挂，节日氛围一
下子就有啦!”看着家里浓浓的“年味”，
荣昌区清流镇龙井庙村居民谢贵茂脸
上满是喜悦。

谢贵茂年逾七旬，儿子多年前去
世，孙子还在读书。“我儿媳妇刘丽很孝
顺，她常年在四川省攀枝花市打工，每
年过年都要回来陪我们过年。今年，为
响应‘就地过年’的倡议，儿媳妇决定留
在当地过年。”谢贵茂说，“但总是感觉
她放心不下，一天要给我们打好几个电
话，问各种情况。”

“刘丽呀，家里有我们照顾，你就放
心吧！另外，现在荣昌发展得很好，在
家门口也能就业挣钱……”2月8日，荣
昌区和清流镇机关干部来到谢贵茂家
中，不仅同他一起贴春联、挂灯笼、送祝
福，还拨通了刘丽的电话，打算帮助其
在家门口就业，实现“挣钱”“顾家”两不
误。

干部们的暖心话语，让刘丽十分感
动，她在电话那头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
语：“现在我也就安心在四川过年了！”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让外地未返乡
务工人员安心，让他们的家属在家暖
心。”荣昌区有关负责人介绍，连日来，
该区深入执行《党员干部“十指连心”密
切联系服务群众六项制度》，在全区范
围内全面开展大走访活动，用心用情倾
听外地未返乡务工人员及其家属的心
声，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为他们送去

了党和政府的温暖。

贴春联送年货
浓浓温情解游子后顾之忧

2月8日，北碚区歇马街道农荣村
村民张金升家中来了一群人，他们是北
碚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为老张提来了
菜油、牛奶等年货。

原来，张金升的儿子张兴旺在上海
务工，今年他积极响应“就地过年”的倡
议，自愿留在上海。看到这么多人来家
里看望自己，老张很是开心，连忙给儿
子打去了视频电话。

“你看你看，他们在帮我贴春联，有
年味了吧！”张金升把手机镜头对准正
在门口贴春联的工作人员，把这温馨的
画面展现给儿子看。

儿子连连点着头说：“爸爸，有人陪
你过年我就放心了！等疫情好转了，我
就回来！”

张金升坦言，虽然今年儿子没有回
家有些遗憾，但有这么多爱心人士来看
望他，感到很温暖、很幸福。

春节期间，该区对在外务工未返乡
的家庭逐一进行了走访慰问，让他们在
外务工安心，家人在家暖心。

近日，涪陵区也组织开展了“空巢
老人、留守儿童”走访慰问活动，重点走
访慰问子女在外务工的特殊困难老人
及家中留守的儿童，并为他们送上节日
祝福和大礼包。白涛街道麦子坪村村
民丁世海便是其中的一户。在江苏打
工的丁世海儿子通过电话得知当地政
府专程慰问了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后，很
是激动：“国家政策真好，解决了我们的
后顾之忧，我们也能安心在外过春节
了，真的太感谢了！”

扶贫专场直播
在外过年群众也能品尝家乡味道

2月5日，江津区李市镇洞塘村村

委办公室，洞塘村扶贫驻村工作队第一
书记、队长张颖正忙着整理桌上的土鸡
蛋、红薯粉、富硒大米等食品。

“今年，很多在外的人不回家过
年，我希望直播能解了他们的乡愁。”
张颖与队员谢刚、刘忆一起策划、组织
了一场“家乡味道”的扶贫专场直播，

“展销刚从灶台上取下来的香肠腊肉、
手工制作的葛粉等物品，满满的家乡
味道。”

“各位网友、在外不能回家的朋友，
大家下午好！”当日下午2∶30，直播正
式开始。主播介绍着洞塘村“土鸡养
殖”产业扶贫项目产品绿壳鸡蛋。

2019年，驻村工作队走访江津区
内多家鸡苗培育基地，寻找优质鸡苗，
通过“走访屋子”“磨嘴皮子”“给好路
子”等方式，激励困难群众自立自强，动
员群众积极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此外，
驻村工作队还帮助洞塘全村发展优质
水稻1600亩，发放辣椒苗约57万株，
并鼓励村民种植花椒。

“腊肉香肠看起来就很香，肯定和
我妈妈做的一样好吃”“我小时候奶奶
就做手工葛粉给我吃，必须买来尝尝”

“今年回不了洞塘过年，也要买几斤红
红火火的辣椒”……随着直播的进行，
网友弹幕一直在直播间刷屏，话语中流
露出对家乡的思念。

“谢谢‘牛气冲天’购买2袋10公
斤的富硒大米”“土鸡蛋已经卖了400
多个，但还有货，下单没问题”……90
分钟的直播，在主播和网友的互动中结
束。

村民郑世清凑上前，看着直播手机
上的数据：51盒鸡蛋、44包葛根粉、31
袋大米、24只土鸭、12份腊肉……他竖
起了大拇指。

第二天，驻村工作队将全部产品打
包、邮寄，它们将带着家乡的味道，到达
重庆、上海、广州、天津等地。

家中亲人异地过年 重庆多地“关爱”补位

□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2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在巫溪
县天元乡采访时看到，51岁的向吉
贵正拿着手机上网课。向吉贵是天
元村的致富带头人，也是重庆三峡职
业学院农产品加工与农产品质量安
全专业高职扩招生班的在读大学生，
今年已是他上大学的第二个年头。

向吉贵的父母生了6个子女，他
排行老五，一家人生活过得捉襟见
肘。向吉贵从小爱读书，但因家穷，
读完初中后，父母便不再让他上学。
少年向吉贵冒着危险翻山越岭，靠在
悬崖峭壁上挖药材攒下学费，硬是读
完了高中。后来，他在巫溪本地一家
水电企业工作，2018年回到天元乡
成立了仁贵农业专业合作社，并流转
了几百亩土地，发展中药材、猕猴桃、
魔芋等产业。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种地有啥
难？向吉贵信心满满。但很快，他便
遇到了难题：2018年7月，他在天元
村流转100亩土地种下的魔芋突然
出现了叶片腐烂的现象，成片的魔芋
倒桩。他自己找来书看，判断为软腐
病，还照书上的病虫害防治方法买来
农用链霉素杀菌。但最后还是没救
回来，投入的30多万元血本无归。

像这样的情况在当地并不鲜
见。天元乡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
乡镇之一，自脱贫攻坚以来，当地着
力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但现代
农业产业需要一批有文化、懂技术、
会经营、能创新的新型职业农民。如
何为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
培养一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2019
年4月，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在天元乡
成立乡村振兴学院天元分院，根据当
地9个村的产业发展情况，有针对性
地开展培训。后来，依托国家高职院
校扩招的契机，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又
在天元乡设置大专学历教学点，鼓励
当地符合条件的村民报考读大学，旨
在运用现代科技教育手段，对农民及
农村从业者实施系统教育，提高其职
业素质和技能。

2019年，天元乡43名村民通过

考试被录取，向吉贵就是其中之一。
学院设立了“学分银行”，村民通过3
年的学习完成相应学分，即可毕业领
取全日制大学专科文凭。

这批农民学生大多二三十岁，都
是天元乡的村干部、本土人才和种养
大户，向吉贵年龄最大。最初几节课
要在位于万州区的学校本部上，一把
年纪的他穿着西服、背着书包、拿着
书本，和十八九岁的年轻娃娃一起走
在校园里，颇有点格格不入。进到教
室后，他特意选了个后排不起眼的座
位坐下，认认真真地听课、记笔记。

亲友们跟他开玩笑：“你一把年
纪了还跟娃娃一起读大学，好意思
不？”“勒有么哩（巫溪方言，意为“什
么”）不好意思，年纪大一样可以搞学
习！”他把头一甩，径直走开。

向吉贵告诉记者，自己一把年纪
选择读大学，一来是为了圆年轻时遗
憾放弃的“大学梦”；二来发现现在要
在农村搞产业，不经过系统的学习行
不通。“现在种地可不比从前了！”向
吉贵说，要从土疙瘩里刨出钱，光靠
经验可不行，必须要有文化、懂技术、
懂管理、懂经营、懂政策。

由于这批学生中有39人报考的
是食品加工类专业，重庆三峡职业学
院专门在天元乡设置了大专学历教
学点，采取网上教学和送教上门的方
式方便学员半农半读，把大学办到了
农民家门口。向吉贵不用两头跑了，
他边搞产业边学习，有了不少收获。
去年4月，他在新华村流转土地种植
的50亩猕猴桃花开得正盛时遭遇了
病虫害。他根据平时学习的知识判
断为铁锈病，又通过手机软件让老师

“云”诊断确诊，及时进行了补救，当
年的猕猴桃卖出了近10万元。这一
来，他在学习上更上心了，除专业课
外，连难懂的计算机课程也一遍遍
看、一遍遍学，硬是要搞懂才罢休。

“扶贫不仅要扶钱袋，更要富脑
袋。”重庆三峡职业学院食品营养与
检测专业教师、天元乡万春村第一书
记谭鹏昊认为，在农村培养一支本土

“三农”人才队伍，让摘掉“贫困帽”的
农民戴上“学士帽”，不仅能激发农民
在家门口干事创业的热情，也能为当
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留下一支“不
走的工作队”。把大学办到“田间地
头”极大地激发了当地农民接受高素
质教育的热情。去年，又有11名当
地农民通过考试被该校录取。

大学办到“田间地头”

51岁农民家门口上大学

本报讯 （记者 李珩）2月 9
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举办2021年
春节假日天气趋势新闻发布会，春节
期间，我市先晴后雨，最高气温有望
升至22℃。

冬季以来（2020 年 12 月 1 日—
2021 年 2 月 8 日），我市气温总体偏
低，平均气温为6.9℃，较常年同期和
去年同期分别偏低0.8℃和1.5℃；全
市平均降水量为43.1毫米，接近常
年同期，较去年同期偏少近四成。

市气候中心总工程师唐红玉说，
造成气温偏低最直接原因是欧亚中
高纬“西高东低”的经向型环流和偏
强的东亚冬季风，这样的环流形势自

去年12月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年1月
中旬。

不过，目前我市已有以沙坪坝为
代表的中心城区和璧山、永川、铜梁、
荣昌、江津等区县相继入春，入春时
间较常年偏早11~26天。

据预测，2月全市平均气温为
9℃，较常年同期偏暖0.2℃，中心城
区气温为10.9℃，比常年同期偏高
1℃。我市东南部和西南部地区气
温较常年同期略偏低，其余大部分地
区偏高。2月中下旬，我市分别在17
日—19日和26日—28日有2次降
雨天气过程，偏南地区降雨相对明
显，但降温幅度不明显。

春节期间重庆先晴后雨
最高气温有望升至22℃

天气

好玩

◀2月9日，
在黔江区石家镇
渗坝村任氏土家
大院，村民任远
和（左）展示手写
的福字。

特 约 摄 影
杨敏/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韩毅 黄琪
奥 实习生 柏雨欣）看展览、听说
书、淘文创、品美食、赏灯光秀……2月
9日，来自渝中区消息，全新升级打
造的山城巷历史文化风貌区将于春
节期间与游客见面。

山城巷起于南纪门、止于领事
巷，串联起了上、下半城，是重庆唯一
以“山城”命名的百年老巷。这里完
整保留了自明清以来的南方民居院
落、吊脚楼、防空洞，以及具有海派石
库门风格的厚庐、明清风格的长乐永
康石朝门、欧式风情的法国仁爱堂旧
址等，集合成一个丰富且有温度的历
史空间场景。

2018年起，渝中区在保留历史
文化风貌和原生态建筑肌理基础
上，以“绣花”功夫，对山城巷进行
了微更新、微改造，推动文化与旅
游、社区与城市居民的生活融合发
展。

为了让游客更好触摸历史、体验
文化，风貌区将于2月10日到3月
15日举办“母城故事”春游山城艺术
季活动。艺术季组委会还联合重庆
日报视觉影像部共同打造了“定格渝
中2020”主题区域，精选出50张重
庆日报视觉影像部记者过去一年拍
摄渝中区的照片，供观众感受媒体人
眼中的母城故事。

山城巷全新升级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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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江北观音桥一超市,市民正在选购水果。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就 地 过 年 暖 在 身 边

◀2月7日，
在 江 北 区 一 超
市，消费者正在
选 购 年 夜 饭 套
餐。

记者 张锦
辉 摄/视 觉 重
庆

▲2 月 9 日，西南大学
举办“新春牛乐坊”活动，近
百名留校生参加了画牛、制
作小牛雕塑等活动，体验中
华传统年文化的魅力。

记 者 卢 越 李 星
婷 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2 月 8 日，璧山区人
民医院产科，医护人员为生
孩子的河南籍胡女士举行

“牛年送福”主题活动。
通讯员 吴彦 胡悦

建 摄/视觉重庆

◀2月9日，
梁平区影剧院广
场，演员们正在
排练“云上”表演
节目——梁平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项 目 划 彩 龙
船。

特 约 摄 影
刘辉/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