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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2021年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暨“建功‘十四五’、奋进新
征程”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动员大会
上，我市包括重庆中烟重庆卷烟厂卷
包车间乙班班组在内的34个先进集
体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
号。

近年来，重庆卷烟厂卷包车间乙
班班组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切实践行“我爱我家、
自信自尊、苦干实干、奋力奔跑”的追
赶者文化，大力推动追赶型、专业型、
梯次型、开放型、协同型“五型”团队
建设，2018年跻身重庆市“工人先锋
号”。

全力追赶创佳绩

去年，虽然接连遭遇疫情大考和

冰雹灾情，但重庆中烟重庆卷烟厂仍
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年度答卷
——实现产值67.5亿元。

这一实绩的背后，有着卷包车
间乙班班组全体员工的辛勤付出
和智慧担当。该班组现有员工 96
人，其中党员 27 人、高级维修技
师 5 人、高级操作工 28 人。面对
去年的疫情大考，班组全员一心、
全力奋战，大力开展以生产制造、
质量把控、节能降耗为核心的“当
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劳动竞赛
活动，有力保障了市场供给。

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该班组勤勉精进、挑战极
点、全速追赶，涌现出了延时加班
后仍在维修的“钉子户”；一人一
车、连续 11 小时无休操作的“铁
人”；连战 9 天、一人两岗、一天两

地的“巾帼机长”；婚礼仪式刚结束
即返岗的“落跑新郎”……为集中

力量应对冰雹灾情，班组满负荷生
产 217 天、中班延时 152 天、夜班

加班 46 天，参与紧急抢修 37 次、
完成改造调试 24 次、协同全线检
修5次，质量提升、节能降耗连续3
年排名工厂第一，圆满完成卷烟生
产13.5万箱。

质量为先促生产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对于重庆
中烟而言，质量提升永远在路上。

重庆卷烟厂卷包车间乙班班组
坚持把质量作为“饭碗工程”，牵头
组建青年突击队和“集电”先锋小
组。作为车间技改、维修的核心后
备军，通过建立大幅高于“国标”的
工艺质量标准体系，抓实专业质检、
严格自检、高频巡检、工艺抽查“四
重质控”保障，深入开展“质量提升
行动”，主力解决“急、难、险、重”的

生产问题。
2018年以来，班组开创性开展专

项攻坚和自主维修，节约改型维修费
用约350万元；完成5组中支烟设备
改造，并通过自主创新使作业效率比
原装设计水平提升20%，在行业同机
型中领先。

在班组全员的不懈努力下，重庆
卷烟厂卷包车间产品获行业抽检卷
接包装双百分。过硬的产品质量，助
力公司核心品牌品质始终如一，产品
抽检满分率较“十三五”初期的
10.5%提升至25.2%，市场反馈率由
0.022ppm 降到 0.001ppm，较好地
展现了“重烟制造、品质可靠”的良好
形象。

唐勖
图片由重庆中烟提供

从奋力追赶到全国领跑

重庆卷烟厂卷包车间乙班班组跻身全国“工人先锋号”

班组骨干集中攻克技术难题

本报讯 （记者 张莎）“哥哥回家了、回
家了，党和政府把你送回家了！”5月7日，永川
区胜利路街道丰田村，满脸皱纹的陈学明老人
从永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手中接过
烈士赖云清的墓碑照，将脸贴在相框上，喃喃
自语。

面临生死抉择，无数革命先辈将国家和民
族放在首位，慷慨就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是
新中国最闪亮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今年清明期间，退役军人事务部启动“为烈
士寻亲”活动，联合媒体公布100位烈士信息，
向全社会征集线索，帮烈士寻找亲人。目前，6位
重庆籍烈士的亲人，在全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努力下已全部找到。

入伍前他叮嘱弟弟“好好照顾妈妈”

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的烈士信息，赖
云清烈士生于1929年，重庆人，生前为江汉军
区独1师2团1营3连战士，1949年7月11日
在解放宜昌战役中牺牲。

陈学明今年已77岁高龄，是赖云清弟弟赖
中华的妻子。

陈学明老人告诉记者，赖云清和赖中华的
原名分别是林居明、林居华。兄弟俩幼时丧父，
母亲带着他们改嫁到赖家。依着当地农村旧有
习俗，凡是女子改嫁，其之前所生孩子要改为现
任丈夫的姓氏。于是，林居明和林居华兄弟二
人分别改名为赖云清和赖中华。

“两弟兄小时候很亲密，我家老头常常摆起
他哥哥，很想他哥哥。”老人说。

上世纪40年代，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
全中国，赖云清毅然参军，加入了这场事关中国
前途命运的决战。临行前，赖云清似乎已经做
好了最坏的打算，不善表达的他罕见地拥抱了
弟弟，在弟弟耳边叮嘱“好好照顾妈妈”。

1949年7月11日，赖云清在解放宜昌战役

中英勇牺牲，年仅20岁。

部队多次为烈士寻亲未果

陈学明记得，上世纪60年代，曾有部队的
同志多次来永川为烈士寻亲，但一次次与赖家
错过。后来才知道，赖云清入伍时用的是原名
林居明，部队根本不知道他已经随继父改姓的
事，给核实烈士身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几年后，赖中华终于得到哥哥已经牺牲的
确切消息，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对安葬地不得
而知。“到哥哥的墓地看看，和他说说话，这可是
老头子临终前都惦记着的事呀。”陈学明说。

这事的转机出现在今年4月底。那天，赖

中华的徒弟唐光辉心急火燎找到陈学明，举起
手机问：“师母，你看这位烈士，是不是师傅的哥
哥？”

陈学明赶紧通过村干部联系上胜利路街道
办事处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黎俊又上报到永
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一天后，重庆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给出了肯定答复：赖云清就是赖中华
老两口苦寻多年的哥哥，现安葬于湖北宜昌市
烈士陵园。

考虑到陈学明年事已高，永川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特意将赖云清烈士墓碑的照片拍下来，
打印放大，裱在相框里，送到老人家中。

摩挲着相框，老人请邻居帮忙将其挂在堂

屋正中，放下了悬着多年的心。

有相关线索可拨打电话88986917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
有近18万位登记在册烈士，由于种种原因，一
些烈士信息不够完整、准确，一些烈属只知亲人
牺牲，却不了解详细信息、不知其安葬地址，更
无从现场祭奠。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积极履行
职责，传承和弘扬英烈精神，认真做好烈士亲属
关爱抚慰和烈士寻亲工作。

他表示，社会各界人士如有烈士寻亲线索，
可拨打电话023-88986917联系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

牺牲72年后 烈士赖云清“回家”
重庆“为烈士寻亲”活动已为6位烈士找到亲人

□何勇海

近日，重庆着力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整顿
工作，对部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课程设置、教
师资质、招生收费、广告宣传等问题进行了通
报。各区县也纷纷出台“负面清单”，公布“黑名
单”，着力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对涉嫌违法违规
的机构从严从重查处，及时公布查处情况，有助
于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秩序，营造良好教育生态。

无办学许可，涉嫌虚假宣传、虚假广告，超
标超前培训，超期违规收费，违规聘请外籍教
师……这些问题，经过多年治理整顿，已取得
阶段性成效，但这些问题又容易反复，且可能
变得更隐蔽。

面对这种情况，需要深挖病根，构建长效监
管机制。

拿超标超前培训来说，教育部早就禁止，但
有禁未止。这些年一些学校搞掐尖招生，仍看重
通过超标超前培训选拔“学得更深更广”的学生，
甚至通过培训机构的考试帮其掐尖。故治理超
标超前培训，还得严格监管中小学招生全程，严
肃查处将超标超前培训与招生入学挂钩，这样才
能抓住源头进行长效监管。

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乱象，需要出重拳。对于
无办学许可以及有骗取、伪造、变造、买卖办学许
可证等性质恶劣行为的机构，不妨“一刀切”关
停。校外培训只有做到规范运行，成为素质教育
的延伸，这一庞大的培训市场才能健康发展。

此外，整治培训机构需多部门“握指成拳”，
把因果链搞清楚，把责任链理清楚，细化分工，压
实责任，共同发力。打破“九龙治水”格局，也是
构建长效监管机制的着力点。

治理校外培训乱象
还需长效监管机制

■一个多月来，除烈士赖云清外另五名重庆籍烈士的亲人也先后被找到

提到哥哥，周生全
的妹妹周生琼瞬间红
了眼眶，泣不成声。

摩挲着哥哥的《烈
士证明书》，周生琼说，
她至今依然清晰记得，
1968年哥哥参军那天，
他换上了帅气的军装，
胸前戴一朵大红花，和
战友一起坐上了县里
派来的汽车，踏上了从
军之路。

入伍后，周生全常
给妹妹写信，叮嘱得最
多的就是“照顾好妈妈
和二妹、小弟”。

1970 年 4 月 14
日，周生全在挖掘隧
洞的过程中，被石头
砸中，不幸牺牲，年轻
的生命从此定格在21
岁。

周生琼说，哥哥一
直是全家人心目中永远
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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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丰都的77岁
老人江国成，在苦寻半
个多世纪后，找到了自
己的哥哥——烈士江国
炳的安葬地。

江国炳是家中的老
大，下面四个弟弟、妹妹
都以他为榜样，为他而自
豪。

江国成说，“哥哥参
军时我只有十一二岁，他
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过。”

“当年得知大哥牺牲
后，母亲伤心难过得很。”
江国成说，随着噩耗来
的，还有大哥的遗物。

一件衣服、一支钢
笔、一条皮带，一双袜子
和一双鞋，这就是江国炳
留给全家最后的纪念。

那件衣服，江国成后
来不时取出来披在身上，
他将自己对哥哥的思念
寄托在衣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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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参军前是铁
匠，他的命运在 1961 年
年底，随着一支部队途
经大足县而改变。”肖明
生的外甥刘用华说，部
队在村里临时驻扎，肖
明生看着穿军装的军人
们，萌生了去当兵的想
法。

舅舅为保卫祖国牺
牲，对当时幼小的刘用
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
刘用华的幼时记忆里，
舅舅身形高大，他得抬
头才能看清楚舅舅的面
庞，“舅舅总是很谦和，
性情温厚，从不高声大
气说话。”

1972 年，刘用华 19
岁，这年年底的征兵一开
始，他就报了名。虽然弟
弟在部队牺牲，但刘用华
的母亲还是支持儿子去
当兵，“去吧，像舅舅那样
保家卫国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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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为烈
士寻亲”活动中，
卓利彬烈士的侄
子、65岁的卓维远
也被找到。

由于年代相
隔久远，卓维远对
于卓利彬烈士的
记忆已经有些模
糊。

但卓维远记
得，小时候经常会
被父亲带去老家
后山的坟场祭奠
自己的伯父。逢
年过节时，家里也
会收到政府送来
的慰问信。

在伯父卓利
彬的影响下，1976
年，卓维远也当兵
入伍，光荣地成为
了一名军人。

（本组稿件由
记者张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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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海烈士的遗
孀 田 荣 菊 今 年 已 79
岁。她回忆说，因战况
紧急，叶兆海在结婚当
日就被部队征召回营，
加入战斗，几天后牺
牲。

叶兆海与田荣菊
没有子女。年轻的田
荣菊再婚后生育了五
个孩子，这些年来，她
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叶
兆海的墓地。

不久前，铜梁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办
工作人员在西藏一烈
士陵园的网站上，见到
叶兆海烈士的寻亲信
息。通过两地资料对
比，他们确定，这就是
田荣菊的前夫。

因身体原因，田荣菊
无法前往西藏祭扫，她
计划让孩子们到西藏，
去给叶兆海烈士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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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档案】
周 生 全 烈

士，重庆荣昌人，
生前服役于中国
人民解放军 8735
部队，1970 年 4 月
14 日在执行任务
时因公牺牲。现
安葬于甘肃兰州
市永登县烈士陵
园。

【烈士档案】
江国炳烈士，生于

1935年，重庆丰都县名
山 镇 三 口 井 村 人 。
1956 年 1 月参加革命
工作，系解放军 183 团
1营3连班长。1960年
7月22日，在巴颜查根
作战牺牲，时年仅 25
岁。现安葬于青海省
玉树州巴颜查拉。

【烈士档案】
肖明生烈士，生

于1936年，重庆大足
人。生前为153团加
强 营 7890 部 队 军
人。1962 年 11 月 25
日，在瓦弄战役撤回
途中因雪崩牺牲于西
藏察隅县，时年仅 26
岁。现安葬于西藏察
隅县英雄坡纪念园。

【烈士档案】
卓利彬烈

士，生于1922年
11月，中共党员，
铜梁青训班学
员 。 1950 年 2
月，在全德征粮
工作中被土匪杀
害。现安葬于重
庆市铜梁区西泉
烈士陵园。

【烈士档案】
叶兆海烈士，

生于 1941 年，重庆
铜梁人。1958 年 3
月参加革命，党员，
任解放军8033部队
2 连班长。1962 年
11 月 17 日，在中印
边境自卫反击战中
牺牲。现安葬于西
藏南山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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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崔曜）5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为进一步提升重庆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水平，近日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印发了《关于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深度覆
盖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按照《通知》
要求，今年全市将有序推进撤桶并点和后续管理工
作，开展值桶、净桶、翻桶“三桶”行动，确保分类工
作落到实处。

“值桶”指的是投放高峰期桶边有督导员或垃圾
分类指导员定时定点值守，引导居民规范投放；“净
桶”指的是做好撤桶后电梯、走廊、集中投放点等公
共区域清扫保洁，确保小区环境卫生。物业公司根
据生活垃圾产生量和产生类别因地制宜设置箱桶，
对家庭厨余垃圾原则上每日清运2次，杜绝箱桶空
置或满溢；“翻桶”指的是考评人员打开垃圾桶盖,检
查垃圾分类准确率。最终，考评人员结合专业检查、
第三方评价、“马路办公”等方式，将翻桶查看情况作
为评价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参考。

《通知》还要求各区县做好自查清查。其中，中
心城区各区开展“清零行动”，按照有设施设备、有长
效宣传、有管理机制“三有”标准对辖区范围内居民
小区、公共机构、相关企业逐一排查，建立台账；其他
区县对已开展垃圾分类的区域开展排查，并抓紧推
进垃圾分类全覆盖。

此外，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还
邀请市民为垃圾分类工作建言献策，采取院坝会、恳
谈会、意见征集会等方式，广泛听取采纳居民合理意
见。今年6月底前全市开展“再敲门行动”，各区县相
关部门向辖区城市建成区内所有居民发放“两书一
册”（垃圾分类告知书、承诺书、宣传手册）等宣传资
料，推广“重庆市垃圾分类”微信公众号。

《通知》明确，2021年全市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家
庭厨余垃圾有效分出比例达到城市生活垃圾总量
（不含可回收物）15%以上，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回收
利用率达到38%以上。

推进垃圾分类撤桶并点
和后续管理工作

重庆将开展值桶、净桶、
翻桶“三桶”行动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