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罗芸

7 月 21 日早上 7 点过，一辆崭新的
农村客运车驶进武隆区芙蓉街道中兴
村。

“以前村里到武隆城区没有客车，坐摩
托车要花二十多块钱。”65岁的村民张荣
说，今年区交通局进村走访了解情况后，原
来径直开往东山村和呐溪原乡的客车“绕”
了一段，解决了大家的出行难问题。

“群众的每件小事，都是我们的大事。”
武隆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今年该区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来，已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5000余件。

大走访
收集群众诉求，为民办实事

5000余件

武隆城区的都市广场曾是当地最具人
气的商场。近年来，由于部分商家占道经
营，商场环境变差，一些店铺关门歇业。“还
商场一个整洁有序的环境”成为不少消费
者和仍在营业的商家的愿望。

武隆区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中，推行“登万家门、访万家情、解万家
难、暖万家心”，收集到5800余件群众困
难诉求，都市广场占道经营问题是其中
之一。

都市广场所在的芙蓉街道芙蓉东路社
区将其作为攻坚重点，由社区干部李洪菊
负责牵头解决。

李洪菊第一次召集商户开会宣传时，
仍在经营的60多户商户只来了两户。为
了消除大家的心结，她逐一登门走访，讲
解商场整体氛围提升与个体经营的关
系。

在反复上门做工作三四次后，经营鸿
程鞋店的吴茜带头将设在商场过道内的打
折区搬进店里。其它店铺看见商场最大的
商户都没再占道经营，也逐渐跟进，商场又
恢复了过去的清爽。

“商场占道经营的现象消失后，店里的
营业额都涨了三成多。”全家蛋糕店老板龚
超华喜滋滋地说。

今年以来，武隆区级领导带头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各级各部门大力解决路、
水、电、气等民生实事5000余件，其中有不
少是都市广场占道经营这样的“老大难”问
题。

建机制
推行村医“乡聘村用”，村民

看病更方便了

前几天，土地乡小岩村村医窦金谷又
背着医药箱，上门为患有糖尿病的村民窦
如学测量血糖和血压。为开展慢性病监
测，窦金谷每个月都会骑半小时车，上门为
窦如学做检测。

“金谷技术好，我们都信他哩！”62岁的
窦如学说，“现在好医生终于留得下来了！”

据了解，由于待遇低，以前当地村医流
动性很大。为了留住技术好的中青年村
医，武隆在我市率先推行村医“乡聘村用”
制度，为村医增加了基药补助、公共卫生服
务补助等，还为他们买了养老保险和意外
险。

制度推行后，该区村医人数增加49
人，达到了214人，平均年龄下降5岁。

与此同时，该区通过开展培训提升村
医诊疗技术，村民有个头痛脑热不用出村
就能解决。

据统计，武隆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中，切实在密切干群关系、解决群众

难题上创新体制机制，形成长效机制。
今年上半年，武隆通过“帮就业、帮创

业、帮维权”制度，帮助3270余人找到就业
岗位，发放农民工创业担保贷款2636万元。

促发展
上门服务，推动招商引资项

目早落地、早建设

“我在外面跑了30多年，第一次享受
大厅‘上门服务’！”记者采访时，“云村乡村
生活综合体”项目负责人说。

该项目位于火炉镇关桥村，准备发展
农业种植与观光、非遗文化展示、农家乐和
民宿等，可带动当地数百人增收。为了让
项目少走弯路、更快落地，今年3月，武隆
区政务办带领区发改委、水利局、林业局等
部门上门服务，提前介入。

其间，林业部门发现项目规划有部分
踩在了林业保护的“红线”上，便及时提醒
注意。

“这避免了我们规划反复调整，为早日
开工争取到了至少两个月时间。”项目负责
人感动地说，贴心的服务让他对在武隆安
营扎寨非常有信心。

据了解，武隆在“我为群众办实事”中
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出“送审批上
门、送政策上门、送服务上门”，推动招商引
资项目早落地、早建设。

今年上半年，该区正式签约项目共15
个，签约金额142.75亿元，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快速发展。

武隆区“登万家门”广泛了解民情民意

5000余件实事办到了群众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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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封美如

“小朋友们，看看这是什么动物？”“这
个图案是什么形状和颜色的？”……7月20
日，在重庆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老师正
在给残疾孩子们上听力语言康复训练课。
孩子们按照老师的指令，认真完成每一个
训练动作。

这是市残联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具体举措之一。瞄准身体
康复、就业技能、行动无障碍这三大残疾人
群体最为迫切的需求，全市残联系统以“一
问二帮三送”为抓手，为残疾人朋友办实
事、解难事。

“一问二帮三送”，为残疾人提供
针对性服务

何为“一问二帮三送”？市残联相关负
责人解释，“一问”是向残疾群众广泛问需
求——“全系统问”“全覆盖问”“全方位
问”，全面掌握各类残疾人现实需求，为制
定各类帮扶政策提供支撑。

“二帮”是帮就业、帮创业。坚持以助
力残疾人增收为目标，开展“参谋项目帮”

“资金扶持帮”“对接岗位帮”。
“三送”是针对残疾人普遍存在的身体

功能障碍需要康复、就业能力较弱需要技
能、参与社会活动较少需要便利等实际需
求，主动开展“送康复”“送技能”“送便利”
服务。

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从今年3月
开始，1万多名残疾人工作者对全市90.6
万持证残疾人进行走访询问和蹲点调研，
根据不同需求，送服务上门，有针对性地帮
助他们康复、就业、增收。

帮助就业，让残疾人真正融入社会

就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并实现自我
价值的重要途径。

陈星（化名）今年22岁，患有先天性脊
柱侧后凸畸形，肢体残疾四级。不久前，她
通过“职有爱”残疾人求职平台，找到了一

份心仪的工作。
通过“职有爱”平台找到工作的残疾

人还有不少。“职有爱”是市残联和重庆移
动联合打造、专门为残疾人求职提供服务
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集残疾人快捷求职登
记、用人单位招聘信息发布、残疾人职业
技能线上培训为一体，上线以来受到广大
残疾人的关注。

“职有爱”项目负责人石林介绍，与普
通求职平台不同，“职有爱”上面的招聘信
息是高度匹配残疾人的，目前有上千家企
业在平台发布了招工信息。

据统计，自5月底平台上线以来已经
有3000多关注量，求职登记量达600多
条，用户满意度达到98%。

除了积极打造线上求职平台，市残
联还在线下举办各级各类专场招聘会
80多场，累计提供工作岗位6000多个，
已达成就业意向3000余人，助力残疾人
就业。

为帮助残疾人掌握劳动技能，全市各
级残联还广泛开展给残疾人送技术、送技
能活动。今年，市残联制定印发了《重庆市

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实施方案
（2021-2025年）》，并迅速实施。

截至目前，全市残联系统已针对不同
残疾类别、学历层次和就业需求，开展了咖
啡制作、插花、刺绣、盲人保健按摩（初级和
中级）、汽车美容等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
以及种植、养殖、家庭手工业等农村实用技
术培训，预计今年将完成农村残疾人实用
技术培训5000人次。

针对残疾人大学生就业问题，市残联
对全市生源地高校696名应届残疾人毕业
生进行梳理比对，制定了“一人一案、一人
一策”的帮扶方案，今年已累计帮助108名
残疾人大学生就业。

帮助康复，为残疾儿童送康复救
助4299人（次）

身体康复，是残疾人群体最为迫切的
三大需求之一。

来自梁平区屏锦镇的丹丹（化名）是一
名听障儿童，家境贫困。得知她的情况后，
市、区两级残联为她植入了人工耳蜗，还安
排她到重庆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进行康

复训练，1万余元的手术费和每年2万元的
康复费用全部减免。

现在，经过半年多的康复训练，丹丹已
经能听懂简单的语句，进行日常基本交流
对话，也能唱一些简单的儿歌。

“丹丹的康复效果较好，她自己很努
力，也很聪明。”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听
力语言康复中心主任冷明蓉介绍，孩子做
手术后，康复中心会提供集体课和个训课
的训练。

像丹丹这个年龄的集体课是学前教育
部分，结合普通幼儿园的艺术、社会、科学、
健康、语言五大领域课程进行基础性训练；
个训课的训练包括听力、语言、认知、沟通
以及五大领域的综合性训练。老师会尽量
把课程融入到孩子的生活和康复训练中，
以便孩子后期到普通幼儿园能够更快融合
到集体中。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各级残联已为
4299人（次）残疾儿童送去了手术、辅助器
具适配和康复训练等康复救助服务。

帮助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让残
疾人生活更方便

行动难，是残疾人最盼望解决的另一
件难事。

渝北区大盛镇天险洞村的廖有勤、王
光丽夫妇均为视力残疾人，在家里的行动
都不方便。

当地残联为他家实施家庭无障碍改
造，家里的厨房，按照残疾人的需求进行了
灶台降低等改造。干净整洁的操作台面、
安全稳固的L型扶手，让夫妻俩能够方便
地做饭。

同样，在大盛镇大盛村肢体残疾人张
贵花的家里，由区残联为她修建的厕所不
仅干净整洁，还安装了马桶、抓杆，地面也
做了防滑处理。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们才过上
了现在的好日子！”看着经过改造的房子，
张贵花激动不已。

据悉，在为残疾人办实事过程中，市残
联协调各级相关部门，加快家庭无障碍改
造工程的进行，今年将为2000户有需求的
残疾人家庭提供居家无障碍改造服务，让
残疾人生活更便利。

送康复送技能送便利上门
瞄准三大需求，全市残联系统为残疾人朋友办实事

7月22日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兰渝红色文化城际交流活动——红色
题材儿童剧《大豆谣》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剧院上演。

《大豆谣》改编自革命烈士甘肃工委副书
记罗云鹏之女罗力立自撰的同名纪实文学，
生动讲述了罗力立在兰州大沙沟监狱中坚
强生活、学习、成长的故事。

1940年，罗云鹏和妻子樊桂英以及8个
月的女儿罗力立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罗力
立在狱中生活了6年之久。罗云鹏牺牲后，
1946 年，罗力立与母亲被救出狱。由于罗
力立和在重庆牺牲的“小萝卜头”宋振中烈
士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她被称为

“西北小萝卜头”。
图为《大豆谣》演出现场。
记者 赵迎昭 齐岚森 摄影报道/视

觉重庆

讲述“西北小萝卜头”的故事

红色题材儿童剧
《大豆谣》在渝上演

□本报记者 王天翊

党的十九大以
来，重庆新发展党员
中涌现出一批优秀
代表，两江新区第一
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护士黄佳便是其中
之一。

7月19日，重庆
日报记者见到了黄
佳。黄佳今年29岁，
身形清瘦，穿上小号
的护士服也略显宽
松。然而，就是这样
一位看似柔弱的姑
娘，却在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之际主动请缨进入隔离病房，在隔离病房里写下
对党的忠诚。

一个决定得到全家支持
腊月二十八，爱人送她进隔离病房

接到医院招募隔离病房医护人员的消息，已是2020
年1月21日，离除夕仅有3天。

“我想去试试。”当天，黄佳跟爱人和公公、婆婆提起
这件事时，出乎意料地获得一致支持。

为啥说出乎意料？原因有二。一是公公、婆婆宠
她，平日里对她呵护备至；二是爱人在几年前被查出淋
巴癌，已做过9次化疗，需要人照顾。

不过，家人的支持其实也不难理解。黄佳的公公是
老党员，又是退役军人，爱人从小立志从军，对军人、医生
等职业充满敬意，婆婆也长期生活在军人家庭，一家人早
已把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看作天经地义的事。在危难之
际为党和人民贡献点滴力量，是无上的光荣。

22日上午，黄佳的报名获得通过，医院告诉她当晚
就要进入隔离病房。回家收拾必备用品途中，黄佳又得
到紧急通知：因疫情形势严峻，进入隔离病房时间提前到
中午。匆匆收拾好东西，爱人开车将她送到医院。在车
上，黄佳一边与爱人相互说着“注意安全”，一边迅速吃完
了婆婆精心准备的午饭。

黄佳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爱人心里再清楚不
过。黄佳曾跟他提起过，小时候，只要哪里不舒服就去镇
上的卫生所，“医生爷爷”总是能把她治好。那时，成为一
名医生救死扶伤的愿望便在小黄佳心里扎根。高考过
后，她选择了护理专业。

一个心愿在抗疫一线实现
隔离病房内，她递交入党申请书

成为护士，黄佳儿时的心愿只完成了一半：她还想加
入中国共产党。

“小时候，大伯和舅公就是我的榜样。”黄佳说，大伯
和舅公都是党员，印象中，他们正直、勇敢、有担当，在亲
朋好友中有口皆碑，父母也经常叮嘱黄佳向他们学习，争
取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

上大学时，黄佳便交了入党申请书，参加了党课学
习；进入医院后，更是努力工作、加强学习，积极向党组织
靠拢。

1月30日，黄佳和几名年轻同事在隔离病房里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

黄佳回忆，隔离病房里急难险重的任务，比如给病人
吸痰、上呼吸机，打扫卫生间等，党员前辈们总是冲在前
面。

尤其是病房消毒这一项工作，穿上厚重严实的防
护服，坐着不动都流汗，但一同进入隔离病房的呼吸
科党员护士王小琴却还要背上40多斤的喷壶，不留
死角地在每一间病房中喷洒消毒液，然后里里外外
擦拭两遍，再用紫外线灯消毒，整个过程持续近3个
小时。

以党员前辈们为榜样，长期在消化内科工作的黄佳
很快学会了呼吸科的专业操作，接过为病人量体温、输
液、采集核酸拭子、观察仪器运行参数等任务。

2月14日，黄佳刚刚结束和爱人的视频通话，就接
到自己被确定为预备党员的消息。儿时的心愿在抗
疫一线得以实现，她举起右手，握紧拳头，与写有“隔
离病区临时党支部”的牌子“合影留念”，也为自己加
油打气。

一种使命激励她接续奋斗
考职称忙学业，还要帮助新人成长

“黄佳，5号床的病人说昨天输液的药还剩了1000
毫升，存在哪里的？”采访期间，一名同事向黄佳询问起前
一天休假时，自己病人的情况。

如今，大事小事，同事们总会想起黄佳。
“以前觉得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好了，现在即使不是

自己的病人，我也会多留心。”黄佳说，成为党员以后，她
更加感到责任重大，方方面面都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比如理论学习，她已经习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打开
学习强国读文章、悟思想、做习题。一年多来，她的学习
强国账号积分飙升至2万多分。前不久，她还认认真真
学习了“七一”讲话全文。

如今，黄佳已经修完非全日制本科课程，目前正在等
待毕业考试结果；前不久，她还通过了护师考试，获得了
教带新人的资格。

黄佳的护理技巧也日益精进。在隔离病房，她服务
过产后抑郁的二孩母亲，也与乐观开朗的在校大学生患
者成为好朋友，逐渐意识到心理关怀的重要性。

“有时候，一个亲切的动作就能安抚患者的情绪。”黄
佳说，尤其是对小朋友和老人，摸摸头、拍拍肩膀等细微
的举动都能快速与他们建立信任关系，给他们信心和勇
气。

谈起对未来的憧憬，黄佳说，她要向优秀的党员前辈
们学习，更好更快地提升自己，今后帮助新人成长，在护
士岗位上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黄佳：

新冠隔离病房内
递交入党申请书

去年2月，黄佳在隔离病区。
（受访者供图）

7月20日，在重庆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老师正在给孩子们上听力语言康复训练课。
（市残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