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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栗园园

7月以来，雨水不断，这让石
柱县中益乡全兴村荞坝组组长谭
弟双始终放不下心。7月21日，
他又忙着在全兴村通往荞坝组的
山路上实地巡查，看是否有山石
滑落。

“这条路2018年修通，去年
完成硬化，沿途山体还不稳定，必
须随时查看。”在蜿蜒的山路上，
谭弟双跟记者聊起了自己跟这条
通组路之间的故事。

带头出资 打通出山路

荞坝组位于全兴村海拔
1400多米的高山上，这里以前不
通公路，只有一条崎岖不平、坑坑
洼洼的机耕道通向山外，沿途有
些地方还必须攀着岩壁通过，村
民赶一趟场需步行5个多小时。

交通落后导致了当地的贫
困。那时，谭弟双穷得肥料都买
不起，种出来的“三大坨”也卖不
出去，5年收入仅4000块钱。

修路成了荞坝组村民们的强
烈愿望。但修路沿途要经过其他
村子，要占用别人的土地，这可是
个大问题。眼看单靠协商解决不
了，谭弟双和组里一名老党员站
了出来，提议大家共同出资凑补
偿款，尽快把路修起来。

“那时尽管大家都穷，但都出
了钱，最少的一家也出了 600
元。”谭弟双说，他自己也省吃俭
用，前后共计出资3000余元，快
赶上他5年的收入！提及此，他
嘿嘿一笑，说只要能把路修起来
就好，有了路生活才有希望。

在谭弟双的带动和协调下，
7.6公里的通组公路终于在2018
年修通了。

种黄连养蜂 摘掉“贫困帽”

就在通组土路修好的那一
年，谭弟双又迎来一件喜事：中国
农业银行重庆分行的驻村干部给
他发放了5万元的扶贫小额信
贷，帮他发展产业。

有了资金，谭弟双立马甩开
膀子大干。每天天还没亮，他就
扛起锄头下地干活，填土、立架、
搭棚、除草样样都不落，总是忙到
天黑才回家，将黄连种植面积陆
续增加到了5亩多。

此外，在帮扶干部建议下，他
还积极发展中蜂这一见效快的产
业。10桶蜂收入8000多元、护
林员公益性岗位一年有6000元，
再加上就近打点零工，2019年，
谭弟双顺利脱贫。

对此，全兴村村支书兼村委
会主任余茂平却有些惋惜地说：

“荞坝组家家户户种黄连，平均都

在10亩以上，老谭原本可以再多
种点，但修路花费了他太多精
力。”

细问之下才知道，2019年，
当地准备对荞坝组的通组路进行
硬化，但村上多个扶贫项目也在
同时开展，村干部无法每天到现
场查看。当时作为副组长的谭弟
双便主动当起了义务监督员，把
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修路上。

由于对地形十分熟悉，在现
场巡查监督修路时，哪里要降坡
度、哪里要挖宽一点、哪里需回
填，谭弟双提出了许多建议。当
施工受到个别村民阻扰时，他还
发挥自己熟人多的优势，多方协
调，将矛盾一一化解，确保了公路
硬化保质保量按时完工。

“战”疫一线 火线入党

脱贫后，谭弟双没有忘记驻
村干部对他的帮扶，没有忘记自
己享受到的好政策，总想着如何
报答党恩，便找到帮扶干部表达
了入党的想法。

得知他有入党意愿，驻村干
部主动当起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并多次上门辅导他学习《中国共
产党章程》。

2019年6月12日，谭弟双天
不亮就出门，他来到村委会，将入
党申请书郑重地递交到驻村第一
书记手中，成为该村脱贫户向党
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第一人。

从那之后，谭弟双始终牢记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自己要尽心为村民排忧解
难。

去年春节期间，谭弟双二话
不说接下了荞坝组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任务。在独自搬运木桩于马
路中央设置路障后，他每天背着
30斤消毒水深入农家，在消杀的
同时认真进行排查和宣传，仔细
询问有没有串门、人群扎堆情况，
有没有发烧咳嗽的村民，有没有
从武汉或湖北回来的人员等等。

为了方便村民生活，他建起
了荞坝组微信群，每天在群里转
发防疫相关信息，并收集村民日
常生活需求，趁着下山参加会议
或购买消毒水时，帮大家采购、送
货。

因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
出，去年4月7日，谭弟双在老家
的院坝里庄严宣誓，火线入党。
同年“七一”被中益乡党委授予

“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身为党员，我将全心全意为

村民服好务。”谭弟双说，荞坝组
目前就黄连一个产业，比较单一，
接下来他将认真思考如何利用组
里的荒地再发展一个新产业，带
动村民一起增收。

石柱县中益乡全兴村荞坝组组长谭弟双：

不忘党恩 尽心为村民排忧解难

2007年7月24日

重庆市纪念杨尚昆同志
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2007年7月24日 重庆市纪念杨尚昆同志诞辰100周年座
谈会举行。杨尚昆，1907年8月3日生于四川潼南（今重庆潼南），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
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在
70多年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懈奋斗，贡献
了毕生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北方
局书记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
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东
省副省长等职。1983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
委员会副主席，1988 年 4 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98年9月14日在北京逝世。

谭弟双（右）上门给村民宣传防疫知识。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廖雪梅

今年，全市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
区831个、2662万平方米，改善29.2万
户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环境，截至6月底
已开工484个小区，开工率58.2%；计划

实施棚户区改造2万户，截至6月底已
完成 1.1 万户，完成率 53.8%，均实现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这是记
者从7月23日举行的重庆市“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系列第四场新闻发布
会上获得的消息。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1年，我市在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围绕“四坚持、四
提升”，努力推动老旧小区和危房居民实

现从“住有所居”到“住享乐居”的转变。
“四坚持”，即坚持党建引领，坚持统筹协
调，坚持多元筹资，坚持补齐短板。“四提
升”，则指提升房屋安全，提升住房品质，
提升人居环境，提升综合统筹。

同时，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
中，我市针对群众关心的身边事，加强
协调联动，统筹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
享，将养老托幼、社区服务等专项、子项
工作打通运行，形成工作合力。截至6

月底，全市已同步改造提升养老托幼、
农贸商超等配套设施共3980处，加装
电梯2129部，新增停车位1.9万个，改
造水电气22万户。

另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坚持以农
村危房改造为着力点，持续做好易返贫
致贫户、低保户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
障工作。2021年，全市下达农村危房
改造计划 5040 户，截至 6 月底开工
3273户，占年度计划的64.94%。

上半年重庆开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484个
完成棚户区改造1.1万户

本报讯 （记者 彭瑜）“群众盼什
么，干部就干什么。”7月22日，南川区
相关负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南川区开展“以实学促实
干、以实干出实绩”行动，把党史学习教
育与推动实际工作，以及为群众办实
事、解决民生问题相结合，努力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以实学促实干、以实干出
实绩”行动包括多方面内容，比如围绕
项目建设大比拼，提升签约率、达产率、
投资完成率等，确保全面完成年度项目
建设任务；开展企业困难大走访，及时
帮助重点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促进民生
实事大落实，压实责任、强化举措，打表
督办，把事办好办实；推动矛盾纠纷大
化解，全方位排查矛盾纠纷，多渠道畅
通群众信访。

重庆爱之窝科技有限公司于去年11

月落户南川，半年后就顺利投产。公司负
责人王帅称，南川区“一对一”服务人员既
代办供电供水手续，还协调新增电缆和临
时水管，为企业落实了6套人才公寓，“南
川的实干精神确保了项目的快速推进。”

既要招商引进来，更要服务发展起
来。南川区委统战部通过筑牢平台支
持、优化服务支持、引入金融支持“三个
支持”，11家金融机构进驻政务服务大
厅，联手打造“大厅金融街”，同时将89
种信贷产品信息发放给中小微企业，主
动攻坚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将金融活
水持续引入中小微企业。今年，全区11

家金融机构已累计为4347家中小微企
业发放贷款24.8亿元，续贷2.65亿元，
减少贷款利息19106万元。

解难题、顺心气，集聚人心才能促
发展。南川区信访办把“治理重复信
访、化解信访积案”作为为民办实事的
重要内容来抓，多措并举化解“陈年老
案”。比如该区兴隆镇就探索以老百姓
要求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暂时无法解
决的问题做好解释、对老百姓的苛责要
让他解气为内容的“三解”工作法，将群
众的烦心事变成了顺心事。

前不久，南川区木凉镇干部在走访

中得知，农村很多老人、残疾人因行动
不便理发困难。随即，木凉镇实施“精
彩人生·从头开始”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项目，招募理发志愿者，免费为全镇70
周岁及以上常住村民、城乡低保对象和
一、二级残疾人理发。

实学促实干，实干出实绩。今年上
半年，南川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期增长
13.8%，高于全市平均水平4.5个百分
点。全区党员干部排查企业实际困难
近400个，69件重点民生实事实现时间
过半、任务过半，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261件、多年积访案件138件。

南川开展“以实学促实干、以实干出实绩”行动

群众盼什么 干部就干什么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肖鲲）讲理论、讲政策、讲法律、讲科
技、讲健康、讲典型，7月23日，永远跟
党走——重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六
讲”展示活动在重庆群星剧院举行。7
组优秀“六讲”志愿者走上舞台，采取

“微宣讲”、小品、快板、小戏等形式，将
党的创新理论讲得接地气、冒热气。

“70多年前，在川东一带，有这样一
支队伍：他们虽然没有爬雪山过草地，
但也战斗在崇山峻岭间；虽然没有血战
湘江、飞夺泸定桥，但也抛头颅、洒热
血，把青春甚至是生命都献给了党献给
了人民。今天，我就来讲一讲川东游击
队那年那人那些事儿……”在讲理论环
节，万州区志愿者姜婷变身“说书先
生”，以评书形式带观众们“穿越”回74
年前，近距离感受赵唯、彭咏梧、江竹筠
等革命志士领导并发动对国民党反动
派的武装斗争。

说到惊险处，姜婷一拍惊堂木，观
众们的心被革命志士流血牺牲的故事
牵动。

大渡口区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刘
潇然参加消防工作6年多，经历大大小
小的救援上千次。在讲科技环节，他向
观众们介绍了“蓝朋友”：“伴随祖国深
化改革的浪潮，我们消防员脱下了曾经
的‘橄榄绿’军装换上了新式‘火焰蓝’
的制服，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昵
称——‘蓝朋友’”。

以几次火灾险情为引子，刘潇然细
数“蓝朋友”身上满满的科技含量，再向
大家科普如何科学拨打“蓝朋友”的电
话119、如何在发生高层火灾时科学逃
生等。

“今天我才晓得，如果楼下发生火
灾就往上逃，如果楼上发生火灾就往下
逃，火太大、烟太大、逃不了，最科学的
做法是回到室内向‘蓝朋友’传递求救
信号。”市民周先生说，这场宣讲让他获

益良多，回去后要把“蓝朋友”讲的救命
知识宣传给亲戚朋友。

“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
各种‘小哥’，比如快递小哥、外卖小
哥、网约车小哥。而我呢，也是一位

‘小哥’，为您传递政策的社保小哥。”

在讲政策环节，市人力社保局志愿者
许杨轻松诙谐的开场白让人印象深
刻。

他以用人单位要不要为员工缴纳
社会保险、网络主播是否能购买养老保
险、退休人员如何完成养老保险待遇领

取资格认证等几个小故事为由头，将市
民关心的社保政策讲得深入浅出。

观众们说，这场“六讲”展示活动以
小话题反映大主题、以小故事阐述大道
理，志愿者们真心投入、声情并茂，大家
都听得懂、喜欢听。

小话题反映大主题 小故事阐述大道理
重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六讲”展示活动举办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肖鲲）去年以来，我市聚焦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整合市、区
县宣讲力量，广泛开展“讲理论、讲政
策、讲法律、讲科技、讲健康、讲典型”新
时代文明实践“六讲”志愿服务，深受老
百姓欢迎，有效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

谁来讲？我市发挥市文明委成员
单位优势，组建“讲理论、讲政策、讲法
律、讲科技、讲健康、讲典型”等6支市
级宣讲志愿服务队，按照“会宣讲、懂政
策、有特长”的原则，招募党员干部、业
务骨干等志愿者1200多人，指导区县
同步建立队伍，带动2万多名党员干部
志愿者参与“六讲”。

讲什么？我市围绕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政策、重
点法律、应急医疗、实用科技、典型故事
等，通过组织“六讲”大赛、公开征集、约
请创作等方式，集纳快板、评书等形式
多样的优秀宣讲稿300多篇，建立六类

宣讲内容库，让志愿者“按需取用”，让
宣讲内容“沾泥土”“抓眼球”。

“一个多月前，就在不远的江边，我
们区的育才小学教师王红旭为勇救两
名落水儿童，献出了自己年仅35岁的
宝贵生命……”7月23日上午，大渡口
区跃进村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
者刘阳阳正向参加暑期活动的孩子和
家长讲述王红旭老师见义勇为的英勇
事迹。

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六讲”平台，
暑期以来，跃进村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就很是热闹。趁此机会，志愿者深入
宣传王红旭及“救命人链”先进典型，目
前已开讲5次。

怎么讲？我市创新宣讲形式，开展
微宣讲，每个主题宣讲15分钟，侧重

“小话题”反映“大主题”，用老百姓听得
懂、喜欢听的语言讲身边人身边事；开
展组合式宣讲，采取“微宣讲+文艺演
出+志愿服务”等方式，每场宣讲至少3

个主题，增强宣讲的吸引力感染力，让
群众既受到教育、又得到实惠。

7月22日傍晚，渝北区玉峰山镇香
溪村的“板凳课堂”又开讲了。“以前我
们小时候洗澡，稻谷草烧热了站着洗，
现在有了热水器，花洒一冲，洗起舒服
得很。为啥子这么大变化？1978年，
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现
在用的很多东西都是改革开放的成
果。”村民赵朝均率先发言，听得村民们
连连点头。据了解，像这样的“板凳课
堂”在玉峰山镇共有34处，每次均由党
员领讲，倡导村民踊跃发言，忆党情、感
党恩。

着眼能落地，我市还采取“集中+分
散”相结合的方式，每月15日为集中宣
讲日，同时根据群众实际情况灵活安排
宣讲，综合运用“群众点单+组织派单”

“市级送课+区县配套”相结合的方式，
累计开展“六讲”志愿服务3.1万余场
次，老百姓参与感、获得感普遍增强。

聚焦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

新时代文明实践“六讲”志愿服务这样落地落细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7月23
日，“文载百年路 书写新征程”红色文
献特展在重庆图书馆开展，展览将持续
至8月15日，市民可前往重图免费观
展。

此次红色文献特展由重庆市文旅
委、四川省文旅厅共同主办，重庆图书
馆和四川省图书馆承办，分为感悟思
想伟力、党章宣誓初心、理论创新成
果、讲述革命历程、繁荣红色文艺五个
单元。“我们从川渝两馆收藏的两千余
种不同版本的红色文献中，选取了172
种制作成展板图片，精选了42种实物
文献，以及5种珍贵红色文物进行现场
展出，其中不少实物文献与文物都是
首次与市民见面。”重庆图书馆馆长任
竞介绍。

走进红色文献特展展厅，一本薄薄
的图书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该书的封
面上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
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
等字样。

“这本书是1920年8月，由上海社
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中共早期活动
家、新文化运动先驱、著名语言学家陈
望道翻译的首版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
言》的复制本。”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主
任袁佳红介绍。

除了大量珍贵的红色文献外，现场
还展出不少珍贵文物。川陕省苏维埃

工农银行于1933年发行的布币吸引了
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这件竖式结构的布币长12.5厘米、
宽7.6厘米。正面上端印有“全世界无
产阶级联合起来”等文字。

“这是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
政府成立之初发行的货币。”重庆图书
馆研究馆员王志昆介绍，选择利用布匹
来印刷货币，主要还是由于国民党长期
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

封锁，导致川陕苏区等革命根据地缺少
印制钞票的油墨、纸张等印刷材料。“虽
然这些布币发行时间不长，却在一定程
度上保证了川陕苏区金融市场和物价
的稳定。”王志昆说。

在历史典籍中感受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

重图举行红色文献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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