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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9月26
日晚21时30分，“时代的奋斗者——
2021年重庆市最美河湖卫士”发布仪
式在重庆卫视播出。王露、白波、重庆
市巫山县汇馨环卫清洁有限责任公司
清漂队、吴胜军、郑强、熊杰、刘鸿、重庆
市大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五部、冉强
鱼、唐应容等10人（集体）获评“最美河
湖卫士”。

据了解，今年4月，市河长办联合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水利局在全

市开展“最美河湖卫士”学习宣传活动，
深入挖掘全市在爱河护河管河治河工
作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优秀事迹，全
面展示河长制推行以来河流管理保护
取得的显著成绩，激励和动员全市河流
管理保护工作者、志愿者为筑牢长江上
游重要生态屏障、谱写重庆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贡献力量。此次评选出10名最
美河湖卫士后，还将持续开展宣传活
动，充分发挥先进典型作用，号召全社
会共同参与爱河护河管河治河。

重庆评选出10名最美河湖卫士

本报讯 （记者 崔曜 实习生
肖秋灵）9月26日，江津至南川天然气
输气管道工程在南川区正式开工建
设。该工程起于中石油西南油气田江
津压气站，止于南川水江输气站。管道
线路总长140.5千米，管道直径1016
毫米，是目前重庆管道直径、设计输量
最大的输气管道项目。

据了解，江津至南川天然气输气管
道工程由重庆渝西天然气管道有限公
司负责建设，建成能保障沿线2000万
户家庭用气。该项目总投资25亿元，
沿线新建站场2座（江津夹滩输气站和
南川水江输气站），分输截断阀室9座，
管道途经我市江津区、巴南区、綦江区
和南川区共4个区，计划于2023年 7
月建成投产。

据介绍，该项目是渝西天然气管网
规划中重要的干线部分，已纳入国家发
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
划》。该项目将实现包括四川在内的上
游气源管道、重庆市骨干管网以及国家

管网互联互通。
据介绍，该项目的建设能有效促进

渝西地区天然气（页岩气）开发，同时也
突破四川盆地天然气外输能力不足的
瓶颈，开辟四川盆地页岩气通过重庆外
输的新通道，确保川渝两地天然气（页
岩气）应产尽产、应销尽销。此外，该项
目还能实现渝西地区天然气输气管网
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确保四
川盆地天然气（页岩气）在市内运输畅
通，提升重庆市天然气供应保障系统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

市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
目是我市能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重
庆渝西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作为该项
目的业主单位，是我市贯彻落实油气
体制改革，推进基础设施公平开放的
重要举措。“十四五”期间，我市将根据
气田开发进度、市场需求，稳步推进渝
西天然气输气管网的各项工程，强化各
级管网间的互联互通，构建气田开发就
地上载、用户市场就近下载的输气网络
系统。

我市直径最大天然气输气管道开工建设
建成后实现与四川外输骨干管网互联互通

□本报记者 赵迎昭

9月26日早上8点39分，一位戴
着眼镜、素面朝天的女士走进位于渝中
区解放东路的状元桥遗址。她叫燕妮，
是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女子考古队
队长。9月24日，中宣部举行中外记
者见面会，请文物博物馆领域党员代表
围绕“扎根文博一线 传承文明薪火”
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燕妮是5位代表
之一。

燕妮所在的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女子考古队成立于2012年，是中国
西部第一支由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的考古队伍。这群热爱考古事业的女
性，在故纸堆里找寻感动，在遗迹群里
书写青春，已完成30余项考古调查、发
掘任务。她们为何从全国文博工作者
中脱颖而出亮相记者会？9月26日，
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刚从北京回渝的
燕妮和她的同事们。

“女汉子”做了9年队长

这是燕妮首次参加如此规格的记
者会。亲朋、同事们都觉得她在镜头
中答记者问时自信而从容。只有她自
己知道，“当时心都快跳出来了。”

从事田野考古一线工作16年以
来，这位80后重庆妹子接触最多的，是
荒山野岭上茂密的植被、肆虐的蚊虫，
还有那一座座看似普通，实则蕴藏无数
历史信息的墓葬等古代遗存。

2006年毕业后，她来到重庆市文
物考古所（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前
身），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在繁忙的考古工地，她考古发掘时的干
劲儿一点儿不输男性，因此总是被同事
调侃为“女汉子”。谈起成立女子考古
队的初衷，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白九江说，女性心思更为细腻，在发掘、
研究时有着独特视角。

2012年，专业技能过硬、性格爽
朗、善于沟通的燕妮，被任命为队长。
经过9年持之以恒的积淀，女子考古队
成员已由5人发展至9人，高质量完成
了30余项考古调查、发掘任务，并参与
了多项大遗址科技考古工作。涪陵渠
溪口遗址等发掘项目现场、万州双河口
水库等文物调查勘探项目、合川钓鱼城

遗址等大遗址科技考古工作中，都能看
到她们的身影。

身怀绝技成为中坚力量

“厉害了，燕姐。”9月24日，在状
元桥遗址观看记者见面会直播时，女子
考古队队员马晓娇激动地发了一条朋
友圈。马晓娇也是重庆人，2011年从
中山大学毕业后成为燕妮的同事。她
最擅长的是植物考古。

植物考古怎么“考”呢？马晓娇讲
述了今年上半年在梁平区赤牛城遗址
进行植物考古的经历。在进行考古发
掘后，她用小锄头在探沟中采集了近
30升土样，把土样中的陶瓷片筛选出
后，再把土样装进编织袋，并放在库房
中，历经一个月阴干。把阴干的泥土倒
进水里，已经碳化的植物种子就会因为
重量轻而飘浮起来。

“我们已经把这些种子的样品带回
办公室，准备研究它们是什么种子。”她
说，研究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原当时的
饮食结构、农业状况。

会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把比较轻松

的考古任务安排给她们吗？“我们都是
根据业务专长来安排任务，比如燕妮对
汉代墓葬等比较熟悉，就把这方面任务
交给她负责。”白九江说，她们已经成了
重庆考古的中坚力量。

考古工地多遍布在郊区、乡村、深
山等偏僻之处，需要徒步而行，翻山越
岭，有时还要在尘土飞扬、机器轰鸣的
工地工作。让燕妮印象深刻的是，
2017年 6月初至9月底，女子考古队
对忠县洋渡坪上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
发掘，共发掘1010平方米。考古发掘
期间，她们和时间赛跑，加班成为常
态，最晚的一次晚上10点多才收工。
燕妮说，坪上遗址发现商周、汉至六
朝、唐宋3个时期文化遗存，出土240
余件陪葬品，获评“重庆市六大考古
发现”。

让考古成果走近大众

“巴子时虽都江州（重庆中心城
区），或治垫江(合川)，或治平都(丰都)，
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 (涪
陵)。”

在东晋地方志著作《华阳国志》中，
我们可以看到对巴国疆域和国都的记
述。史书典籍中，记载巴国王陵墓葬多
在涪陵，经过考古发掘，果真在涪陵发
现了小田溪墓群。

燕妮说，通过考古发掘印证史料记
载，是一件特别有挑战和成就感的事。
如今，小田溪墓群出土的鸟形尊等著名
文物，已走进公众视野，成为博物馆中
受到瞩目的珍宝。伴随一些文博节目
的热播，考古成果在大众中认知度越来
越高。

“最近我们女子考古队正在小田
溪墓群开展主动性考古工作，并且在
历年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启动了小田
溪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工作。”燕妮
说，小田溪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倾注
了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心血，如今，发
掘研究任务已落在了青年人身上。

燕妮说，考古发掘出土器物后，工
作还远远没有结束，撰写考古报告、研
究器物等等都需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
寞。燕妮说，她和同事们要把工作做得
更出彩，讲好文物故事，让考古更好地
走近大众。

文物堆里寻感动 遗迹群中写青春
重庆这支女子考古队，成立9年完成30余项考古调查、发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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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惠民 安置暖民 技能强民 创业富民

綦江 落后产能职工有了“新饭碗”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
署，在本轮淘汰煤炭落后产能
中，綦江区面临南部4镇需直接
安置职工9661人，涉农涉商涉
企欠款支付、补偿赔付等直接影
响近20万人。克服产业转型阵
痛，綦江区迎难而上，区人社系
统攻坚克难，仅数月就超额完成
了属地化安置2800名职工的目
标任务，位居全市涉及的11个
区县前列，赢得社会各界一致好
评。

实际上，多年来，綦江区始
终坚持以人为本，把保障和改善
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尤其是在稳就业、保民
生方面，在市委、市政府大力支
持下，綦江多措并举，突出就业
惠民、技能强民、创业富民，以更
大力度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确保
全区就业形势持续稳定，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

劳动者在创业技能大赛上进行技能比武

强化保障
稳住就业基本盘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綦
江区全区上下团结一心，提高政治站
位，全力推动就业创业工作迈上新台
阶。

近几年，綦江区积极推进人社系
统改革，实现了就业创业、人事人才
等业务“一卡通查、一卡通用、一卡通
办”。同时，通过媒体、报刊、网站、直
播等方式，先后30多次进行就业帮
扶政策宣传，发放宣传单10万余份，
让有就业需求的群众尽知尽享。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綦江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制定了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
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的二十条政策

措施》《进一步切实做好用工保障落
实就近就业实现稳就业目标的实施
意见》等文件，在全市创新出台“区
内用工一次性补贴”，以更大力度实
施就业优先政策。目前，已有54家
企业 597 名劳动者享受补贴共计
33.69万元。

截至目前，綦江区已累计开展大
型招聘活动11场，组织各类用工招聘
活动36场，提供就业岗位15000余
个，为10多万名群众提供就业服务；
城镇新增就业9377人，登记失业人
员就业3485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2692人，零就业家庭实现动态清零。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面
临新挑战，我们将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进一步夯实各项工作，稳就业、强
保障、优服务、惠民生。”綦江区人力
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市委、市
政府支持和全区工作安排下，綦江人
力系统将不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创
新，推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
质量发展。

攻坚克难
打出安置组合拳

在煤矿干了10多年，从电工、培
训到验收、考核，周必胜既是工作上
的一把好手，也是员工生活中的好大
哥。

好口碑、有能力，在綦江区组织
的淘汰煤炭落后产能职工招聘会上，
周必胜被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迅速相中，今年5月已成为该公司
机床设备检修和维护部门的一名新
员工。

周必胜并不是个例。在綦江区
还有2000多名落后产能职工实现了
再上岗，奔向了新未来。

据了解，在本轮淘汰煤炭落后产
能中，綦江区主要涉及南部4镇，有
2800名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需属地
化安置。为此，綦江区全区上下一盘
棋、部门街镇齐联动，全力做好安置
工作。

经过3个月的不懈努力，綦江先

后举办现场招聘会 30 余场，组织
800余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1.2万
个，直播带岗1300余个，达成就业意
向2000余人次，组织专车送工6批
次180余人，属地化安置淘汰煤炭落
后产能职工 2918 人、完成率达
104.2%，位居全市涉及11个区县前
列。

除了落后产能职工，聚焦重点群
体、困难人员，綦江区积极扛起稳就
业、保民生的责任担当，多措施、多渠
道落实就业工作。

綦江多次开展“就业援助月”、民
营企业招聘周、周三固定日招聘会等
活动，组织重点电子企业送工9次；
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就业3208名；助力2020年离校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就业1113人、困难学
生就业77人；组建退捕渔民就业工
作专班，转产安置50人、有培训意愿
8人、培训8人、参保80人、兜底保障
10人。

凝心聚力
做好帮扶强支援

行至綦江老中医院梯坎旁，“梯
坎面”店铺内坐满了等面、吃面的人，
生意红火。

“完全没想过，我能靠煮面赚钱
致富。”店铺老板马俊黠说，曾是赶水
镇贫困户的她没有一技之长，家里一
直缺乏稳定收入来源。綦江区相关
部门了解到情况后，推荐她参加了綦
江名师堂学校组织的培训，学习她感
兴趣的重庆小面制作（专项职业能
力）。顺利通过考核并取得专项职业
资格证书后，一技傍身的她有了创业
的底气。

“现在每个月能收入1万多元，
日子越过越红火。”马俊黠高兴地说
道，“忙的时候家里人也来帮忙，大家
生活都有了盼头。”

不止是马俊黠。綦江已累计组
织技能培训脱贫人口903名。据介
绍，将脱贫人口作为帮扶重点，綦江
先后投入财政资金360万元，建立就
业帮扶车间29家，吸纳413名劳动
力就业，其中脱贫人口131名；强化
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开展各类培训
6109人次；开发公益性岗位帮助脱
贫人口就业1791名；符合参保范围
的16962名脱贫人口全部参加养老
保险。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綦江区人力社保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綦江已出

台《关于做好2021年巩固拓展人社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工作的通知》，明确重点工作任务，强
化工作措施，确保人社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一步助力村
民增收致富。

稳步推进
提升创业驱动力

安稳镇有着悠久的山羊养殖历
史，这里的黑山羊质优健壮、肉质细
嫩，在綦江乃至重庆都算得上是农副
产品中的“明星”。

安稳镇村民张元平曾在外打工
多年，倦鸟归巢，他辞去工作回到家
乡，开启了黑山羊养殖创业之路。张
元平说，“安稳山羊有品质、有市场，
最近几年还有政府扶持，前景看好，
我很有信心。”在区相关部门指导下，
他做好了项目规划、办理了公司营业
执照以及财税、项目融资和场地置换
与建设等流程，逐步建起了年存栏量
达600头的标准化大型黑山羊养殖
场，并利用家中土地种植了80亩沃
柑，带动了周边部分村民一起增收致
富。

同样住在安稳镇的陈晓玉也走

在黑山羊养殖的创业道路上。大学
毕业后，曾是困难大学生的陈晓玉反
哺家乡，在区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以

“农场+养殖户”的模式，建设了年存
栏量100头的黑山羊养殖场，办起了
家庭农场，目前势头良好。

如今的安稳镇，创新创业氛围
浓郁，建设的安稳农民工返乡创业
园已被綦江区人社局授牌为“綦江
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园”。今年，该创
业园正在积极创建市级农民工返乡
创业园。

不遗余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綦江区全面开展创业指导和
创业培训，落实困难人员创业政策，
成效显著。

截至当前，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33695人次、全区技能人才总量达
到10万余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9
亿元，建成院士工作站2个、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5家、技能大师工作室4
家、企业技术中心17家、中小企业技
术研发中心26家、创业孵化基地2
家、农民工返乡创业园5家。

贺娜 费睿 詹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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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煤炭产能职工在綦航钢结构上班

聚焦重庆市就业创业工作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