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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健康教
育、疫情防控、垃圾分类、防诈骗、文明
礼仪……在位于荣昌区昌元街道桂花
社区，居民在街上行走，也能学习丰富
多样的科普知识。10月20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荣昌区科协了解到，作为全国
科普示范社区，桂花社区打造了500米
长的科普一条街，进一步将科普融入居
民日常生活，打通科普连接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

记者看到，科普一条街上有52块

活动式科普展板，还有4处科普宣传
墙，图文并茂地展示各种科普知识。科
普一条街附近，还建立了一体化科普服
务平台——科普驿站，其中包括了科普
活动室、科普馆、科普书屋、社区科普大
学教室、新时代文明实践小院讲堂等场
所，让不同年龄层、不同兴趣爱好的居
民都能享受科普带来的乐趣。

“我们还以社区党员和居民骨干为
主，建立了一支科普志愿者队伍，组织
开展一系列科普活动，为居民传授知识
和技能。”桂花社区党委书记杨正强表
示，下一步，社区将不断更新科普设施
设备，打造更多科普品牌活动，更好地
满足居民的科普需求。

荣昌桂花社区：

科普一条街让科普融入居民日常生活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10月20
日，全国首列双流制轨道车辆在重庆下
线。该车搭载的交直流双供电系统，使
车辆实现了城市轨道与市郊铁路“零换
乘”贯通运营。

据了解，重庆城市轨道一般采用直
流1.5千伏供电线路，而市郊铁路采用
交流25千伏供电线路。双流制车辆的
核心技术，就在于交直流全自动不停车

切换。此前，该技术仅有少数发达国家
掌握。

为了实现技术突破，中国中车股份
有限公司在重庆设立了国家轨道客车
工程研究中心分中心开展研发工作，重
庆中车长客轨道车辆有限公司也投资
在重庆建成全国首条双流制全自动切
换试验线路，填补了国内双流制车辆试
验验证能力空白。

全国首列双流制轨道车辆在渝下线
城市轨道与市郊铁路实现“零换乘”贯通运营

本报讯 （记者 何春阳）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进一步丰富拓展我市爱国主义
教育资源，10月15日，市委、市政府命
名重庆大轰炸遗址等21个单位为重庆
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次命名后，我
市市级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达89
个。其中，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有12个，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77
个。（具体名单附后）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新时代爱
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载体，是激发爱国热
情、凝聚人民力量、培育民族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的重要场所，也日益成为加强
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
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此次新命
名21个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我
市持续深入开展好爱国主义教育、广泛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四史”宣传教育走深走实
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据悉，此次命名的21个重庆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包括重庆大轰炸遗
址、《挺进报》旧址、中共中央西南局缙
云山办公地旧址、金子沱武装起义纪
念园、城口县红三十三军指挥部旧址、
秀山县革命烈士陵园等革命遗址和烈
士纪念建筑，重庆张治中纪念馆、重庆
育才中学陶行知纪念馆、饶国梁纪念
馆、王良故居等名人故居和纪念馆，重

庆抗战戏剧博物馆、重庆工业博物
馆、西南大学校史馆、重庆市档案馆、
狮子滩水电文化展厅、集成电路创业

史陈列馆、张鹏翮廉政文化展览馆、巫
溪县博物馆等博物馆和陈列展览场
所。同时，荣昌区“红色家园”等党史

教育基地和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巫
山县竹贤乡下庄村等示范乡村也被纳
入其中。

重庆新命名21个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全市市级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达89个

□本报记者 周松 实习生 肖秋灵

在巴南区，有一支特殊的志愿者服
务队——她们全部由巴南公安的在岗
女民警、女辅警组成，被人们亲切地称
呼为“女警帮帮团”。

女警帮帮团目前有核心成员100
余名，她们充分发挥自身工作特点和女
性细腻、有亲和力的优势，先后开展反
诈预警宣传、“临界”少年预防、服务群
众、爱警暖警等活动280余场，赢得了
广泛赞誉。先后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
第五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大赛金奖、重
庆市“三八红旗集体”、重庆市“优秀妇
女之家“等荣誉称号，两次荣立集体三
等功。

据巴南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女警帮帮团分工明确，内部细分为

“爱心助困”“群众服务”“法治宣传”“平
安卫士”“素质提升”“彩虹维权”“绿色
生态”“致敬老警”八个分团。根据群众
求助咨询需求，及时针对性开展爱心服
务活动。

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女警帮帮
团的重要服务项目之一。曾经，辖区有
个别青少年，因为在学校总是欺负同
学，又不听家长和老师管教，大家都很
无奈。

得知此事后，女警帮帮团联合巴南
区检察院建立“临界”青少年预防机制，
组成由公安、检察院、心理机构、专业社
工组成的帮教小组，与这些青少年谈
心，组织参观警营、青少年禁毒基地等，
并通过心理辅导，逐步改变了这些孩
子。慢慢的，这些青少年冷漠少了、与
父母说话多了，逃学少了，向警察姐姐
请教作业的多了，在家、在校行为习惯
都有明显改善。

为辖区困难群众帮忙，也是她们经

常做的事情。
“皮大爷，这是您的药，我帮您买好

了。疫情期间，您少出门，需要什么和
我说。”

“娃儿，真不知怎么谢谢你们。”这
是女警帮帮团成员秦争与空巢老人皮
大爷的一段日常对话。

皮大爷是独居的空巢老人，年纪
较大生活有些不便。疫情期间，女警
们轮流帮皮大爷买药送菜，老人十分
感动。

哪里需要她们，她们就出现在哪
里。疫情期间，女警帮帮团递交请战
书，开展走访排查、防疫宣传等工作，服
务群众3.6万余人次，架起了与辖区群
众的“连心桥”，被评为“重庆市最佳志
愿服务组织”。

家住巴南区石龙镇的张琳，也是帮
帮团的帮助对象。张琳一家5口人，除
了父母之外她还有两个弟弟，全家都靠
着父亲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

值得高兴的是，中考时张琳依靠自
己的努力成功保送了重庆市清华中
学。女警帮帮团得知此事后，立即主动
联系了张琳所在学校，将其困难情况及
努力学习的事迹告知了班主任。

在大家的努力下，张琳享受到了贫
困生的相关帮扶政策。大家还为张琳
联系了一位爱心人士在高中3年期间
定期资助张琳，让张琳在校期间不用为
学费、生活费操心。

同时，在学业和生活上，女警帮帮
团也制定了相应的帮扶计划，鼓励张琳
放下包袱努力学习，提升学习积极性和
主动性，考上好的学校改变家庭困难
状况。

女警帮帮团的帮助让张琳十分感
动，她说：“以后我也要当一名女警，回
报社会！”

巴南区公安分局女警帮帮团

柔情警花 一心为民

重庆市现有市级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单
（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2个）

重庆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沙坪坝）、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渝中）、
邱少云烈士纪念馆（铜梁）、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开州）、聂荣臻元帅陈列
馆（江津）、赵世炎烈士纪念馆（酉阳）、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渝中）、杨闇
公旧居和陵园（潼南）、重庆市万州革命烈士陵园（万州）、重庆三峡移民
纪念馆（万州）、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司令部旧址（秀山）、重庆特园民主
党派历史陈列馆（渝中）。

（二）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77个）
黔江区3个

涪陵区4个

渝中区5个

大渡口区2个

江北区3个

沙坪坝区4个

九龙坡区4个

南岸区2个

北碚区7个

渝北区2个
巴南区1个
长寿区1个
合川区2个

万涛烈士故居、重庆市民族博物馆、黔江区烈士陵园
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罗云烈士陵园、涪陵区烈士陵
园、李蔚如烈士陵园、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宋庆龄旧居陈列馆、重庆市少年宫、中冶赛迪集团公司
陈列室、重庆大轰炸遗址、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
中华美德公园、重庆工业博物馆
长安汽车（集团）公司、重庆市廉政教育基地、重庆“三·
三一”惨案死难志士群葬墓地
重庆郭沫若旧居、重庆冯玉祥纪念馆、重庆图书馆、重
庆张治中纪念馆
刘伯承六店旧居、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址、重
庆建川博物馆、重庆育才中学陶行知纪念馆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挺进报》旧址
重庆自然博物馆、卢作孚纪念馆、张自忠烈士陵园、王
朴烈士陵园、国立复旦大学重庆旧址、西南大学校史
馆、中共中央西南局缙云山办公地旧址
中华职业学校旧址暨于学忠将军故居、重庆市档案馆
南泉烈士陵园
狮子滩水电文化展厅
陶行知先生纪念馆、金子沱武装起义纪念园

永川区2个

南川区1个
綦江区3个
大足区3个
铜梁区1个

潼南区3个

荣昌区3个
梁平区1个

城口县3个

丰都县1个
垫江县1个
忠县1个
奉节县1个
巫山县2个
巫溪县1个

石柱土家族自治
县2个

秀山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2个

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3个

彭水苗族土家族
自治县1个

两江新区1个
万盛经开区1个

永川区桂山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园、集成电路创业史
陈列馆

南川区烈士陵园
綦江石壕红军烈士墓、綦江博物馆、王良故居
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大足区烈士陵园、饶国梁纪念馆
重庆铜梁区博物馆

杨尚昆旧居和陵园、民主革命时期潼南党史陈列馆、张
鹏翮廉政文化展览馆

张培爵纪念馆、喻茂坚纪念馆、荣昌区“红色家园”
梁平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城口县苏维埃政权纪念公园、城口县红军纪念公园、城
口县红三十三军指挥部旧址

丰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
垫江烈士陵园
忠县白公祠
彭咏梧烈士陵园
巫山博物馆、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
巫溪县博物馆

石柱县革命烈士陵园、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倒马坎战斗遗址、秀山县革命烈
士陵园

酉阳县烈士陵园、刘仁同志故居、南腰界革命根据地

彭水自治县烈士陵园

重庆川剧艺术中心
刘子如纪念地

10月12日，荣昌区昌元街道桂花社区科普驿站，志愿者正在为居民科普食品健
康知识。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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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始于心、践于行。今年
以来，渝北区将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相结合，以“一学二讲三传（学理
论、讲理想、讲政策、传文化、传文
明、传爱心）”为主要内容，在全区
打造特色品牌。一场场如火如荼
的志愿活动，一次次全民参与的
文明行动，上下联动，让群众得实
惠，为文明添动力。

送理论 凝人心

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这是
渝北人对各类宣讲活动的普遍评
价。

今年，渝北区依托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各级中心组专题学习600余
场次，打造“五老回家”讲党史、“理论
麻辣烫”等宣讲品牌，开展线下宣讲
1600余场、受众近40万人次，线上
活动覆盖210余万人次，讲好讲活党
的百年奋斗史，激励全区党员群众接
续奋斗。

近日，“渝北区铜锣山下小讲
堂”走进石船镇渝长街社区第一网
格。活动现场，渝长街社区党委书
记邬洪艳为居民讲述了原石船小学
校长涂兆兴的革命故事。在石船小
学革命据点，涂兆兴和许多地下党
员一道坚持革命斗争长达5年半之
久，这里曾有隐蔽党员、进步人士和
革命后代近40人。“虽然我是第二
次听这个故事，但仍禁不住感动流
泪，想想革命战争年代，我们脚下这
片土地经过数次战斗，革命先辈们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
利，我们就更应该好好珍惜今天的
幸福生活。”几位居民说。结合此次
宣讲，渝长街社区还开展了志愿服

务进网格活动。

亮品牌 重服务

渝北区坚持实践引领、服务为
民，打造了“文明农家乐”实践品牌和

“巴新巴常”志愿服务品牌。
在“文明农家乐”中，为丰富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渝北区建设“婚俗馆”
倡导婚事新办，开展了“百本好书送
你读”等全民阅读活动，推出“十抵制
十提倡”系列动漫短片，举办“新农村
新生活”培训等300余场，开展“农家
好故事”微访谈、“文化下乡”等活动
1100余场，推进“好家风好家训”“文
明祭祀，平安清明”“科普大讲堂”“法
律送进村”等实践活动，提升群众文
明素质。

王家街道围绕“齐家、兴家、宜
家、安家、乐家”5个领域，围绕“吾家
百事——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35
支志愿服务小分队，开展了“幸福乡
村”等志愿服务活动，切实增强群众
幸福感、获得感。

与重庆话“巴心巴肠”谐音的“巴
新巴常”志愿服务正如其名，结合重

要时间节点，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
主题活动和重点工程为抓手，推动新
时代文明实践“六讲”等志愿服务常
态化开展。渝北区探索并实现活动
项目周发布制度，便于群众就近就便
参加志愿服务。

“常青e路 幸福夕阳”老年人
数字培训，让跨越技术鸿沟的老人
们暖心；“吃得文明、光盘行动”、垃
圾分类等健康生活倡导，让大家养
成良好习惯过得舒心；“爱心义诊”

“红樱桃‘冬日针爱’”等志愿活动，
让群众倍感温馨。

重阳节前，渝北区组织辖区的
上百名志愿者，进到养老院、社区
老人家里，为老人提供爱心上门服
务，让老人们在重阳佳节里倍感温
暖。在渝北一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志愿者端坐在老人们的身前，为他
们进行洗脚、修脚、按摩、梳头等暖
心项目。

志愿者们分别根据老人们的
身体接受力度，进行针对性服务。

“手艺很好，很细致，我们很感动，
让我们的重阳节感到很幸福，很温
暖。”79 岁的老人翁雪亮开心地
说。

建机制 答好题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渝北区针
对关键环节、堵点痛点，注重从机制
着手、让制度发力，推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走深走实。

“我们瞄准供需不充分、不平
衡问题，从‘菜单’入手，推行‘五
单’工作法，构建供需对接闭环回
路。”渝北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摸清群众需求，渝北区依
托渝北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平台和
各实践站收集群众有效需求3700
余条，搞清群众所思所盼、找准群
众所需所急。为精准提供服务，渝
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对群众
需求汇总、梳理、交办，各平台根据
需求设计项目64个，把群众的“菜
单”变为平台的“菜谱”。为构建闭
环回路，渝北推行“群众点单——
中心（所、站）派单——志愿组织接
单——志愿者送单——群众评单”
的“五单”工作机制，群众满意率
93.6%，实现从群众出发，最终回归
群众。

为解决群众反映的餐饮油烟
污染问题，宝圣湖街道实地走访调

研辖区餐饮门店情况，组织召开居
民座谈会、现场工作会16次，并制
定餐饮油烟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整改后，街道还建立起“社区每日
巡查、街道每周抽查”的两级督查
制度，对辖区餐饮门店油烟净化设
施使用情况及日常维护情况进行
监管，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巩固整
治成果。

悦来街道迁走嘉陵江畔的污染
企业后，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队伍，24小时全天候开展巡河和河
面清漂工作，保护嘉陵江，守护青山
绿水。

针对花卉园片区基础设施陈
旧、物业管理缺位等历史遗留问题，
龙溪街道为花卉园片区老旧单体楼
引入物业服务，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改善生活环境。同时全面启动了花
卉园片区“清风行动”，统筹发动物
业管家、社区干部、社区群众的力
量，持续清扫该片区老旧单体楼大
件物品、白色垃圾形成的垃圾死角，
解决楼道灯泡破损、“飞线”充电等
问题，消除“管理盲区”，还居民、企
业一个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和营
商环境。

“楼栋还是这些楼栋，邻里还是
这群邻里，但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助
推下，渝北变成了暖人心扉、新风浸
润的新家园。”如今的渝北人，从观念
到习惯、从文明素养到精神面貌焕然
一新，居民们说，这就是摸得着、看得
见的幸福。

王彩艳 杨敏
图片除署名外由渝北区委宣传部提供

垃圾分类，创造美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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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 文明实践让人民得实惠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