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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沙坪坝区委书记唐小平同红岩志愿者何巧对话。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唐小平：男，199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沙坪坝区委书记。
何 巧：女，201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磁器口

派出所民警，沙坪坝区红岩志愿者。先后获得“全国最美基层民警”、“全国巾帼
建功标兵”、“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等称号。

人物名片

对 话
巍巍歌乐山下，松柏苍翠，红岩烈士英雄群像巍然屹立。
今年10月12日，国庆长假刚过，在沙坪坝区红岩魂广场上，一面面鲜红的

红岩志愿者队旗伴随阵阵清风猎猎飘扬。队旗以《红岩》小说经典封面“红岩青
松”为背景，“红岩志愿者”5个金色大字散发着耀眼光芒。

授旗人是沙坪坝区委书记唐小平，何巧是接旗的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
“接旗那一刻，真切体会到传承红色基因的那一份责任与担当。”两个多月

后的12月30日，何巧与唐小平再次相遇提起这一幕，仍心潮澎湃。两人围绕红
岩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展开了一场关于初心使命、接续奋斗的对话。

传 承

初 心

“‘看，那就是五星红旗’，那
一刻，我看到观众们拼命地挥动
手中的五星红旗，我的眼泪瞬间
夺眶而出。”12月30日，唐小平
向记者回忆他第一次看《重庆
1949》时的场景和心情——“震
撼、感动、欣慰！”

今年7月，大型红色历史剧
《重庆1949》在沙坪坝区磁器口
“重庆·1949”大剧院成功首演，
好评如潮。这部舞台剧以1949
年重庆解放前夕为大背景，将炫
酷的舞台科技与红色故事进行
融合创作，讲述了众多被关押在
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
人，在黎明即将到来的前夜，与
敌人殊死搏斗、宁死不屈的感人
故事，是沙坪坝区从更广阔的时
空维度全新演绎“红岩经典”的一
次成功尝试。

“沙坪坝作为红岩精神的重
要发祥地，我们有一种强烈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去讲好红岩故事，
去艺术化地再现当年英烈对党绝
对忠诚、为国家和人民牺牲一切
的壮举。”唐小平认为，让红岩精
神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在
今天得以传承和延续。“让观众看
完《重庆1949》后受到红岩精神
的鼓舞，从而转换到行动中，让红
岩记忆在当下更加鲜活，可亲可
敬可实践。”

旋转交错的舞台空间、气势
恢弘的舞美布景、拔地而起的20
米牢笼、可 360 度旋转的观众
席、炮弹“震翻”座椅、透过牢笼
甚至看得见革命者脸上的血在
流淌……《重庆1949》在艺术表
现形式上下了很大功夫，没有传
统意义上的舞台，演员就在观众
身边演出。

“针对性决定有效性，吸引力
决定生命力。”唐小平说，用喜闻
乐见的方式让红岩精神走进群众
特别是年轻群众非常必要。《重庆
1949》通过一种实景剧、跨越时
空的方式，让生活在现代的人们
能够和英雄对话，这种形式带来
的震撼和冲击是无法比拟的。

“《重庆1949》最后一个镜头
是全场起立，高唱《歌唱祖国》，这
种强烈的互动会在所有观众心灵
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唐小
平看来，台前幕后不仅演绎了中国
共产党一百年来无数先烈抛头颅
洒热血打下江山、奠定基业的顽强
精神，更传递了今天“生逢盛世、肩
负重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如今，《重庆 1949》已上演
120场，观看人数达7万人。

沙坪坝区还创作了红色舞蹈
诗《红岩红》并试演成功，举办了
首届红岩文化艺术节，这些都成
为弘扬红岩精神的有效载体。

唐小平：
跨越时空的对话

让红岩精神活在当下

在沙坪坝磁建村社区，“巧
姐无声警务室”格外显眼。警务
室墙面上，警务室接待、预约、报
警救助等制度一览无余，专门为
听障群众精心设置的调解室、谈
心角、学习室等功能区域一个不
少。

七年来，在这个集中安置有
161名听障工人的“特殊”社区，
何巧自学手语，实现和社区听障
群众的零障碍交流，为他们排忧
解难，践行以诚相待、善处逆境的
红岩精神。

“祖父、父亲都是受党教育多
年的共产党员，都做了一辈子群
众工作。”何巧说，从祖辈父辈身
上，她看到了共产党人坚守的初
心使命。为了切实把服务工作做
到群众“家门口”，2012年，何巧
怀着对公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热
爱，放弃教师身份，毅然投身警
营。她主动向组织申请，去往纠
纷频发的磁建村社区，从此开启
了与听障人的不解缘分。

为了与听障居民打好交道，
何巧自费报名参加手语培训班，
找来手语教材和视频自学，还主
动找社区听障居民拜师学艺。从
问候到称呼，再到话家常、聊心
事，何巧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

掌握了基本手语。
79岁的听障老人付某患有

老年痴呆，傍晚外出时走失，何巧
连夜帮助寻找，凌晨3点把老人
送回家中；辖区儿童李祖源的父
母都是听障人，何巧当起了他的
家庭老师，为他答疑解惑……近
三年来，何巧接受听障群众咨询
求助530余次，调解涉及听障群
众矛盾纠纷180余起，帮助解决
问题300余个。

但何巧并未止步于此。“听障
群众内心相对敏感，容易产生自
卑、迷惘等负面情绪。健全的人
可以活出精彩人生，听障人士同
样可以活出精彩人生。”为此，何
巧在“巧姐无声微课堂”里开设法
律、社会知识、文明礼仪等课程，
帮助听障人尽快融入社会。在她
的倡导下，社区8名听障人员组
建了一支义务巡逻队，积极为社
区平安建设贡献力量。

“我是一名警察，更是一名共
产党员，为社区居民服务就是我
的初心所在。作为一名社区民
警，群众的事管就要管到底。群
众信任我，我会一直守在他们身
边。”一言一行见初心，一举一动
担使命，何巧用实际行动践行自
己的初心使命。

何巧：
让“无声”群体

感到温暖传递力量

唐小平是重庆忠县人，何巧出生在
四川绵阳，他们都从小接受了红岩精神
的熏陶与感染。

唐小平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
他说，自己上小学时，最爱读的小说是
《红岩》，最爱看的电影是《在烈火中永
生》。“坚贞不屈的江姐、临危不惧的成
岗、舍生忘死的许云峰等英雄志士，曾让
我热泪盈眶。难友们赞颂江姐是‘暴风
雨中的海燕，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飞
翔吧！战斗吧！永远朝着东方，永远朝
着党！’江姐就义前，嘱咐狱友们告诫孩

子‘莫辜负人民的期望党的教导’，都深
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唐小平动情地表
示，在那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这些革命
先辈展现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不屈
不挠的斗争精神、“出淤泥而不染”的政
治品格，“一部《红岩》伴随着我成长，在
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深深种下革命英雄主
义情怀的种子，红岩精神已经内化成为
前行的动力。”

何巧2003年考入重庆师范大学，多
次参加过“11·27”纪念活动。她回忆起
自己第一次为红岩先烈敬献白花的情

景：“在庄严肃穆的广场上，在昏暗狭小
的渣滓洞囚室里，在那些泛黄的照片和
书信前，我的心灵受到深切震撼，突然明
白身为党员的祖父和父亲为什么总是说

‘共产党员必须讲奉献、不能讲条
件’——这是无数先辈用鲜血与生命凝
结的精神财富，这种信仰值得年轻人去
追随、去实践、去弘扬。”

在红岩精神熏陶感染下，唐小平和
何巧用各自的方式积极诠释和传承着红
色基因——

唐小平在铜梁工作期间，深入挖掘红

色文化，大力弘扬红岩精神、少云精神，组
建“少云志愿者”“少云民兵连”，结合乡村
振兴复建少云故居，组织谱写《那一片云》
《少云是我们光荣的名字》等一批歌曲。
到沙坪坝工作后，又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部署开展“冠红岩之名、铸红岩之魂”
实践活动，推动红岩精神成为沙坪坝这座
英雄城市的精神地标，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和市民投身到城市建设、基层治理、乡村
振兴和志愿服务等工作中去，真正让市民
成为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

2012年，何巧从高职院校来到基层
一线，成为磁器口一名社区民警。为了
服务好辖区161名听障人士，她下苦功
练手语，用爱心、细心、耐心架起警民连
心桥，被誉为居民贴心人，入选全国
2020“最美基层民警”，荣获第八届全国
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称号。

唐小平：小说《红岩》、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种下了革命英雄主义情怀的种子
何 巧：大学期间参加“11·27”纪念活动，让我对红岩精神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红岩精神熏陶感染下成长

对话“建党精神”·永远的红岩④

责编 逯德忠
美编 乔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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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均由记者罗静雯、周尤，实习生宋云慧采写）

为更好地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岩
精神，今年8月，沙坪坝区委在全区组建
壮大红岩志愿者队伍。短短一个月时
间，志愿者注册人数近30万，年龄最长
者75岁，最小的仅7岁。

“书记，我们都是从小受红岩精神洗
礼和熏陶，现在我成为一名红岩志愿者，
实现了儿时的一个梦想。您是怎么想到
要组建红岩志愿者队伍的呢？”

面对何巧的问题，唐小平娓娓道出
了当时决定组建壮大这支红岩志愿者队
伍背后的初衷。

“今年是我们党的百年华诞。百年
来，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披荆斩
棘、一往无前，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举世瞩
目的伟大成就，凝聚形成了伟大建党精
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红
岩精神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沙坪坝作
为红岩精神的重要发祥地，理应传承好、
弘扬好红岩精神，这是我们的政治责任、
政治担当！”唐小平说，将志愿者冠“红
岩”之名，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为擦亮红岩品牌，沙坪坝区不仅统
一设计了红岩志愿者LOGO、红岩志愿

服务队旗，制作红岩志愿者红马甲、小红
帽及袖标，还精心创作队歌——《光耀红
岩》，拍摄成MV在全区宣传推广。

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事情，都是为
了让红岩志愿者更有政治责任感、使命
感、自豪感。“要通过广大红岩志愿者活
跃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各个角落，推动
红岩精神成为我们这座城市最闪耀的亮
光，成为一道道流动的风景线，从而让红
岩精神活在当下，具体化、可视化，成为
这座英雄之城最显著的精神地标。”

在唐小平看来，“传承红岩精神，既

要讲好故事，更要见诸行动。这才是红
岩精神的生命力所在。”成立红岩志愿者
队伍、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正是其中的
一项务实举措。

一组数据可以佐证：自8月以来，红
岩志愿者开展“周末义诊”等免费健康义
诊志愿服务639场次；开展留守、困境、
残疾等儿童免费教学等志愿服务活动
366场次；开展“黄葛树下龙门阵”等文
化惠民志愿服务活动5670余场次；开展
讲理论、讲党史、讲政策等“六讲”宣讲
940场次……

这一系列活动，真正让群众得了实
惠，感受到了红岩精神的温度。

“我是一名基层民警，也是30万红
岩志愿者中的一员。传承和弘扬红岩精
神，干好本职工作，服务更多群众，是我
义不容辞的责任！”听了唐小平的话，何
巧更加坚定了信心。

唐小平：每一位沙坪坝市民不仅是红岩故事的讲述者，更是红岩精神的传播者，如同一束束光，照
亮千秋红岩

何 巧：作为一名基层民警，立足本职岗位发光发热、服务群众，就是我对红岩精神的最好传承

以深厚情怀传承弘扬红岩精神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我们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深入开
展‘冠红岩之名 铸红岩之魂’实践活动，
用心用情传承弘扬红岩精神，通过具象化
的载体形式，真正让红岩精神滋养这座英
雄之城有机生长。”唐小平说。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沙坪坝区
确定了81件区级层面民生实事，已完成

79件。“在磁器口片区的提档升级中，我
们把古镇当作一个生命体看待，保持最
大的敬畏之心，不搞大拆大建。”如今，
焕新蝶变的磁器口保留了烟火气，呈现
出人情味，原住民和游客的幸福感显著
增强，千年“老磁器”变成时代“新磁
场”，让跨越千年时空的古镇活在当下，
绽放出持久的时代魅力。

潮涌嘉陵，风动歌乐。在红岩精神
的滋养下，“图新、图变、图强”已成为全
区人民的共同愿望——“环大学创新生
态圈”加速形成，创新版图悄然重构，国
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营，创新开放新优
势得以系统重塑；以人为核心、宜居宜业
宜养宜游的城市正有机更新，现代都市
中的诗意田园展现出新时代的“山乡巨

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沙坪坝区努力在新征
程上展现新作为。

唐小平对红岩精神传承的思考与
实践引起何巧的共鸣。她说：“红岩精
神正在沙坪坝这片土地以我们看得见、
摸得着的方式得以发扬光大。”

对话的最后，唐小平语重心长地叮
嘱何巧：“成为全国道德模范，你是我们
沙坪坝区的骄傲和榜样。你所做的事，
看似平凡普通，却包含了一颗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作为年轻的红岩
志愿者，希望你珍惜荣誉，当好螺丝钉、
身体力行，让红岩精神成为沙坪坝最闪
耀的亮光！”

唐小平：红岩精神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宝贝，我们要用心去传承好，让红岩精神滋养这座英雄之城有
机生长

何 巧：红岩精神正以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发扬光大

让红岩精神滋养城市生长

沙坪坝区委书记唐小平对话红岩志愿者何巧——

将信仰汇聚成光 以行动诠释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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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李来锋 机构编码：000100500116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鼎山大道518号祥瑞大厦1幢7-1号至7-6号及

14-6号至14-7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鼎山大道499号祥瑞大厦1幢7-1号至7-6号及14-7号
批准日期：2008年6月4日 邮政编码：402260 联系电话：0234752267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1年12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津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