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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还没解决

这些事解决了

岁 末 年 初 记 者 打 探

公园公厕关闭
加强管理

市民反映：高新区富力城大学城中路公园里的
公共厕所经常因停水关闭使用，导致晨练的市民上
厕所极不方便，希望公园管理处尽快修复。

高新区虎溪街道回复：经核实，该公园停水系施
工单位把水管挖爆所致，公园管理方已及时联系相
关单位，目前已完成水管维修，恢复正常用水。后期
将加强对公厕的管理，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灯光整夜扰民
定时关闭

市民反映：万州区牌楼街道未来城小区的鹏鸥
广告灯光整夜扰民，希望晚上10点能关闭广告灯。

万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回复：大队
立即告知鹏鸥广告工作人员，广告灯光的设置不得
侵害相邻人的合法权益，要求合理降低广告灯亮度
或关闭广告灯，目前工作人员已将灯光设为每晚10
点自行关闭。

社区路灯不亮
修复亮灯

市民反映：合川区南津街街道上什字社区机电
厂家属院附近道路，有8盏路灯不亮，希望尽快恢复。

合川区南津街街道办事处回复：针对群众反映
情况，已安排工作人员对路灯进行修复，目前已亮
灯。

公园停车场游商
劝导教育

市民反映：璧山区永嘉大道古道湾公园雷公桥
旁双鼓区停车场和公园停车场上方人行道处，周末
上午9点30分至晚上6点，有游商占道经营。

璧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回复：经核
实，璧山区古道湾公园双鼓区确有游商在停车场兜
卖蔬菜，队员发现后立即对游商进行劝导及宣传教
育，现该处已无游商。

人行道违章搭建
限期拆除

市民反映：垫江县桂溪大道北段青年北路电信
大楼旁人行道，有商家违章搭建雨棚，希望相关部门
尽快整治。

垫江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回复：已对
商家进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下发《责令（停止）改正
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现在
违建雨棚已自行拆除。支队下一步将加强管理，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增加巡查频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人行道车辆乱停
修复设施

市民反映：江北区五里店街道红土地社区五星
花园北门的城市照明中心旁人行道上，有机动车乱
停放的现象，希望重新增加隔离护栏。

江北区市政所回复：经核实，该处原本有隔离桩设
施，因被人为拆除导致车辆乱停放，已通知施工人员
修复隔离桩设施，现已修复完毕，违停车辆也已处置。

餐厨垃圾桶漏油
清理保洁

市民反映：两江新区人和街道协信星都会晨星
幼儿园外人行道上，餐厨垃圾桶摆放不合理，并且漏
油。

两江新区人和街道办事处回复：已协调物业对
垃圾桶周边的垃圾油污进行清理，现已清理完毕，下
一步将继续督促物业及商户做好垃圾桶和周边环境
的卫生保洁。

油烟管道埋进市政网
立即恢复

市民反映：渝北区龙塔街道黄龙路56号胖娃烧
烤店外，有人私自挖开店门外人行道，将油烟管道埋
进市政管网里，存在安全隐患。

渝北区龙塔市政监察大队回复：执法队员已告
知商家，未经批准擅自开挖行为违反了《重庆市市政
设施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六）项规定，将店内油
烟管道擅自接入城市污水管网违反了《重庆市市政
设施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七）项规定，必须立即
整改，恢复原貌，该店已于次日恢复原貌。

（记者 崔曜 整理）

市民来电：九龙坡区中梁山街道华岩新村社区
迪华园小区，从2021年8月开始，楼幢外部的瓷砖经
常掉落，存在安全隐患，向小区物业反映多次未解
决。希望相关部门对瓷砖问题进行整改，保障行人
安全。

市民来电：云阳县双土镇土垣村9组，2021年6
月洪水将该村的六堰塘冲垮，导致村里没有饮用水，
村民无法正常生活和灌溉庄稼，多次反映未果，希望
相关部门进行修理，尽快解决村民用水问题。

市民来电：南川区水江镇辉煌村 6 组河坝旁
的沿河公路，于 2019 年被洪水冲垮（长度约 400
米），现在只有行人能通过，连摩托车都无法通
过。市民反映无果，希望相关部门尽快维修受损
路段。

（12345提供）

□本报记者 崔曜

1月6日中午12点，寒风还有些刺骨，
57岁的环卫工人范亚玲走进沙坪坝站西路

“劳动者港湾”，从冰箱里取出了自己的饭
盒，娴熟地放进微波炉里加热。

室内暖气很足，范亚玲取下了帽子。
“冬天冷，我们长期户外工作还是扛不住，
现在有了‘劳动者港湾’，有暖气有热水，累
了可以歇个脚。”范亚玲说起去年正式投用
的站西路“劳动者港湾”赞不绝口。“我主要
打扫天梨路，走过来也很近，附近区域的户
外劳动者都可以共享这座‘港湾’。”

作为市委市政府15件重点民生实事
之一，2021年中心城区建成“劳动者港湾”
示范点110个，全部完成了目标任务。目
前，全市已经建成875座“劳动者港湾”。
岁末年初，记者对这一重点民生实事进行
了打探。

环卫“老姐妹”拉起了家常

52岁的李碧琼负责站西路的保洁，平
常她也来“劳动者港湾”休息。热完饭菜
后，范亚玲与李碧琼这对“老姐妹”拉起了
家常。

“我每天5点钟起床，那个时候天都是
黑的，要工作到晚上7点。”范亚玲谈起了
工作的不易。李碧琼也有类似的感受。

“原来累了、饿了都只能找个路边地方
坐，冬天冷得直哆嗦，夏天汗流浃背，现在
有了这个温馨的‘港湾’，工作舒适了很
多。”

范亚玲告诉记者，站西路“劳动者港
湾”让她最满意的有两点。一是有了空调，
夏天可以歇凉，冬天有暖气，冬暖夏凉的休
息环境缓解了工作的劳累；二是有了微波

炉和冰箱，吃饭的问题不再犯愁，每天早上
从家里带来的饭，可以直接放在冰箱里，中
午用微波炉加热即可食用。

李碧琼表示赞同，“环卫工人习惯自己
带饭，以前夏天时候，早上带来的饭菜，到
了中午就容易馊，现在再也不用担心这个
问题了。”

面向所有户外工作者的“港湾”

“今天上午我已经送了十几单快件了，
现在是又累又渴。”在一对环卫“老姐妹”聊
家常时，圆通速递小哥李辉也走了进来。
他告诉记者，多亏有了“劳动者港湾”，快递
员可以在此喝口热水、歇个脚。

从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之间，重庆日
报记者看到除了环卫工人，陆续有“的哥”

“快递小哥”等户外工作者进进出出。
有的只接了一杯热水就转身离开，

有的躺在座椅上闭目养神休息了一会
儿再走……

“不仅仅是环卫工人，‘劳动者港湾’是
为所有户外劳动者提供临时休息的服务场
所。”市城市管理局市容处处长舒亮伟告诉
记者，“劳动者港湾”中的“劳动者”涵盖环
卫工人、市政维护工人、园林绿化工人、城
管执法人员、交巡警、协勤协警、志愿者、快
递送餐员、公交出租车驾驶员、建筑工、搬
运工等户外工作者；“港湾”是指配置有必
要生活服务设备设施，可以提供临时休息
的服务场所。

“劳动者港湾”这样建

像这样的“劳动者港湾”，全市已有
875座。那么，它们是怎么建起来的，记者
走访了市城市管理局市容处。

市城市管理局市容处处长舒亮伟介

绍，我市依托垃圾站、公厕及银行、酒店等
其他社会单位办公场所，结合实际推动“劳
动者港湾”建设。

“首先，我们以户外劳动者实际需求
为导向，进一步评估交通情况、辐射范
围、覆盖劳动者人群等因素，综合实
际情况合理布局。”舒亮伟称，重点
在劳动者集中的商圈、车站、居民
聚集区等重要点位开展示范建设。

“其次，建设者要站在劳动者使
用角度考虑‘劳动者港湾’设计和功能
需求，优化功能分区，完善功能设施设
备，规范安装使用，确保既满足安全、卫
生、消防和应急管理等要求，又方便使
用。”舒亮伟说，在充分听取户外劳动者
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劳动者港湾”配备
冰箱、烧水壶、暖水瓶、桌椅、储物柜等设
施，让劳动者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
饭凉能加热。

此外，“劳动者港湾”建设所需经费本
着“谁建设谁负责”原则承担。资金主要用
于建设、运营、管理、考核、评估等工作。资
金可多渠道、多形式募集，除了同级党政专
项财政资金支持外，也鼓励、提倡企事业、
社会团体和爱心人士等捐赠。

管理维护引入志愿者机制

采访中李碧琼说，自己当了13年环卫
工，“劳动者港湾”让她第一次对环卫工这
个职业有了“归属感”。

“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休息室，不过它好
像不属于劳动者。”李碧琼介绍说，以前的
休息室缺乏精心的管理与维护，有时候环
卫工人想去歇个脚却发现大门紧锁，夏天
去的时候休息室只有一个风扇，转起来很
多灰。

“劳动者港湾”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
要像家一样温馨，户外劳动者才有归属
感。舒亮伟介绍说，“劳动者港湾”已建立
了相应管理制度，避免出现无人照应与维
护的问题。

“劳动者港湾”开放时间根据服务对象
情况和所在区域情况，采取全时段开放、固
定时段开放和分时段定时开放等灵活方
式。“不会让户外劳动者已经过来了，‘劳动
者港湾’大门还关着。”

另一方面，“劳动者港湾”还采取专职、
挂职、兼职、招募志愿者等方式选聘工作人
员，加强设施与设备日常维护与管理，保持
其外观完好、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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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港湾劳动者港湾””
像家一样温馨像家一样温馨

1月6日，
沙坪坝区站西
路“劳动者港
湾”，环卫工人
李碧琼（左）和
范亚玲正在此
用餐。

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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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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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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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息
，这
里
面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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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者
提
供
服
务
。

1 月 6 日，沙坪坝区站西路“劳动者港
湾”，环卫工人李碧琼（右）准备用微波炉热
自带的午饭。

本组图片由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
重庆

□本报记者 张莎

春节将至，为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
围，我市各地积极开展精彩纷呈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近日，记者走进部分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感受到年味渐浓、温情升
温。

荣昌：教老人玩转手机
是最好的春节“敬老礼”

1月11日，在荣昌区河包镇经堂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旁的创客中心，“情暖夕
阳、关爱老人”寒假手机班开课了，几名年
轻志愿者手把手帮助30多位老人跨越“数
字鸿沟”。

不会发红包、不会发照片、不会使用导
航、不会用微信、不会用视频、不会用网约
车、不会移动支付……老人罗贤芳学得格
外认真，她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老人们
不愁吃不愁穿，但不会用智能手机却成为
老人的烦心事。

课堂上，志愿者们以“一对一”或“一对
多”的形式，围绕最基本、最常用、与生活最
贴切的智能手机操作技巧进行细心讲解，
包括如何连接网络、拍摄照片、使用微信、
出示渝康码和行程码等。

对于年轻人来说轻而易举的事情，对
于一些老人来说却格外困难。

老人刘安菊细心地把微信视频聊天操
作方法记在笔记本上。“我一条条写下来，
不会用时就翻出来看看，回去要和孙儿视
频连线。”西部志愿者朱文英笑着告诉她：

“刘孃孃，不要着急，你今后有啥想问的，手
机里随时喊我就行。”

在村里率先“触网”的老人廖大容会自
己拍一些抖音视频，但她仍未满足，一个劲
地向小老师——大学生志愿者甘国书请教
如何给自己美颜、为视频配音乐、吸引粉
丝。

“‘互联网+’时代，在年轻人享受着智
能时代各种便利的同时，大量新鲜事物却
将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较差的老人阻挡在
外。今年春节前，我们特别招募了6个志
愿者团队，深入到6个村，像这样的寒假手
机课，村村都有。”河包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工作人员张举成表示，年轻志愿者会把
教老人玩转手机作为最好的春节“敬老
礼”，就像我们小时候他们教我们一样，教
会老人一些干货，带上他们一起享受新时
代新生活。

大渡口：志愿服务让就
地过年更有意义

1月11日，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里不时有居民进入咨询、报
名，他们中不少是留渝过年的外地人，主动
提出在春节期间从事志愿服务，给这个暖
心的春节增添一份特殊的“年味”。

“今年春节,为了减少疫情防控的压
力，我主动加入到‘就地过年’的队伍中。
我的志愿服务目标很明确，希望能就近照
顾几户行动不便的老人，帮他们买菜提菜
拿快递。”籍贯在黑龙江的钢堰社区居民刘
梅说，她的父母都在北方，也享受了当地志
愿者的服务，作为唯一的女儿，她无法贴身
尽孝，希望以这种方式反馈社会。

刘梅告诉跃进村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工作人员，她随时可上岗服务。

45岁的湖北恩施人覃登琼也报名成
功，她认领的是疫情防控、平安巡逻志愿服
务。“过几天我就放假了，与其在家里抱着
手机看着电视，不如走出来，让我不回乡的
春节有更多意义。”

记者从跃进村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了解到，截至目前，跃进村已招募200多名
就地过年的志愿者，并为他们开发了独居
老人看护和残疾人帮扶、爱心采买、疫情防
控、文明劝导、平安巡逻、疫苗接种现场秩

序维护等几类志愿服务，让“不回家”成为
一种感人的“坚守”。

璧山：“蓝朋友”守护老
旧小区消防安全

1月12日上午，璧山区璧城街道战斗
路居民区2单元3楼突然冒出一阵浓烟，居
民拨打119报警之后，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有序疏散逃生。别急，这是一场模拟逃生
疏散演练。

当日，璧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总队、璧山区消防救援支队、璧山区璧城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一场“消防英雄
进小区 平平安安迎新年”主题活动带进
战斗路居民区。

战斗路居民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22
栋住宅中最老的“四十几岁”，最年轻的也
二十几年了。2019年，璧山区在这里启动
老旧小区改造，截至去年底，已先后对小区
电梯、管网、路面、充电桩等进行了优化升
级，在时代变迁中失去光彩的老旧小区获
得新生、展露新颜。

小区漂亮了，安全意识要跟上，在璧
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一群“蓝朋友”组织下，
居民们观看冬日火灾宣传片、学习如何使
用灭火器和逃生装备、参加逃生疏散演
练。

“蓝朋友”志愿者还一起走进十户独居
老人家中，为他们派发包含独立式烟感、小
型灭火器和宣传知识手册的“安全大礼
包”。在89岁独居老人姚文碧家中，璧山
区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科干部杨济铭发
现老人床边放着一个“可疑”的小太阳取暖
器。“婆婆，这个是‘三无产品’，不安全，不
能用了。如果冷了，可以开空调、烧热水
袋，那是安全的。”

杨济铭透露，即日起至春节期间，“蓝
朋友”们将陆续走进璧山区老旧居民区，守
护居民消防安全。

渝北：“全家福”“幸福
照”定格幸福

1月13日，渝北区双龙湖街道的摄影
志愿者们深入社区，开始为居民们免费拍
摄“全家福”“幸福照”。

龙顺街社区1.5支路街区刚在去年12
月完成了老旧小区改造。站在修葺一新的
休闲广场上，居民周先贵搂着妻子，靠着老
父亲，抱着3岁儿子，摆好姿势拍全家福。

这一家四口第一次拍全家福，眼神焦
点不知该放在何处，显得有些拘谨。摄影
师邓亚琪很有经验：“帅哥美女，来，听我口
令啊，一二三，茄子茄子茄子。”咔嚓一声，
他们腼腆的笑容定格在画面中。

周先贵告诉记者，自己与妻子平时忙
于工作，除了结婚时专门找影楼拍过照，平
时几乎很少合影。今年春节前，他们把父
亲从老家接到重庆过年，趁此机会来个全
家福，特别有意义。

“西瓜甜不甜？”“甜”……”在久泰养老
公寓，二十几位老人穿上红背心、戴上红围
巾，与护理员一起拍摄“幸福照”，个个看起
来神采奕奕。

快过年了，志愿者又上门服务，87岁老
人李作培心情甚好、兴致颇佳。他临场作
诗一首：今日中国前人梦，百年追梦已成
真，永远跟着共产党，再战百年更光辉。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那些年味和温情

图为荣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教老
年人用手机。 记者 张莎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