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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批准，撤销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铜梁支公司，其《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机构编码：
000061500151，序号：00082460）自登报之日起失效，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再以
上述机构名义开展业务。

公司将本着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合法权益的原则，依法妥善处理
支公司撤销后的相关善后事宜，确保后续服务工作到位。原有的人员、业务及各
项工作转入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合川中心支公司。

联系电话：023-88394335
特此公告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2022年2月7日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铜梁支公司撤销公告

本报讯 （北京冬奥会特派记者
黄琪奥）中国队再次在短道速滑中显示
实力。2月 7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
2022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米比赛中，中
国队选手任子威以1分26秒768的成绩
获得男子1000米项目的冠军，李文龙名
列第二。这是中国在此次冬奥会获得的
第二枚金牌，中国队的奖牌总数已上升
为4枚。女子短道速滑500米比赛中，张
雨婷荣获女子500米项目第四名。

晚上7点30分，中国女子短道速滑
选手范可新率先登场。可惜的是，在该
组比赛中，范可新出现滑倒，无缘半决
赛。

之后的比赛中，无论是参加女子500
米四分之一决赛的曲春雨、张雨婷，还是
参加男子1000米四分之一决赛的武大
靖、任子威、李文龙，他们所在的小组都出
现了激烈的身体碰撞，导致裁判多次进行
复盘，让整个比赛的过程变得比较冗长，
也让现场的观众提心吊胆。每当裁判进
行复盘时，整个首都体育馆都会变得鸦雀
无声。

幸运的是，裁判的复盘显示，除了范
可新之外，其他5名选手都顺利晋级半决
赛。当结果出现在首都体育馆的大屏幕
上时，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在之后的半决赛中，无论是曲春雨
和张雨婷所在的女子半决赛二组，还是
武大靖、任子威、李文龙参加的比赛，都
再次出现了激烈的身体碰撞。幸运的
是，和四分之一决赛一样，裁判的复盘都

显示，武大靖、任子威等人成为犯规的受
害者，故除了曲春雨出局外，武大靖、任
子威、李文龙等三名男子选手成功晋级
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决赛，张雨婷则成
功晋级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并获得
第四名。

当天晚上的高潮出现在男子1000
米决赛中。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在选
手介绍环节中，每当裁判念到一个名字，
观众都会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特别是
当裁判介绍武大靖时，现场助威声更是
达到了顶点。

站在决赛场上，作为当今世界上最
优秀的5名短道速滑选手，武大靖等人从
比赛开始，就为这块金牌开始了激烈的
角逐。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当比赛还剩
五圈的时候，由于冰面出现问题，裁判叫
停了比赛。这样的插曲也让现场的气氛
紧张到了极点，首都体育馆又一次鸦雀
无声。

重新开赛后，武大靖明显受限于体
力，导致速度减弱。任子威则凭借出色
的起跑，暂时排名第一。之后的比赛
中，在全场观众山呼海啸般的加油声
中，任子威与另一名来自匈牙利的选手
刘少林交替领跑，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
线。

经过裁判的复盘后，判定刘少林存
在明显的犯规行为，被取消成绩，最终，
任子威以1分26秒768的成绩获得该项
目金牌，李文龙获得亚军，武大靖则名列
第四名。

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项目

中国队包揽冠亚军

本报讯 （记者 赵欣）蓝天高远，
雪山连绵，北京冬奥火炬耸立山巅，几
支红梅开得正艳，一群滑雪健儿踩着雪
板，英姿勃发，仿佛就要跃出画面。日
前，著名重庆籍画家陈可之创作的油画
《北京·梅花香至》问世，画家以画笔诠
释奥运精神。2月6日，陈可之向记者
讲述了这幅画作的创作理念。

“这是一幅综合材料油画作品，灵
感来自‘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
寒来’。整幅画以雪山为主线展开，灵
魂元素是冬奥健儿，右侧的红梅让画面
有了香气。点梅入画，落笔成趣，写实
的画面滋生了诗情画意，也更加灵动
了。”陈可之说。

作为从重庆走出去的艺术家，陈可
之的油画与体育缘分不浅。1990年，
他的作品《东方之子》被时任国际奥委
会主席萨马兰奇收藏；作品《在水一方》
《少年中国梦》分别参加了2012（伦敦）
奥林匹克美术大会和2016（里约热内
卢）奥林匹克美术大会。

陈可之介绍，他在作品里特别凸显
了浓郁的东西方文化交融，“梅花有传
统文化韵味，滑雪运动则极富现代感，
画面通过虚实变化的手法，强化了冰雪
健儿的律动之美。”

《北京·梅花香至》已作为2022年
第一期《新华文摘》封底大图首发，接下
来还将在冬奥主题系列画展中亮相。

著名重庆籍画家陈可之油画

《北京·梅花香至》诠释冬奥精神

本报讯 （北京冬奥会特派记
者 黄琪奥）2月7日的张家口云顶滑
雪公园内，本报记者见证了苏翊鸣的

“翊鸣惊人”！在当天中午举行的北
京冬奥会男子单板滑雪坡面障碍项
目决赛中，还有11天就满18岁的中
国小将苏翊鸣凭借在第二轮中的出
色表现，以88.7分的成绩，获得该项
目银牌，为自己送上一份珍贵的“成
人礼”。

据介绍，坡面障碍技巧是冬奥会
观赏性最强的项目之一。该项目场地
由一系列障碍、跳台、栏杆、平台等构
成，场地赛道落差最少为150米，平均
坡度在12度以上。裁判按照难度、高
度、完成度、多样性和技术进阶进行打
分。

代表中国参加该项目的苏翊鸣，
从4岁就开始学习滑雪。14岁时，苏
翊鸣决定成为一名职业选手。2014
年，苏翊鸣凭借出色的滑雪技巧，成为
电影《智取威虎山》中“小栓子”的扮演
者。

2018年，苏翊鸣在跨界选才中进
入单板滑雪大跳台及坡面障碍技巧国
家集训队，并迅速脱颖而出，多次为中
国单板滑雪项目创造纪录。2021年，
他首次闯进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决
赛，便以155.25分的成绩夺得冠军，这
也是中国男子单板滑雪运动员首次夺
得世界杯冠军。

在6日举行单板滑雪项目男子坡

面障碍技巧资格赛中，面对儿时偶像
加拿大选手马克·麦克莫里斯等众多
好手，倒数第三位出场的苏翊鸣状态
轻松，以一套 1440 接内转 1260 接
1620的高难度动作组合惊艳亮相，而
86.80的分数也成为资格赛全场最高
分，让苏翊鸣以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
决赛，成为首位闯入该项目决赛的中
国人。

7日上午11时，当重庆日报记者
来到决赛场地云顶滑雪公园时，发现
不少运动员正进行热身。场地旁的
混采区内不仅聚集了不少来自世界
各地的记者，还聚集了不少冰雪运动
爱好者，他们精心准备了国旗、标语
等物品，为即将出场的苏翊鸣加油助
威。

中午12点，伴随着一阵动感的音
乐，拉开了此次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
巧决赛的序幕，12名选手从起点出发，
通过做出酷炫的动作，让观众领略单
板滑雪的独特魅力。

在首轮比赛中，美国选手雷蒙德
表现出色，率先突破80分，在所有选
手中排名第一。与预赛相比，苏翊鸣
在比赛中表现得比较谨慎，首轮比赛
中，苏翊鸣以自己的标志性动作开场，
除了完成540度旋转动作之外，还先
后完成了两个1620度转体。连贯的
动作、飘逸的姿势征服了现场观众和
媒体，当他最后稳稳落地时，现场响起
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与接下来的第二个动作相比，苏
翊鸣的第一个动作如同餐前的“甜
点”。在第二轮比赛中，马克斯·帕罗
特凭借完美的发挥，拿下了90.96的高
分，让观众为之惊叹。面对这样的局
面，苏翊鸣并没有惊慌，他先是用手扶
了扶头盔后，就从起点线出发，先后完
成了反脚内转1440度、反脚内转1620
度等动作。在最后一跳中，他犹如一
只轻盈的飞鸟，在空中完成1800度转
体，当他稳稳落地之时，现场的气氛达
到了最高潮。
“He is a genius！（他是一名天

才）”苏翊鸣的表现不仅引发了外国记
者的惊叹，还让不少场内的技术官员、
志愿者激动得泪流满面。最终，苏翊
鸣在该轮比赛中获得88.7分的成绩，
排名也上升到第二名。第三轮比赛，
包括苏翊鸣在内的参赛者均未跳出更
高的分数，最终，苏翊鸣以88.7分的成
绩获得了该项目银牌。

陈可之的油画《北京·梅花香至》。 （受访者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这么冷的天，水缸的水也满满
的，够用！”2月7日中午，巫溪县双
阳乡马塘村二组，村民夏国萍正用
水瓢舀水，烧火做饭。

马塘村平均海拔1500米左右，
过去因冬天雨量偏少、水源不足和
冰雪天气管道结冰等原因，一到严
冬，部分高海拔区域村民吃水就要
受到影响。而2月7日，刚刚经历
了暴雪天气的马塘村村民却不愁吃
水了。原来，去年10月，当地党委
政府赶在冬季到来前，跋山涉水找
到新的优质水源，解决了村民冬季
吃水问题。

双阳乡位于大山深处，最低海
拔 800 米，重庆最高峰——海拔
2797米的阴条岭就位于双阳乡境
内。

2月6日下午3点左右，巫溪县
双阳乡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雪花
纷纷扬扬，一直下到深夜。

当日21时，巫溪县气象台发布
暴雪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月6日
21时-7日10时，该县海拔600米
以上大部分乡镇（街道）降雪量将达
4毫米以上。收到预警时，双阳乡
党委书记向炜早已身在办公室。考
虑到突如其来的暴雪天气，他和几
名党员干部于2月6日提前返岗，
避免第二天因低温天气交通受阻。

暴雪持续，气温骤降，大家冻得
缩手缩脚。乡政府所在地海拔约

900米，场镇周围的房顶、田地、树
木已盖上了一层白茫茫的“雪棉
被”。路面已经结冰，陆续返回乡政
府的干部，已给汽车轮胎绑上了防
滑链，平常1个小时左右的路程，需
要近2个小时才能到达。

这场降温来得急促，大家最担
心的是马塘村村民的吃水问题。马
塘村位于双阳乡东部，平均海拔
1500米，山高坡陡，固水能力差，村
民饮水主要靠山泉水和山涧水。到
了冬季，雨水不足，部分村民饮用水
存在水质较差，水量小的情况。
2021年，当地党员干部在入户走访
中，了解到二组的53户村民都有寻
找更加稳定的新水源的想法，于是，
结合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当地下决心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向水利部门争取到资金。

当时，党员干部们带着镰刀开
路，背着干粮翻山越岭，终于在海
拔1980米的深山里找到一处优质
水源。水源地不通公路，马塘村党
员干部和十多名村民靠着肩挑背
扛，硬是把建水池用的水泥、沙、水
管等材料背到山上。在运输过程
中，村支书夏国桃还因山势险峻摔
成轻微骨折。大家花了 15 天时
间，在高山建水池，在悬崖上架管
道，终于将汩汩清水送到了50多
户村民家。

这不，今年冬天到来前，水源地
旁的蓄水池里，蓄满了清澈甘甜的
水。2月7日，因低温天气管道结
冰，但当党员干部们到马塘村村民
家查看时，发现家家户户的水缸都
提前蓄满了清澈甘甜的水，大家都
在乐乐呵呵地做饭呢。

巫溪县双阳乡马塘村二组村民：

“这个冬天吃水不难”

本报讯 原重庆市税务局
副局长王敏琳同志，因病于
2022 年 2 月 7 日逝世，享年

89岁。
王敏琳同志系重庆沙坪坝

人，1949 年 12 月参加工作，
1962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王敏琳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月2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垃圾分类推进办）获悉，
我市垃圾分类工作连续9个季度保
持西部第一，生活垃圾分类体系覆
盖215个镇街、638万户居民。

“一区一策”推进撤桶并点

1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
江北区龙塔街道月隐湖社区鲁能星
城五街区。该小区设置了一个垃圾
分类宣教中心，占地不大却配置有
广告展板、宣传画册，还有一个“家
园小喇叭”播放垃圾分类知识。

“在推广垃圾分类的前期，小区
实施楼层撤桶，小区居民一开始并
不理解。”龙塔街道月隐湖社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有了宣教中心居民可
以更直观地了解到垃圾分类的好
处，看到听到全方位地感受到这种
生活的“新风尚”，也改变了对撤桶
的态度。

2021年我市推进垃圾分类深
度覆盖，按照有管理机制、有设施设
备、有宣传发动“三有”标准，引导区
县因地制宜、稳妥有序推进撤桶并
点，加强小区值桶、净桶等管理工
作。目前，全市城区楼层撤桶率已
达89.3%。

“开展‘四桶’行动也并非‘一刀
切’，而是‘一区一策’，例如鲁能星
城五街区建立宣教中心科普分类知
识就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垃圾分类
推进办负责人易宏志介绍说，中心
城区日均分出厨余垃圾2174吨、可
回收物2148吨，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率达40.2%。

创新宣传方式发动
更多群众参与

不少市民嫌垃圾分类复杂烦
琐，如何让分类工作简单有趣？

1月18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垃

圾分类宣传活动在渝北区旗龙路社
区举行。除了志愿者，龙山街道旗
龙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工会、
团支部、妇联等工作人员齐上阵，向
居民发放资料，讲解分类知识。

2021年以来，全市全面开展垃
圾分类进社区“七个一”（组织一场
集中宣讲活动、组建一支宣讲队伍、
开展一次集中培训、组织一次家庭
知识竞赛、开展一批家校社区互动
活动、完成一次意见征求、打造一批
示范社区）活动和“八进”（进机关、
进学校、进医院、进窗口单位、进军
营、进村组、进家庭、进企业）宣传活
动3.9万场次。注册垃圾分类志愿
者达到2.8万名。

另外，我市还将深化“区县+镇
街+村社”三级垃圾分类志愿服务
队伍，力争覆盖所有社区、辐射所有
家庭。

2021年我市还成立了全国首
个垃圾分类协会，发动行业力量参
与重庆市细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标
准的制定，细化机关、商场学校、医
院的垃圾分类投放标准。

进一步完善法规体系

2021年 11月《重庆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
经市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
并将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这是我市去年垃圾分类立法
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对生活垃圾管
理工作职责、规划建设要求、分类投
放收集运输处置等环节作出规定，
以依法治理生活垃圾管理中的突出
问题。”易宏志表示，《条例》出台后，
企业与市民有了“行动指南”。

此外，经市委深改委会、市政府
常务会审议通过，制定出台《重庆市
深化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
案》。我市还新增了《重庆市新建住
宅项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厢房设计
导则》《关于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深度
覆盖的通知》等16个配套标准和政
策文件，推动行业部门出台《关于做
好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
的通知》等5个政策文件，目前市级
配套标准和政策文件达57个。

重庆市垃圾分类工作
连续三年保持西部第一

小黄鱼冬游记⑦

□本报北京冬奥会特派记者 黄琪奥

北京冬奥会如何协调几个赛区之
间的交通，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赛
前，北京冬奥组委表示，将通过公交、出
租、高铁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人员的
便捷出行。

在连日来冬奥会报道过程中，我深
切感受到北京冬奥会交通的便利。

7日，这样的感受显得尤其明显。在
安排采访时，我考虑到谷爱凌、武大靖、
苏翊鸣等人都会在当天出场，决定与摄
影记者一起，乘坐高铁进行跨赛区报道，
遂预定了7日早上9点30分从北京清河
高铁站前往张家口太子城站的高铁。

由于担心早高峰拥堵，为了确保准时
到达高铁站，我们特地设定了早上5点40
分的闹钟，早早起床出发。7点40分，我
们已搭上了前往清河火车站的公交车。

但我们没想到的是，由于北京早早
就规划了奥运专用车道，一路上并没有
遇到传说中的堵车。我们仅用20分钟，
就到达了清河火车站。进入到候车室
时，我们惊讶地发现，自己来太早了。于
是，我们选择了改签，进而提前40分钟
到达张家口太子城火车站。

到了下午，当结束苏翊鸣的采访后，
同样得益于便利的交通，我们提前20分
钟赶回了首都体育馆，见证了中国军团
的又一辉煌时刻。

对此，我们必须给北京冬奥组委点
个大大的赞。

事实上，这样的“早到”在此次冬奥
会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在公交、高铁、
出租车的帮助下，来自世界各国的媒体
记者都能方便快捷地到达各个比赛场
馆。

为冬奥会
便利交通点赞

二
月
七
日
，任
子
威
在
比
赛
后
庆
祝
夺
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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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鸣”惊人
创造历史
——本报记者现场直击单板新星苏翊鸣摘银

2月7日，中国
选手苏翊鸣在比赛
中。

记 者 万 难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