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赶水镇石房村，一块块稻田里的

水稻已经抽穗，一栋栋乡间民居雅致清新，

目及之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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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 谢

谢 你 们 ！

不知道该

怎么感谢

这 份 恩

情！”7 月

19日，“健

康扶贫我

助力”--政协委员走近你身边·萤

火虫公益行动第 15 站在区人民医

院广场举行爱心募捐活动。募捐

结束后，区政协委员将7700元善款

交给因颈髓损伤半截瘫的张基国

时，这位62岁的男子拉着妻子一起

不停道谢。

当天，政协委员、医务人员、爱

心人士等共募集善款 38500 元，除

了张基国家庭，另外 4 户因病致贫

的困难家庭也分别收到 7700 元。

爱心善款犹如及时雨,让贫困家庭

再次看到了希望。

聚光聚热
给需要帮助的人带去希望

萤火虫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它

用微光照亮黑暗，被喻为光明和希

望。“一个人的力量像萤火虫之光

那样微弱，但成千上万的人力量汇

聚，也能给人带来光明带去希望。”

谈及开展“萤火虫”公益行动的初

衷，该项行动的负责人如是说。

2017 年，綦江日报推出“萤火

虫”公益行动，7 月开展了“我与留

守儿童的暑假时光”圆梦公益活

动，记者兵分六路深入留守儿童家

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生活”，

用镜头与文字记录下他们的暑期

时光，帮助留守儿童实现“微愿

望”。

2018年，綦江日报智慧政务服

务重磅打造公益品牌“政协委员走

近你身边·萤火虫爱心行动”。一

月第一站，“萤火虫”来到登瀛学

校，为10余名留守儿童送去新年礼

物。此后每个月，綦江日报就按全

年“作战图”，开展不同类型的公益

行动：二月送返乡农民工回家过

年；三月和社区居民一起闹元宵；

四月携手自闭症患儿寻找春天

……一月一次圆梦行动，期期不

落。

2019年，区融媒体中心和区政

协围绕“脱贫攻坚工作，我们都是

乡村追梦人”主题，先后开展了留

守儿童赴黔探亲、援助律师到我家

等公益行动。“萤火虫”公益行动受

到社会各界更大范围的关注，值得

一提的是在今年綦江区“两会”上，

“萤火虫”成为了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的建言“热词”，大家呼吁更多的

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加入“萤火虫”

公益行动，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带

去希望。

一路前行
让行动更有温度热量

扶欢镇插旗村第一书记杨翼

德感谢“萤火虫”为该村销售滞销

大米，永城镇永和村贫困户喂养的

鸭子因“萤火虫”的到来销售一空

……去年，我区借助“萤火虫”公益

行动，创新推出“新闻+扶贫”方式，

搭建爱心资助平台，一对一精准帮

扶对象，为其实现心愿。

据统计，过去的2018年，“萤火

虫”公益行动共筹集爱心物资价值

50万余元，吸引10名区级领导、60

个职能部门、106名政协委员、49个

爱心商家、近 100 名爱心人士参与

活动，精准帮扶422个家庭，惠及群

众近万人。

孩子“微愿望”得到了崭新的

书桌、留守儿童在贵州和家人相

聚、独居老人吃到志愿者包的汤

圆、爱心专车将务工人员送回家

……通过宣传报道，“萤火虫”公益

行动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也受到人

民日报、新华网、重庆日报、华龙网

等媒体平台的报道，其中萤火虫公

益行动第 10 站“乡村振兴我助力”

登上了人民日报，第3站“团团圆圆

闹元宵”在重庆38个区县新媒体客

户端同步直播。一系列的爱心活

动让“萤火虫”形成了区域有影响

力的爱心品牌。

“下一步我们还将举行发展产

业不愁钱、脱贫路上奔小康等系列

活动，一直持续到年底。”“萤火虫”

公益行动负责人说。

如今，在綦江，萤火虫不仅是

一种可发光的昆虫，更是有温度、

有热量的代名词。

萤萤之光 灼灼其华
“萤火虫”公益行动点亮帮扶对象“微心愿”

本报记者 杨子路

扶欢河上白鹭飞
（上接1版）罗玉礼介绍说，2017

年，区里对扶欢境内3座问题水电站

实施改造，促使扶欢河的生态流量

有了大幅提高，加上镇里对河流采

取的生态治理举措，扶欢河生态环

境得到极大改善。与此同时，镇上

还打造了溱州公园，在河道两旁布

局步道、绿化带、湿地等景观，为居

民休闲娱乐增添了一个好去处。

在场镇居民生活生产污水处理

上，近两年，扶欢镇累计投入近百万

元铺设5.4公里二三级管网系统，用

于收集场镇生活生产污水，有效解

决污水排放问题。在河两岸，每家

每户房子外都能看到新安装的管

道，生活用水通过管道接入二三级

管网，最终流入污水处理厂。

基础设施靠投入，长远发展则

得靠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在治理

过程中，我们挨家挨户宣传，场镇居

民的环保意识不断地提高，现在大

多居民能做到垃圾不乱丢、污水不

乱排。”扶欢社区党支部书记赵福平

表示。

今年 4 月，扶欢镇召集扶欢社

区、高滩村、盘石村3个村社区的干

部和8家沿河养殖户，开了一个禁止

在河道内畜禽养殖的动员会，教育

引导养殖户不在河道里面养殖鸭、

鹅等畜禽。“以前我养鸭子是在河里

养，现在全部是在家里圈养。”高滩

村村民严明华刚开始对禁止在河道

养鸭颇有微词，但经过教育引导后，

也积极支持配合。

在扶欢，有越来越多像严明华

这样的群众加入到保护扶欢河的队

伍之中，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

标逐步实现。

一河碧水穿场过，两岸风景入

画来。夏日傍晚，扶欢河旁的溱州

公园内，凉风习习，人们三三两两，

或散步、或拉着家常，好不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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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事，一刻也不能耽搁”
丁山镇狸狮村第一书记邹显跃用行动践行扶贫初心

本报记者 吴长飞

区政协主席会议视察
东溪古镇保护开发情况

母明江参加

序号

26

受理编号

D2CQ201907130299

交办问题的基本情况
綦江区石角镇双树村2组石角镇
污水处理厂距离投诉人住宅距
离不足4米，处理污水产生的难
闻气味较大。投诉人多次通过
投诉、上访等方式向环保部门反
映，但臭气扰民问题一直没有解
决。2016年12月中央巡视组入
驻重庆后，当地政府对投诉人有
过少数经济补偿。希望污水处
理厂搬迁，或给予满意补偿后投
诉人主动搬迁。

行政区域

綦江区

污染类型

水

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一是投诉人反映的污水处理厂距其住房不足4
米的问题属实。二是反映处理污水产生的难闻气味较
大的问题，经有关部门提供的监测数据表明，符合相关
排放标准。另外，经调查，该投诉人于2014年至2016年
就该问题进行多次信访，区、镇多次与信访人协商，并于
2017年1月4日达成一致意见，即石角镇政府给予信访
人一次性经济补偿7.5万元，信访人完全同意并签署了
息诉罢访承诺书，承诺不再以污水处理站间距不足、选
址不当、气味和噪音等让家人致病且影响其正常生活为
由到镇、区、市及国家机关相关部门进行上访，阻止污水
处理厂正常运行。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为彻底解决投诉人
反映的问题和提出
的要求，向投诉人
提出“在双树村另
行选址建房或按綦
江区相关拆迁政策
对其房屋进行拆迁
补偿”解决方案供
其选择。目前正加
快协调解决中。

问责情况

无

来源：市生态环境局 发布时间：2019-07-24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7月22日凌晨4点，邹显跃翻了

几次身想多睡会儿，右侧腰部却一

直和他作对，隐隐约约的疼痛感让

邹显跃彻底清醒过来。

看了看手机，还有两个小时就

要起床，邹显跃眯着眼，忍着疼痛，

尽量为一天的工作储存更多精力。

今年38岁的邹显跃是丁山镇狸

狮村第一书记。一周前，他刚做了

肾结石手术。主治医生提醒他，最

好住院观察两周，便于及时干预也

有助于恢复，但被邹显跃拒绝。手

术后第4天，也就是7月19日，邹显

跃选择出院。

“工作没做我心里着急，狸狮村

的事，一刻也不能耽搁。”邹显跃这

样回答。

“第一届杨梅节，不能搞砸了”

6月28日上午9点，丁山镇第一

届杨梅采摘节在狸狮村如期开幕。

给外地游客提供路线咨询服

务，给现场游客发放采摘工具，还要

在朋友圈持续“吆喝”……活动现

场，邹显跃热情招呼着游客。若不

留心观察，看不出他有任何病痛。

而事实情况是，5月27日凌晨3

点，睡梦中的邹显跃突然被疼痛惊

醒，赶往医院做检查后，发现右肾有

一颗1.2厘米大小的结石，肾内有轻

微积水。医生要求住院一个月进行

治疗。

“不住院得行不？我现在真没

时间。”邹显跃咬着牙说，还有一个

月就要举办杨梅节，前期的筹备工

作正在抓紧进行，这节骨眼上根本

抽不开身。

邹显跃为何把杨梅节看得如此

重要？

原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狸狮

村就种有150多亩杨梅，但一直以来

没有形成经济效益，更谈不上带动

村里的产业发展。

去年3月，邹显跃来到狸狮村任

驻村第一书记，几番摸底了解全村

资源产业情况后，发现可以借杨梅

做文章。去年 11 月，邹显跃与村支

两委决定，利用现有基础发展杨梅

产业，以“村集体+合作社+贫困户”

的经营模式，建立起覆盖全村 26 户

贫困户的重庆市綦江区狸狮果蔬种

植专业合作社。

“举办杨梅节，是狸狮村消除空

壳村的一把利剑，不能搞砸了。”邹

显跃在医院拿了点止痛药后回到村

里，继续投入到杨梅节接待中心、旅

游公厕和村民卖土货长廊的建设当

中。

苦心人，天不负。第一届杨梅

采摘节，两万人涌入狸狮村，带来 1

万多元村集体经济收入，40 多户村

民通过卖土货赚了钱。

“答应贫困户的事，一定要做到”

7月7日，邹显跃腰部再次出现

疼痛，勉强能够承受，便没去理会。

第二天一早，邹显跃正准备开车前

往狸狮村上班，疼痛却再度袭来，他

坐下来缓了缓神，接过妻子递来的

水和止痛药，吃了休息片刻后出发

了。

“所有贫困户当中，只有吴朝福

的危房还没改造完成，今天必须过

去看看。”狸狮村共有贫困人口26户

87 人，目前已脱贫 20 户 66 人，剩下

的 6 户 21 人未脱贫，成了邹显跃心

中最大的牵挂。

吴朝福今年 61 岁，由于家庭贫

穷，前些年才娶上老婆生了小孩。

2017 年被评为贫困户时，吴朝福只

种了两亩庄稼，几乎没有其他经济

收入，住的毛坯房早已是破旧不堪。

去年3月，吴朝福的住房被纳入

D级危房改造范围，可以享受3.5万

元的政策补贴。当同批次的贫困户

都在积极进行危房改造时，吴朝福

却因为认识不到位，迟迟不配合驻

村干部工作。

经过多次做工作，吴朝福的危

房终于在今年 5 月开始动工改造。

“主动脱贫的愿望不强烈，但我答应

让他过上好日子，就一定要做到。”

看着吴朝福即将完工的新房，邹显

跃坚定地说道。

经过邹显跃协调，吴朝福的新

房完工后就将接通水电。邹显跃曾

多次鼓励吴朝福，靠双手勤劳致富，

给妻子和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

条件。

现在，吴朝福喂了 4 头生猪，种

了3亩水稻和2亩玄参，还参加了公

益性岗位，一个月有 1728 元收入。

“吴朝福年底脱贫没问题，另外5户

预计年底也能实现脱贫。”邹显跃笑

着说。

“打造美丽乡村，万万拖不得”

7月19日，邹显跃刚出院就接到

狸狮村支部书记刘勇的电话：狸狮

村被确定为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全綦江仅有14个村在列。

这个消息令邹显跃大为振奋，

也让他长舒了一口气。7月11日，原

本打算去医院做手术的邹显跃接到

通知，要求当天上报美丽乡村示范

村建设方案，为此，他和医生商量推

迟了手术时间。

“这是狸狮村‘改头换面’的良

机，万万拖不得。”邹显跃激动地说，

狸狮村是丁山镇最偏远的一个村，

四周高山环绕，古时候由于地形闭

塞，是狐狸和狮子出没之地，故得名

“狸狮”。由于交通不便，长期以来，

狸狮村产业发展薄弱，基础设施建

设滞后，在2011年，狸狮村成了市级

贫困村。

成为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意

味着狸狮村有 100 万元的专项资金

用来投入建设。邹显跃赶紧给村民

龙元永打了个电话：“老龙，你经常

反映晚上没有路灯的问题，马上就

能解决啦。”

狸狮村1组村民龙元永，每次晚

上到村便民服务中心开完院坝会

后，都是摸黑回家，关于路灯的问题

他反映了不少次。不仅是龙元永，

其他村民也向村支两委反映过走夜

路没路灯、想锻炼没健身器材、想改

厕村里拿不出补贴等问题。

脱贫攻坚初见成效，如何实现

狸狮村的振兴，成了邹显跃下一步

的工作重心。这次带病赶制出来的

美丽乡村建设方案，处处回应了村

民们的诉求：在 3 组、4 组、6 组率先

实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全村安

装104盏路灯，打造30个农家小院，

实行改厕 30 户，生态绿化步道 5 公

里……

邹显跃说，他要将狸狮村打造

得更美，让游客常来长留，让村民们

吃上旅游饭。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 黎

梨）7月24日，区政协组织主席会议

成员视察东溪古镇保护开发情

况。区政协主席母明江，区政协副

主席牟伟参加。

视察组一行实地考察了东溪

镇汽车客运站、麻乡约民信局、万

天宫、南华宫等，随后召开座谈会，

听取了南州旅投公司等相关单位

对东溪古镇保护开发情况的汇

报。区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及参会

的区政协委员从保护历史文化名

镇、精准定位古镇核心历史文化、

深度挖掘古镇移民文化、科学编制

保护开发规划、处理好文化保护和

保护开发的良好关系、提升古镇历

史文化影响力等方面提出了意见

建议。

母明江指出，在东溪古镇保护

开发工作上，要确定功能定位，突

出古镇历史文化内容，按照保护历

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生活延续

性原则，保持历史文化名镇传统风

貌、历史价值和文化特色；在编制

规划上，要科学系统地做好规划，

避免规划冲突与资源浪费，切实发

挥规划作用，把握时间节点，以跑

“马拉松”的恒心和毅力，以时不待

我的紧迫感加快推进古镇保护开

发工作；在工作保障上，要整合力

量，加大经费保障、人才保障，确保

东溪古镇保护开发工作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