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张燕）7月25

日，由区关工委主办、区税务局承

办的 2019 年“中华魂”主题演讲比

赛片区赛举行。来自区内 12 个单

位的选手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讲述

了他们与伟大祖国共同奋进的精

彩故事。

比赛中，选手们紧紧围绕“爱

我中华—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主

题，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取

得的伟大成就，并用身边典型，激

励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练

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锤炼

高尚品格，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党、

爱国热情，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

的磅礴力量。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区人力社

保局的袁媛、区税务局的朱玮、区

大数据发展局的黄巧妹获得片区

赛一等奖，将参加全区决赛。

“中华魂”主题演讲比赛
举行片区赛

即日起，綦江区区长民营企业专线电话（023-

48678000）正式开通，主要负责听取和处理民营企业

向区政府反映的投诉请求、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等事

项。欢迎拨打区长民营企业专线，服务时间为：工作

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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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确保饮用水源安全
——陈光岩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河道施工问题整改始末

本报记者 刘琦

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协商
健康扶贫政策落实情况

（上接１版）

军民相依播撒革命火种

在重庆綦江区石壕镇、秀山县

雅江镇等地，至今还保留着大小不

一、形状各异的“红军洞”，成为当地

老百姓怀念红军、传承红色记忆的

重要载体。

雅江镇江西村村民李之文指着

山脚下一个半人多高、深十多米的

石洞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李木富曾

在此救护了一名受伤红军。那名红

军的脚后跟被子弹打伤，为了不被

敌人发现，李木富将他藏在家后的

岩洞里，铺上厚厚的草让他休息，并

为他上药、送饭，熬茶水给他洗伤

口。

李之文回忆，父亲曾说，当年红

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经常为

老百姓排忧解难，给大家留下了很

好的印象。那名红军走后，父亲一

直念着他，盼着他能平安回到队伍

里去。这名红军就是日后的开国将

军段苏权，49 年后他千里迢迢重返

秀山，寻找救命恩人。这段故事就

这样被载入当地党史。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在长征路途中，红

军所到之处都努力赢得百姓的信

任，也播撒下革命的火种。那些红

色的记忆，那些军民相依的深情，刻

在历史的年轮里，代代相传。

对于红军到石壕的故事，57 岁

的陈文全如数家珍。他的父亲和祖

父都见过红军，打小就给他讲述红军

的故事。从 17 岁开始，陈文全就义

务维护当地的红军桥。20世纪90年

代，他又出资购买了3000多块砖瓦，

和村民一道翻新了红军桥。“父辈说，

他们对红军桥有感情，既然住在这

里，就要爱它，关心它。”陈文全说。

重庆酉阳县南腰界镇是重庆境

内唯一建立省级苏维埃政权的地

方。走在今天的南腰界，“红军”无

疑是最鲜明的要素。这里的道路叫

作“红军中街”“红军新街”，这里的

医院叫作“红军医院”，这里的小学

院墙上镌刻着五角星。这里许多百

姓都记得长辈讲述的红军故事。

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党和红军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

持，实现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人民

群众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

长征精神永不止息

青山苍翠，盛夏时节的重庆红

岩村掩映其中，人流如织。来自全

国各地的游客汇聚到这里，感悟红

岩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红岩村曾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

区的指挥中心。全面抗战爆发后，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

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和红军老战士，来到这里开

展统一战线工作，也把长征精神和

革命真理，撒播在山城人民心中。

“我们要从风雨如磐的斗争岁

月中汲取信仰的力量，领悟党的初

心和使命。”正在红岩村参观的一名

游客在留言簿上写下这样的感慨。

从长征的终点不断出发，从一

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党领导人

民一路前行，长征精神也在新时代

不断拓展延伸内涵。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新长征路

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主角、都有一

份责任。未来也还有许多“雪山”

“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

关”“腊子口”需要征服。

长征永远在路上。无论我们的

事业发展到哪一步，无论我们取得

了多大成就，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

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

前进。

记者 丁玫、胡璐、周闻韬、伍鲲

鹏、关开亮、薛笔犁、李䶮、杨建楠

新华社重庆7月20日电

红军洞 红军路 红岩村

“吴主任、李组长，又在巡察？”

“嗯，得确保咱们饮用水源安全

不是。”近日，石壕镇皂泥村5组一条

在建通组公路旁，往来的村民纷纷

与该村村主任吴茂刚、5组组长李学

虎打招呼。村民们告诉记者，吴茂

刚和李学虎每天都要前来巡察，他

们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为啥吴茂刚二人会如此频繁地

巡察？事情要从今年年初说起。

年初，市水利局开展暗访督查

活动，期间发现石壕镇羊渡河皂泥

村5 组有一段近百米长的河段因修

建通组公路，存在河道施工问题。

由于羊渡河属于陈光岩饮用水源一

级保护区，为该片区矿区居民、部分

当地群众以及下游打通镇近万余人

提供用水。

4 月底，接到上级整改通知，石

壕镇立即组织镇环保办、公路办、河

长办等以及皂泥村村委对该项问题

进行核实，随后召开了座谈会，并制

定具体整改方案。5月9日，整改启

动。

皂泥村 5 组通组公路依山傍水

而建，打路基时，施工队将靠山的一

侧拓宽，而靠水的一侧因为是土坡

且没有防护措施，导致渣石泥土滚

落河中，对饮用水源造成了影响。

“整改的第一步就是修筑防护

措施，确保渣石泥土不入河。”石壕

镇河长办主任傅光君介绍，基于此，

石壕镇相关单位联合皂泥村在河两

岸修建防护设施。

“由村上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

改，并派专人监督施工单位修建堡

坎。”吴茂刚说。记者在现场看到，

河岸坡度比较陡的河段，都已经修

建了堡坎；河岸坡度平缓河段，也已

经用混凝土将斜坡覆盖；河堤则是

一条平均高度高于路基的水泥小

道，一直延伸整

个施工河段。

傅 光 君 介

绍 ，堡 坎 的 修

筑，有效防止了

公路施工过程

中渣石入河，也

有利于该路段后期管护。

除了修筑堡坎，石壕镇还进一

步健全监督监管机制，确保饮用水

源安全。“我们现在的监督机制有两

层，一层是镇上，一层村上。镇河长

办每周组织人员对现场巡察两次，

主要对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是否存在

施工、养殖、生活垃圾倾倒、占用河

道等问题进行进行检查。”傅光君

说，“村上由皂泥村村主任吴茂刚、5

组组长李学虎以及村民代表成立巡

查小组，每天到工地上开展巡察。”

镇上督促，村上落实，5月20日，

陈光岩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河道施

工问题整改完成。据傅光君介绍，

在下一步道路硬化过程中，该镇还

将要求施工方进一步细化防护措

施，在沿河路段增设防护网，并安排

专人定期清理施工垃圾，确保饮用

水源得到有效保护。

近年来，赶水镇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农村基础配套设施，对农村人居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图为青

山环抱中的赶水镇龙沧村同兴苑农民新村。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琦 赵跃）7

月25日，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协商健

康扶贫政策落实情况座谈会在区

财政局召开。

会上，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

扶贫办、区卫生健康委、区医保局

等单位分别就健康扶贫政策落实

情况作汇报。区政协教科卫体委

委员纷纷建言献策，认为健康扶贫

要在精准施策上下功夫，全面真实

掌握申请救助家庭情况，做好各项

救助措施配套衔接，打好健康救助

组合拳，提高救助精准度，确保各

项社会救助政策落到实处。

会议指出，健康扶贫是全面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

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重

大决策部署的重要部分，各参会单

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狠抓责

任落实，把健康扶贫工作责任扛在

肩上、任务拿在手上；要进一步加

强宣传力度，开创形式多样、百姓

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走进农村和

贫困户家里，确保健康扶贫政策

“飞入寻常百姓家”；要进一步提高

重视程度，加强健康扶贫基金的监

管力度，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配

合，做好部门之间信息互通共享，

确保健康扶贫政策落到实处。参

会委员要积极履行职责，通过反映

社情民意，推进健康扶贫工作开

展。

区政协副主席刘林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刘琦）近日，石

壕镇万隆村的“花坝”糯玉米迎来

丰收。

万隆村海拔 1300 米，土地肥

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这里的

糯玉米相比其他地方口感更加香

糯甜美。“我们的糯玉米种植区，全

部采用太阳能杀虫灯、生物导弹等

无害化防控设备进行除虫，糯玉米

品质优良。”万隆村负责人说。

据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花

坝”糯玉米通过“体验采摘+超市购

销+现场零售”的方式，名头渐响，

万隆村也凭借糯玉米实现年收入

180余万元。“今年糯玉米预计产量

可达440吨。”

记者了解到，除了糯玉米，清

脆爽口的方竹笋、甘甜地道的土蜂

蜜、酸中带甜的野生猕猴桃也是万

隆村不可多得的特产。闲暇时间，

市民们大可约上两三好友，去万

隆，沐清风、品美味，不失为一番美

妙体验。

“花坝”糯玉米 美味正当时

清澈的河水缓缓流淌 记者 刘琦 摄

参赛选手动情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