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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住得舒服多了，我就不准备搬
啦！”72岁的李玉明在北碚区朝阳街道新
房子社区住了20多年，原本盘算着卖掉房
子换个地方养老的他，最近又改了主意。

新房子社区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建成之初曾是当地最新的国企家属
区，由此得名。随着楼龄渐长，这里成了
典型的老旧社区，屋面漏水、管道老化，
还存在不少违章搭建。

2021年4月开始，北碚区利用城市更
新专项资金对这里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拆
除违建、整修外立面、修补楼顶漏水，每一
项解决的都是大家关心的“痛点”“堵点”。

但工程推进并不容易。开工后不

久，实施改造的北碚佳友公司工程部负
责人谭显文发现，社区 1栋的施工遇到
难题。一楼的陈大爷为扩大居住面积在
阳台上私自搭建了一个房间，影响消防
安全和邻里出行，楼上住户多有不满。
另一边，二楼张阿姨家的卫生间漏水，使
得楼下的陈大爷苦不堪言。“你不拆违
建，我就不搞防水”，两家陷入僵局之中，
直接影响到楼栋的改造进度。

“没办法，我们只能一边施工改造一
边协调劝导。”谭显文说，在同社区工作
人员一起登门劝说多次后，两家终于同
意坐下来和解，横亘多年的邻里矛盾得
以顺利消除：违章搭建的阳台拆除了，厕
所漏水的问题也得到解决。

在居民支持配合下，新房子社区拆

除楼顶违建3000多平方米，不少过去被
长期占用的楼顶阳台、路边绿地得以恢
复。各项改造计划加速推进，电线、电话
线、网络光纤全部埋入地下；社区绿化提
档升级，还新辟了两个休闲广场。作为
开放式社区，新房子社区重点配齐了消
防设施、监控摄像头，还用上了高空抛物
智能监测系统，居民生活更有“安全感”。

“除了看得到的‘硬件’升级，我们还
在探索居民共建共治，让改造成果长效
化。”新房子社区党委书记唐海燕说，新
房子社区是一个无物业、无大修基金、无
业委会的“三无”小区，为此社区成立了
自治管理服务委员会，充分发挥社区党
员、网格员的作用，带动居民群众共同参
与，提升社区管理水平。

唐海燕说，以楼顶空间管理为例，社
区自管委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后，将拆
违腾退出来的楼顶空间划分为晾晒区、
花园区、蔬菜区等多个区域，还配备了公
用的晾衣架、洒水壶，既满足居民日常生
活需要，又让楼顶空间利用实现最大化。

历时一年多的改造，新房子社区的
面貌焕然一新，居民过上了更加舒适的
生活。一些原本打算搬走的住户也选择
留下来。

新房子社区发生的新变化，成为重
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一个缩影。自
2018年启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以
来，重庆市累计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000多个、改造面积近 8000万平方米，
70余万户居民直接受惠。

十年描绘，留存旧街老巷烟火气
一个腰包、一张画板、一把折叠凳、

一瓶水，这是江北区美术家协会会员吴
庆渝出门创作的全部装备。蕴含文化底
蕴的徐悲鸿故居、充满市井气息的红土
地老街、布满历史沧桑的寸滩码头、饱含
艺术气息的大剧院……一个个江北的风
土人情、历史文化都被吴庆渝用一支黑
色签字笔，留在了画纸上。

十年创作，吴庆渝画下了上千张线
描作品，作为土生土长的江北人，她笔下
的一房一树、一坡一坎、一街一巷，都倾
注了她对家乡的柔情，同时，她也见证了
江北的沧桑巨变。

十年坚守
为旧街老巷绘上千幅画

7月19日，记者来到了吴庆渝的家，
那是一栋老式电梯房，家里的空间不大，
但是堆满了书画作品和书籍，宽大的书
桌上，放着上百支中性笔。

“这些都是我用空了的。”吴庆渝指
着笔筒里几十支中性笔说道，“这些笔都
是一次性的，我每次都会买很多，出去的
时候也会带一把，万一没有墨水，会耽误
创作时间。”

谈起画线描，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毕业，之后进入了
重庆出版社工作的吴庆渝就特别兴奋，

“我和封面设计、插图绘制等美术编辑的
工作打了一辈子交道，但是却没有时间好
好画画，现在退休了，想重新捡起来。”

而这一画便是十年，从 2012年开
始，她已经画了上千幅线描写生作品，尤
其爱画老街旧巷。“我觉得画老房子非常
有感觉。”

早上吃过早饭，年过六旬的吴庆渝便
会带着装备，穿梭在江北乃至主城其他区
的小街小巷之中，择一心仪之处，摊开画
板，一坐便是一天，这已成为她的日常。

“我现在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在我外

出画画时认识的。”吴庆渝的朋友圈壮大
了，和她一起画画的艺术爱好者也越来
越多，“能和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
出门作画，感觉特别充实。”

记忆之都
见证江北的时代变迁

“我从小就在江北长大的！”谈起和
江北的缘分，吴庆渝十分开心，“小时候
在新村小学、十八中读的书。”40年沧桑
巨变，老江北面貌被深藏心间。

儿时，吴庆渝在十八中的家属院长
大，也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喜欢走街串巷，
喜欢在黄桷树下乘凉，但是，随着江北经
济飞跃发展，老街旧巷逐渐式微，她想将
自己儿时感受到的烟火气留下来。怀着
旧有的情感，倾注于画笔之中，记录下曾
走过的石板路，曾拂过的石砖瓦块，曾感
受到的风土人情。

“这是我小时候走过的青石板路。”
吴庆渝指着《寸滩码头》这幅画作说道，

“但是那时的房子并不是这样的，这个房
子应该是二十年前的，我们以前的房子
现在很少能看见啰。”

在江北，有独属于吴庆渝的儿时记
忆，也有着专属于她的江北情怀，她一路

看着江北飞速的变化与发展，见证着江
北的时代变迁。

“江北发展太快了！”江北嘴、观音
桥、大剧院……这些新修建的建筑无不
述说着它的蜕变。“我当时画大剧院的时
候，变换角度画了好几张！”看着伴随着
自己一起长大的城市日新月异，吴庆渝
由衷地感到高兴。

精心描绘
将烟火气留存于画纸上

在吴庆渝的笔下，房屋树木细节逼
真，人物生动传神，动物活泼有趣……

鳞次栉比的吊脚楼、层层叠叠的石
梯、菜肴美味的“苍蝇”馆子，还有掏耳朵
的、做裁缝的、卖烧饼的、打麻将的以及
山城独有的棒棒军，更有随意趴着的猫
狗儿，熟悉的烟火气被生动传神地描绘
了下来，山城的魅力风情也被记录进了
那一幅幅画中。

这得益于她的实地创作，一房一树、
一坡一坎、一街一巷，探寻着每一处风
景，倾注着她对家乡的柔情。此外，吴庆
渝采用全景化的观看视角，先局部绘画，
再通过艺术拼接，大大弥补了照片无法
还原的整体感，让观赏之人能够身临其

境，“一幅画要变换好几个位置，才能将
它的全貌展示出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吴庆渝画
功深厚，曾斩获了不少全国大奖。其中，
由她担任封面设计的《中国大足石刻》
1991年荣获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二等
奖，《外国名剧故事》丛书1998年在全国
书籍装帧艺术展中荣获三等奖。

此次出版的《老重庆线描》，是吴庆
渝的线描写生作品集，收录了 200多幅
关于老重庆的线描画，包括十八梯、上新
街、马鞍山、磁器口、土湾等。

每一幅画，吴庆渝都会记录下创作
的时间、地点，画好一部分之后，还会拍
照存档，小心保存原稿。每每翻出来，吴
庆渝都能回忆起当时的故事，与人娓娓
道来。现在，吴庆渝还在市老年大学教
授线描画，她希望大家也能将自己喜爱
之物描绘下来。

“我会继续画下去，也很期待出第
二本作品专集。”接下来，她将聚焦古
镇，将藏在一砖一瓦中的旧时故事留存
在画纸中。

近日，位于沙坪坝区青凤高科
产业园区的赛力斯电动汽车有限
公司智慧车间，工人们正在装配汽
车。该工厂以工业 4.0 为标准，按
照智能数字化柔性汽车整车工厂
标准建设，预计每年生产整车 15
万辆，实现年产值 400 亿元，带动
产业链产值450亿元。目前，该工
厂已经开始试生产。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孙凯芳

近日，在荣昌区双河街道双麻路路面翻新改建项
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忙着浇筑混凝土、平整路面。

此次翻新改建的双麻路全长 4公里，是连接双河
街道白玉社区、高丰村和许家沟社区的重要道路。由
于该路段使用年限长，出现路面老化等情况，影响周边
群众出行。“重新整修道路后，路面平整了，我们出行也
方便了。”高丰村6组村民赵家秀表示。

据了解，双麻路翻新改建工程只是今年该区冷拌
沥青路面翻新改建项目之一。今年，荣昌区翻新改建
农村公路项目18个，改造里程共49公里，涉及双河、安
富、广顺、万灵等10个镇街，切实解决路面老化、裂缝、
贫油等问题，有效提升农村公路通行条件，提高广大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荣昌

“翻新”49公里农村路
□ 荣昌报记者 张丹

日前，记者从江津区总工会获悉，今
年以来，该区建成10个“劳动者港湾”示
范点。目前，全区累计建成投用 31个

“劳动者港湾”示范点，户外劳动者“半小
时服务圈”基本形成。

“劳动者港湾”示范点建设是江津区
委、区政府确定的2022年20件重点民生
实事之一，实施内容主要是完成 10个

“劳动者港湾”示范点建设。目前，滨江
新城高速路下道口、几江街道城南社区、
鼎山公园、德感中心广场、几江街道小什
字社区建筑一社、圣泉寺公园等 10个

“劳动者港湾”示范点全部建成投用。
“劳动者港湾”示范点建设过程中，

江津区总工会重点聚焦户外劳动者，在
户外劳动者相对集中的城区公共场所精
心选址，依托国企、银行、商超、社区等提
供的临街靠路场所作为建设点，统一配
置桌椅沙发、空调、冰箱、微波炉、饮水设
备、急救医药箱等设施用品，为环卫工
人、志愿者、快递员、外卖送餐员、公交出
租网约车驾驶员、建筑工人等广大户外
劳动者提供临时休息场所和基本生活服
务，有效缓解了广大户外劳动者普遍面
临的“如厕难、饮水难、吃饭难、休息难”
等现实问题。

“热了能纳凉，渴了能喝水，累了能

歇脚，没电能充电，饭凉能加热，‘劳动
者港湾’示范点得到了广大劳动者点
赞。”几江街道小什字社区建筑一社“劳
动者港湾”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记者
看到，空调、热水壶、微波炉、冰箱、暖水
瓶等设施设备琳琅满目，一旁的书架上
摆满了报刊、杂志。“劳动者港湾”内凉
爽宜人，许多户外劳动者在劳作后到这
里纳凉休息。

“目前，全区已建成投用 31个‘劳
动者港湾’示范点，在城市建成区基本
达到每 1至 2公里就有一个‘劳动者港
湾’，户外劳动者‘半小时服务圈’基本

形成。”江津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该区将继续按照“一评二
亮四有”标准（即开展服务对象满意度
评价；管理人员亮身份、亮责任；有醒目
标识标牌，有规范管理制度，有维护使
用登记台账，有基本生活服务设施设
备），对已建成投用的“劳动者港湾”进
行运行管理维护，切实提升服务水平。
同时，依托“劳动者港湾”开展政策宣
传、夏送清凉、冬送温暖等拓展服务活
动，让其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歇脚地”

“加油站”“充电桩”“暖心窝”，不断提升
宜居城市的民生“温度”。

北碚：新房子社区的新变化
□ 新华社记者 柯高阳

江津：户外劳动者“半小时服务圈”基本形成

7月23日，巫山县两坪乡青山头，一台台风力发电
机矗立山巅。

据了解，巫山县清洁能源资源得天独厚，光伏资源
总量150万千瓦，风能资源总量50万千瓦，水能37万
千瓦。近年来，该县相继建成青山头风电场、红椿风电
场、三溪光伏电场等清洁能源项目。仅青山头风电项
目并网发电以来，每年输送清洁能源达8292万度，约
占全县全年用电量的10%，减少碳排放8.29万吨，有力
助推了乡村振兴绿色发展。 巫山报记者 王忠虎 摄

巫山

清洁能源助力绿色发展

□ 江津日报记者 袁华 实习记者 周凌寒

沙坪坝

智慧工厂生产忙

重庆市大足区回龙镇白鹤村5组邓佳（身份证号：
500225198805155417）遗 失 其 残 疾 证（ 编 号 ：
5002251988051554176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高坪镇月台村1组李尚文（身份证
号 ：510230194607282399）遗 失 其 残 疾 证（编 号 ：
510230194607282399），特此声明。

遗失启事

九龙坡

“一件事”套餐惠企便民

近日，九龙坡区某幼儿园负责人到该区行政服务
中心综合窗口办理幼儿园设立的相关手续，通过“公益
机构一件事”套餐，仅用 7个工作日即完成了“民办非
企业单位成立登记”“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设立”
两个联办事项的审批及证照发放。“通过这个套餐办事
确实太方便啦！节约了大量时间，提交的资料也减少
了很多。”该负责人感叹。

记者了解到，“公益机构一件事”套餐中包含“民办
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实施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设立”
两个事项，这两个事项在集成前，办事人需向两个部门
发起申请2次，提交资料20余份，经历审批环节6个（含
现场勘察2次），办理周期累计达20个工作日，跑动次数
2次以上。集成后，办事人只需在“公益机构一件事”专
题发起申请1次，提交资料9份，材料减少11%；事项办
理承诺实现压减13个工作日（两个部门联动，现场踏勘
一次），时限压减5%，证照结果免费邮寄送达。

接下来，九龙坡区政务办还将陆续梳理发布更多
惠企便民的“一件事”套餐，包括从业周期一件事套餐、
商旅游乐一件事套餐、养老护理一件事套餐等，让群众
和市场主体办事更方便。

7月26日，记者从垫江县发展改革委获悉，该县首
个村级光伏扶贫项目——砚台镇太安村农光互补光伏
电站项目一期已经建成投用。

“砚台镇太安村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是将能源
发展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的。”垫江县发展改革委相关
科室负责人介绍，该项目是利用太安村荒山荒坡建设
小型光伏电站，着力打造“板上发电、板下种植”的农光
互补的扶贫产业模式。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面积 9.26 亩，总装机容量
375kW，计划分三期实施。其中，项目一期于今年5月
启动建设，面积约3亩，投资约60万元，投用后年发电量
约10万千瓦·时，预计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70吨，可
实现整村绿色电力自给自足。同时，通过板下种植中药
材黄精，还可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年创收3万余元。

“‘农光互补’模式将有效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立
体构造、一地两用、复合收益，在发展绿色新能源的同时
也能深入推进乡村振兴。”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垫江县
将继续以新能源为主推进电力开发，推动光伏发电等新
能源项目落地，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改善。

□ 垫江日报记者 何维

垫江

农光互补产业模式
实现“一地两用”

□ 九龙报记者 江秋悦

▲7月19日，吴庆渝作品《寸滩老街》。
◀7月19日，吴庆渝在外写生。

江北报记者 刘陶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