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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大足区龙岗一小的孩子们走进大足区
消防救援支队，开展“消防零距离 安全伴我行”主题教
育活动。

来到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
依次参观了各个主题体验区，通过现场介绍、演示、互
动体验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学习了消防安全知
识。通过不同的教育设施、体验器材，让孩子们与消防

“零距离”接触。 新渝报记者 李东 陈柯男 摄

消防零距离 安全伴我行

□ 新渝报记者 张玮 罗婷婷

幼年因病落下残疾，但家人的关爱
让她乐观向上；婚后一家四口平淡幸福，
但丈夫却患病撒手而去；残疾、单亲，她
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逃避放弃，而是竭
尽所能，给两个年幼的孩子最完整的
爱。她叫吕仕洪，大足区智凤街道人。

吕仕洪今年50岁，娘家3个孩子，她
是老大。2岁那年，吕仕洪因患小儿麻痹
症导致身体残疾，两条腿完全无法行走。

身有残疾，家人朋友不但没有嫌弃，
反而给了她莫大的帮助和鼓舞。“要不是
他们，我不能读书识字，更不可能有这么
好的心态。”回忆童年往事，吕仕洪一下
就打开了话匣子。

吕仕洪的家距离村小虽然只有几分
钟路程，但小学整整6年，不是父母兄弟，
就是同学老师，天天背着她上学、放学。

一路被大家浓浓的关爱包围着，吕
仕洪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缺憾，反而特
别懂事。除了肩挑背扛，寻常的家务活
儿，她都会干。小学毕业后，她甚至在家

编竹席来卖。
因为心疼她的身体，家里人后来在

东关菜市场给她支起一个烟摊。生意虽
小，但养活她，足矣。

时间在不经意间流走，当身边的同
龄人纷纷结婚生子，吕仕洪心里不免有
了一丝失落。

30岁那年，经人介绍，她结识了龙水
镇平桥社区的覃某，一个老实勤快的工
人。相识、结婚、生子……吕仕洪说，没有
花前月下的浪漫，只有忙碌的打工生活。

随着两个孩子的相继出生，家里的
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孩子小的时候，丈
夫在厂里打工，吕仕洪就在家带娃。等
孩子大一点上幼儿园了，她也去厂里打
工。两个人的工资不多，却支撑起四口
之家最简单的幸福。

天不亮夫妻俩就起床，把孩子送到
学校，他们就去工厂。下班接了孩子，一
个辅导作业，一个做饭……忙碌平淡的
婚后生活，却让吕仕洪倍感珍惜：“对于
我这样身患残疾的人来说，儿女双全，丈
夫踏实勤劳，我真的很知足。”

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疾病，给了这
个家沉重的一击。

2017年，覃某突患疾病，吕仕洪拄着
拐杖，医院、家里两边跑，同时照顾着两个
上小学的孩子以及病重的丈夫。覃某在医
院救治了整整半年，最终依然撒手人寰。

“没得时间伤心哟，治病还欠了账，
孩子又小，我必须坚强！”吕仕洪的眼眶
红了，泪水在里面打转。她说，不敢在家
人，特别是两个孩子面前哭，孩子已经失
去了父亲，她更要乐观面对。

然而，多少次午夜梦回，她的眼泪打
湿了枕巾。

接下来的几年，吕仕洪回大足重新
摆起了小摊，加上家人的帮衬，母子三人
的日子渐渐安定了下来。

为了尽可能地给两个孩子提供更好
的生活条件，吕仕洪还去学习了刺绣，考
了驾照，如今，她又回到龙水镇的还房，
在小区里开起了小茶馆。

招呼客人，打扫卫生，做饭洗衣……
吕仕洪熟练地操作着电动轮椅，干起活
儿来游刃有余。

“残联还送了热水器、马桶，把卫生
间、阳台都进行了无障碍改造，我独自在
家也很方便。”吕仕洪透露，大女儿即将
幼师毕业，小儿子也乖巧懂事，她坚信，
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日前，贵州男子杨某来大足
打工寻亲，大足民警仅用两小时就让这对离散了二十
余载的母子团圆。

“警察同志，我想请你们帮忙找一找我的母亲。”5
月8日12时许，一名男子带着模糊的信息，来到大足区
公安局季家派出所求助。

经了解，男子名叫杨某，27岁，5月7日开着新买的
小货车，从贵州铜仁出发，刚到大足就来到派出所咨
询。他计划了解情况后，在大足安顿下来并找份工作。

民警得知，杨某父母在其年幼时离婚，他的记忆中
没有任何与亲生母亲有关的信息。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得知母亲名叫“陈军军”（音），娘家位于重庆市大足
区季家镇联合村，舅舅叫“陈洋”（音）。了解相关信息
后，杨某便驾车踏上了寻亲之路。

民警根据杨某提供的姓名在辖区人员信息库进行
了筛查，但未找到名叫“陈军军”的女子，因联合村现在
已更名为柏杨村，民警又联系到柏杨村的村干部，但对
方称未听说有此人。

后来，民警在历史信息库反复搜索查询，找到一位
陈女士的姓名与杨某提供的姓名极为相似，民警便立
即通过电话联系到对方。

经向陈女士核实，其经历与杨某所述一致，但因她
目前正在浙江出差，暂无法相见。民警在经过双方的同
意后，交换了双方电话号码并添加了微信。通过微信视
频的方式，这一对分别了二十多年的母子再次相见。

杨某对季家派出所民警表示感谢，称他从贵州新
买了一辆小货车专门赶到大足寻找母亲。因为不知何
时才能找到，他计划一边务工一边寻找。但万万没想
到，大足民警如此给力，在到达的第一天，仅花两个小
时便圆了他二十多年的寻亲梦。

母子离散二十载
团聚仅用两小时

自身残疾、丧夫、抚养两个孩子——

坚强妈妈撑起一个家

5月11日，大足区中医院开展“我们的护士·我们
的未来”中医护理技术义诊义检暨急诊急救健康宣传
活动，进一步提高群众在遇到突发紧急情况时的自救
互救能力。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摄

学急救 护健康

□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近年来，大足区高升镇积极探索推
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最优路径，全面做实
网格基本单元，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在村规民约中创新推行以“党建”为统领
的“1”条红色主线，以“自治、法治、德治、
综治”相结合的4条路径，以“智治”为支
撑的“1”个助推的“141”工作法，激活基层
治理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真正实
现网格服务零距离、党群邻里一家亲。

群众事无小事

“太谢谢你们了，我家的这个难题，
总算圆满解决了，我也可以顺利结婚娶
媳妇了。”村民罗清武激动地对村党支部
书记龙贵弟连声道谢。这是今年 4月，
发生在太和村4组的一幕。

罗清武准备今年下半年结婚，需要
在老家建新房。但是在申请时，村委会
发现罗清武与哥哥罗清兵两家人在一个
7人的户口上。其中罗清兵为户主，占4
人，罗清武占3人，两兄弟共同继承父母
遗留的农房83平方米。

“按照现行一户一宅政策，你们两兄
弟只能修一套房屋。如果两兄弟各自都
要修一套，就需要去派出所分户。”村干
部接到申请后告诉罗清武。

罗清武随后又了解到，根据当前政
策，派出所分户又需要房产证。随后，龙
贵弟便将此事报给了村镇建设服务中心，
村镇建设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经过分析
研判，会同国土所、农业服务中心、规划
办、司法所、派出所对此事进行调查讨论，
最终决定由兄弟二人写份分家协议，各继
承原宅 41.5平方米，然后在未分户前提
下，分别申请改扩建120平方米和90平方
米，建成后分别办理房产证，事情得到成
功解决。

“这个案例打破了建房审批的一户
一宅模式，形成审批时一户两宅，建成后
一户一宅，是镇村二级多元主体参与社

会治理的生动写照。”高升镇党委书记宋
晓燕介绍说。

宋晓燕介绍，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中，高升以“党建”为统领的“1”条红色主
线，即“党建+火车头”。充分发挥村（社
区）党支部书记的作用，同时建立镇党政
领导班子成员联系村（村社）干部包组、
党员划片联户机制，扎实开展“走访群众
听民声、深入基层解难题”活动，已召开
院坝会 56次，走访群众 2480户，解决群
众实际困难 865件。全镇划分网格 54
个，将党小组建在网格上，形成乡村治理

“一张网”工作体系。
“在旭光村建成大足首个党建会客

厅，功能定位为村民休闲、娱乐、话事说
理的地方，以相对齐全的配套设施、精心
的组织、贴心的关怀、全面的服务不断提
升村级阵地的使用率，发挥村级阵地的
战斗堡垒作用，实现村党支部凝聚力、向
心力的提升，减少村级矛盾纠纷、信访隐
患的发生，让全体村民有了“新”精神家
园。”宋晓燕说。

“小积分”兑出乡村“高颜值”

从以前房前屋后乱堆杂物，到现在

把家园清理得干净整洁。旭光村七旬老
人陈其良在当地推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积分制后，改掉自身不良陋习，维护好环
境卫生，从而获得积分，再到爱心积分超
市兑换奖品，让他干劲十足。

“本来打扫卫生也是我们应尽的职
责，现在还能用积分兑换东西，给大家带
来了大实惠。”旭光村村民蒋其芳说，她
通过积极参与环境卫生整治、绿化美化
等公益事业共获得积分86分，如期兑换
了牙膏、洗衣液、油等生活用品。

“推行积分制的目的不在于兑换奖
品，也不在于惩罚个人，而是要让乡风文
明。”旭光村农耕文化小院院落长杨荣高
说，自从制定村规民约，开展了评比后，家
风家教、环境卫生、邻里关系都在往好的
方面发展。“现在院子的环境变好了，邻里
间的关系变好了，生活也更顺心了。”

这是高升镇走“自治”之路，提升群
众内生力的一个缩影。目前，当地设立
积分超市，用好用活“积分制”落实村
（居）规民约，形成尊老爱幼、互帮互助、
邻里互敬的良好习惯，让村民充分感受
到“善治者善报、有德者有得”。

“探索以‘自治、法治、德治、综治’为结
合的‘4’治之路，落实矛盾纠纷联调联动机

制，对涉及面广、跨区域、跨时段问题，邀请
相关单位共同研判、联合行动、携手解决，
进行多元化解，让群众家门口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有人办、马上办、能办好的有
效路径。”高升镇镇长陈俊沛说。

今年以来，该镇把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纳入村规民约，以院落为单位，实行

“院落长制”，开展美丽庭院星级评选，引
导群众自觉对庭院环境卫生进行整治；
还规范村民自治、用好闲置宅基地，打造
讲习所、农耕文化小院等。

“小”网格展现“大”作为

高升镇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通
过“一张网”织密织牢社会治理大网络，
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从“治理”向“智
理”转变。

高升镇将党小组建在网格上，构筑
“镇党政主要领导—包片副职—村党支
部书记—网格长—网格员”五级网格组
织架构，通过将信息收集上报、治安巡
防、环境卫生、安全防范等内容纳入到同
一网格中，实现社情民意在网格中掌握，
公共服务在网格中开展，矛盾纠纷在网
格中化解，治安防控在网格中加强，打通
了基层治理的痛点、堵点，网住了群众的

“急难愁盼”。
“自从当了网格员后，感觉和邻里群

众的关系更近了，时不时和邻居们摆摆
龙门阵，大家有什么事也更愿意和我说
了，一些小矛盾、小纠纷更易解决，不再
什么事都往村、镇跑了。”旭光村二组网
格员周家英颇有感触地说道。

宋晓燕介绍说，高升镇将持续推进
“141”工作法，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乡
情为纽带，以自治为基础，划小治理单
元，引领乡村自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
层治理格局，有效激发群众参与意识、畅
通群众参与渠道、提升群众参与能力，切
实解决乡村治理困境，逐步健全党组织
领导的“六治融合”乡村善治体系，畅通
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 新渝报记者 何美林

“学业完成后的饶国梁，上下求索，
追求真理，毅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
己任……”近日，在大足区国梁镇饶国梁
纪念馆，“英雄国梁小解说”邓涵菲正在
为同学们讲述英雄事迹。

邓涵菲是国梁小学五年级级一班的
学生，由于在朗诵、演讲方面的素养突
出，三年级时被学校选拔加入饶国梁纪
念馆小解说队伍中。在分配展厅讲解任
务时，她“继承”了姐姐在校时曾负责讲

解的第3展厅。
要滚瓜烂熟、声情并茂地脱稿讲解

1000多字的解说稿，着实不易。但在自
己刻苦背诵和姐姐指导下，两个星期后，
邓涵菲便能实战讲解出来。

如今，已经有2年“工作经验”的她，讲
解场次不计其数。从第一次实战紧张发颤
到现在讲解时毫不怯场，她在一遍遍讲解
中，受益匪浅。“每次讲解，我都会感叹今天
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邓涵菲认真地说，
伟大的革命精神“声”入心中，她总能从中
汲取前进的动力和克服困难的信心。

读小学期间，邓涵菲在德、智、体、美、
劳等各方面表现优异。曾在全国新时代
好少年主题教育“红心向党”读书活动（小
学组征文）中荣获重庆市二等奖、大足区
首届“少年向上·我和我的家乡”主题教育
读书活动中获得征文比赛小学组二等奖；
获得的“优秀小解说”“三好学生”“感恩之
星”“文明之星”“优秀班干部”“优秀鼓号
队队员”等荣誉更是数不胜数。

闲暇时间，读书便是她打发时间的
“娱乐活动”。除了在学校的图书一角时
常可以碰到她，“红领巾广播站”也是她

的读书阵地。她是学校“红领巾广播站”
的播音员，午休前，她总是用“播音腔”为
全校师生朗诵演讲，小小年纪功底扎实。

谈及邓涵菲，她的班主任王永玲对
她赞不绝口，“她不仅是同学们的好榜
样，还是老师的好助手，更是新时代的好
少年。她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平常还会
主动帮忙管理班级，乐于助人、懂得感
恩、孝顺父母……”

还有一年，邓涵菲即将步入新的人生
阶段，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会脚踏实
地，刻苦学习，努力考上理想的中学。”

“英雄国梁小解说”——邓涵菲新时代好少年

5月12日，航拍镜头下的大足石
刻游客中心广场色彩斑斓、景色宜
人。大足区通过打造精品民宿、建设
观光步道、增添人文景观，不断优化景
区环境，让游客有更好的旅游体验。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大足石刻游有新体验

旭光村开展基层治理宣讲。（资料图）

新渝报讯（记者 余佳 文/图）5月15日，大足区回
龙镇骑胜村是一片繁忙景象。农机手正驾驶着割晒
机，在田间进行收割作业，机器的轰鸣声和刀片收割作
物的声音响彻整片田野。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当割晒机驶过一处，一片片油
菜就被切割下来，落入割晒机的收集箱中，青黄色的油
菜地也变成了青绿色的秸秆地。田地里的村民背起背
篓一路跟在农机后头，麻利地拾起四周散落的油菜秆，
没有过多浪费。

今年，回龙镇共种植了 8000亩油菜。5月以来，
8000亩油菜花海经历了终花到角果籽粒成熟，终于迎
来了丰收。据农技人员现场测算，产量预估可达 120
万公斤，可实现收入预估912万元。

“近期雨水较多，为让油菜不受损，我们抓紧时间
把油菜抢收回来，同时也是为了抢抓农时，及时种植高
粱，实现粱油轮作，提高土地综合效益。”回龙镇农服中
心主任刘海波说。

“收割后剩下的秸秆和谷壳，富含氮、磷、钾、钙、镁
和有机质等，是很好的有机原料和有机肥，能够涵养土
壤水分，防止土地板结。”刘海波告诉记者，过去油菜丰
收后人们大多选择将秸秆焚烧，现在为杜绝焚烧所造
成的大气污染，充分运用秸秆的肥土作用，该镇运用旋
耕机等农机设备将秸秆进行原地搅碎，为即将轮作的
1万亩红高粱打好保肥育肥的基础。

8000亩油菜秸秆还田变成宝

机收油菜机收油菜

高升镇以党建为引、以乡情为纽、以自治为基

划小治理单元 引领乡村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