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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 曹栋）6
月 10日，大足区献血办和重医附属大
足医院举行大足区第七届稀有血型联
谊会，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稀有血型
者（Rh阴性）相互交流畅谈，以自身行
动呼吁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
伍，传递爱心，为挽救他人生命作出的
贡献。

据悉，2022年至今，全区稀有血型
献血人次 33 人，献血量 11500 毫升。
目前，大足区中心血库已经为全区的
121名稀有血型者——Rh（D）阴性建立
专门档案。同时为志愿献血的71名爱
心人士建立微信“大足熊猫群”，每两
年举办一次稀有血型献血者联谊会。

在此次联谊会上，相关专家讲授了
什么是稀有血型，国际国内稀有血型现
状、管理方式、如何自我保护、阴性血型
女性从怀孕到生产需要做些什么等稀
有血型知识。

重医附属大足医院中心血库副主
任周雪莲发出呼吁，随着临床用血量
逐年递增，希望更多有爱心的稀有血
型者加入“熊猫侠”队伍。同时，一些
曾经登记过的稀有血型者因联系方式
变化而失去联系，也期待他们回归，稀
有血型者可拨打电话023-43780252与
大足区中心血库联系。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邓磊）为公司经营
运转，不惜以高利回报为诱饵向社会公开宣传，大肆吸
收公众存款5000多万元。近日，大足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被告人苏某依法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

据介绍，2011年4月至2016年9月，被告人苏某在
担任重庆某公司实际负责人及法定代表人期间，以公
司急需资金包装上市、生产经营缺流动资金为由，以月
息 2-6分不等的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向借款人口头
宣传和鼓动借款人、公司员工对外宣传等方式，以本人
及公司名义先后向姚某、罗某、杨某等 21人借款 5300
余万元，所吸收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等用途。其中，
苏某以设备抵账、还本金及支付利息的方式归还借款
2100余万元，尚有3200余万元未能归还。2020年3月
6日，该公司宣告破产，随即被注销。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苏某违反国家金融管理
法律规定，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向社会公开宣传，承
诺支付高额利息，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数额巨
大，扰乱金融秩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以重庆某有限公司名义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
金，出具的借条加盖公司公章，所吸收资金部分亦用于
公司生产经营，应认定为单位犯罪。鉴于该公司已被注
销，故只追究苏某作为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刑
事责任。

法院根据苏某的具体量刑情节，作出前述判决。
承办法官提醒，企业家们在经营行为中，应当判别

风险，理性投资；筹措资金应当通过合法渠道，切莫因
一时心急或被暂时的利益诱惑所蒙蔽，非法集资必将
遭受法律的制裁。

非法吸存五千万“换来”近四年刑期

大 足“ 熊 猫 侠 ”传 递 爱 心
保障稀有血型患者临床医疗需求

普及金融知识 守住“钱袋子”

日前，大足金融发展事务中心、大足反诈中心联合
中国人民银行永川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资阳中心支
行共同主办的成渝毗邻地区“普及金融知识 守住‘钱袋
子’”宣传活动在重庆电信职业学院举行。本次宣传活
动针对大学生们经常遇到的金融诈骗问题，从防范电
信金融诈骗入手开展宣讲，并结合生活实际普及了民法
典、个人征信、存款保险等方面的金融知识。

新渝报记者 罗婷婷 摄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连日来，大足区残联联合大
足区第三人民医院、27个镇街卫生院开展了第二季度
精神残疾免费发药活动，对行动不便的患者送药上门。

发药现场，大足区残联组织医生、专家向残疾人家
属讲解家庭康复、护理、安全预防等方面的知识。医生
耐心询问每一位患者的病情和用药情况，根据病情配
发合适的药品，叮嘱家属督促残疾人按时按量服药。

此次活动，共计为大足区2700余名持有残疾证的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发放了免费药物，药物价值67万余
元，切实帮助精神残疾人减轻家庭经济压力。接下来，
大足区残联还将继续为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更多的个
性化服务，改善精神残疾人的医疗状况。

2700余名大足精神残疾人免费领药

□ 新渝报记者 罗婷婷

16 年连续献血 24 次，献血量达
9600毫升，相当于两个正常成年人的
总血量，这是隆强引以为豪的献血

“战绩”。
隆强是大足区铁山镇中心卫生

院的副院长，同时，他也是一名热爱
无偿献血的普通人。作为医务工作
者，隆强深知血液对于急需用血病患
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他人生中的第
一次献血，就是在一个危急的时刻下
开启的。

那是2007年中普通的一天，一位病
人家属的求助声打破了原本的平静：原
来，一位患者因病急需输血、危在旦夕，
医院却出现了用血紧张，没有其他办法
的患者家属只能在医院四处求助。患

者家属绝望又无助的眼神，像一根针刺
痛着隆强的神经。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匹配成功，但怀
着试一试的心态，隆强挽起了手臂上的
袖子，说：“让我来试一试吧。”幸运的
是，经过检测，隆强的血液正好和病人
相匹配，也符合相关用血标准，解决了
当时的燃眉之急。

当针头刺进皮肤，血液从静脉血管
流进采血袋，流动着的不仅仅是血液，
也是生命的希望。采血的时间只有短
短几分钟，在漫长的生命中是很渺小的
一瞬，但在那一刻却挽回了病人的一
生。

尽管已经过去了十多个春秋，可当
天的记忆，仍然在隆强的脑海中鲜活涌
动。从那以后，隆强就开始了他的无偿
献血之路。

献血需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为了
让自己的身体不“掉链子”，隆强每周都
会打 4场、每场 3个小时的羽毛球来锻
炼身体。隆强表示，献血不仅可以拯救
人的生命，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能给
自己带来健康的身体。

“做一件事很容易，坚持做一件事
却很难，但是我做到了。”这是隆强对自
己十几年如一日的献血生涯的评价。
从2007年开始献血至今，献血证书已经
由最开始的小册子变成了现在的卡片
式，但不变的，是他献血的初心。整整
13本献血证书，在桌上铺开时是一片让
隆强感到无比自豪的红。

献血证和因献血获得的荣誉证书
在隆强心中是一笔金钱无法比拟的财
富，他将它们都妥善地存放在箱子里，
并作为“传家宝”传承下去。6 月 14

日，在第 20个世界献血者日当天，隆
强的献血荣誉证书又添了一本，因献
血 量 超 过 8000 毫 升 ，他 荣 获 了

“2020—2021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金奖”，此前，隆强已获得该奖项的
铜奖和银奖。

隆强的行为也影响着身边的人，在
隆强的带领下，他的孩子在成年后也踏
上了无偿献血的路途。

“无偿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作为医务工作者，挽救病人生命是
我们的职责，我捐献的血液可以拯救病
人生命，我感到非常自豪。”隆强说，一
个人不管献多少血，力量仍然十分薄
弱，他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献血
活动中来，让更多的病人重新拥有生活
下去的希望。

□ 新华社记者 李勇 张桂林 周文冲

“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
马马坐轿轿，城门底下走一遭……”

在重庆巴蜀小学，唱着这首童谣做
游戏，是孩子们喜欢的课前活动之一。
学校不远处是保存至今的明代城门通远
门和城墙，孩子们的歌声萦绕门墙，连接
古今。

重庆，山环水绕、江峡相拥，人文
荟萃、底蕴厚重。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迄今已建城 3000余年，孕育出巴渝文
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移
民文化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全面加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守护历史文
脉，建设古风新韵交融的城市；传承红色
基因，培育为幸福生活奋斗的城市气质；
弘扬开放精神，打造汇聚全球资源的内
陆开放高地。

古风新韵：成就独特魅力

山城巷面江临崖而建，是重庆唯一
一条以“山城”命名的街巷。临江的石梯
步道一边是壮观的长江大桥、高耸的楼
宇大厦，一派现代气象；另一边则是传统
吊脚楼民居、百年宅邸老建筑，以及“摆
龙门阵”的老街坊、吃着火锅看川剧变脸
的游客，留住过往时光。

在重庆中心城区，遗存着大量明清、
近代以来老建筑、老街区。重庆将这些
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区作为城市文
化传承的毛细血管予以保护修缮，提升
功能。

重庆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说，这一座
座老建筑、一段段石板路、一棵棵黄葛
树，仿佛一扇扇历史的记忆之门。

对于跨越历史长河的文化遗产，重
庆人特别珍爱。

从事石窟文物修复近 30年的陈卉
丽，正带领文物修复团队，对世界文化
遗产大足石刻宝顶山圆觉洞的顶部进
行加固。

大足石刻始凿于初唐，兴盛于南宋，
现存造像 5万余尊，是中国石窟艺术的
重要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文物

工作者接续奋斗，守护这份遗产。2015
年6月，历时近8年的千手观音造像抢救
性保护工程竣工，800多岁的千手观音
造像涅槃重生。

重庆奉节有“诗城”美誉，我们从诗
仙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
还”的背后知道了它，更从诗圣杜甫“无
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名句
中感受着它——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
众多优美的诗篇。

78岁的本地居民赵贵林对三峡文
化有着特别的感情，自费修建了诗城博
物馆。馆内展出他多年收集的汉代瓦
当、老城历代古砖、明清石雕，以及国内
外艺术家在奉节留下的摄影、书画作品
等等。“这些东西，真实地记录着我家乡
的历史和文化。”赵贵林说。

古风与新韵水乳交融，历史与现代
守望相拥，成就重庆魅力。

红岩精神：塑造山城气质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孩子剧团”
在重庆唱响《黄河大合唱》。这歌声唱出
民族精神、气魄和力量，激发了广大同胞
同仇敌忾抗战图存的决心。

1942 年 4 月，郭沫若创作的话剧
《屈原》在重庆国泰大剧院上演，公演
17天，场场爆满。郭沫若、茅盾、巴金、
老舍、曹禺、徐悲鸿、冰心……抗战时
期，一大批文化名人辗转来到山城，并
创作出大量名作名篇。从来没有一个
时期、一个城市承载了如此多的大家，
他们用满腔愤怒与热情投身抗日救亡
运动之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文化
运动在重庆蓬勃发展，传递着中华民族
不屈的意志、必胜的信心。

“重庆是全国保存抗战遗址最多的
城市，涵盖外事机构、军事建筑、名人旧
居等。现存 395处遗址得到了有效保
护。”周勇说，这些抗战遗址是重庆历史
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
族的宝贵遗产。

在重庆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暨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门前，一张拍摄

于 1940 年的照片总是令游客驻足细
看。讲解员告诉游客，照片中的重庆刚
刚经历了日军数小时的密集大轰炸，一
颗炸弹就落在办事处前不远处。“空袭
警报解除后，周恩来站在被震坏的楼前
鼓励大家，他告诉大家，日寇企图用轰
炸来摧毁我们的抗战意志、迫使我们屈
服投降，这是办不到的。”讲解员说，当
时他特意让办事处工作人员拍下了这
张珍贵的照片。

重庆，书写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救
亡图存的壮烈，也激荡着中国共产党人
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献身的浩歌。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
踩……”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在苍松翠柏
掩映中显得庄严肃穆，前来祭奠、献花的
市民和游人常年不断。相距不远的渣滓
洞、白公馆监狱旧址，见证了革命志士进
行的英勇斗争和伟大牺牲。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
朱军说，重庆是红岩精神的发源地，红岩
精神植根于重庆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光荣
的革命传统，植根于伟大建党精神，是最
具辨识度的重庆人文精神标识，“传承弘
扬红岩精神，就是不忘昨天的苦难辉煌，
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重庆市巫山县
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就是
传承红岩精神的代表。

1997 年，毛相林带头签下“生死
状”，誓言“路不通，不罢休”，带领村民历
时7年，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8公里长的
出山公路。“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
长一丈。这辈人修不出路来，下辈人接
着修，抠也要抠出一条路来。”毛相林以

“愚公移山”之志，实践着共产党人为人
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2022年 8月，在肆虐的重庆山火面
前，专业救援队伍、普通市民志愿者等众
志成城，勇战火魔。无数的凡人微光聚
拢成灿烂星河，展示出团结一心、守望相
助的优良传统。

……
爱国情怀、红岩精神，深深浸透山城

土地，滋养山城英雄，化作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巨大动能。

“朝天”之志：打造开放高地

长江南岸南滨路，中西合璧的历史
建筑群组成重庆开埠遗址公园，见证着
重庆近代开埠历史。

重庆，曾是长江上游最早开埠通商
的港口之一。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
的朝天门，曾是老重庆17座城门中规模
最大的一座。朝天门码头，商贾云集，是
过去乘船出川的要道。

早在1889年，以开采煤矿发家的重
庆奉节人邓徽绩远渡日本经商，与人合
办了一家名叫森昌泰的火柴厂，两年后，
他把整个工厂搬到中国，在重庆建立森
昌火柴厂。《重庆开埠史》记载，这是长江
中上游地区第一家近代民营工厂。

1922年末，29岁的卢作孚从重庆朝
天门码头登船沿江而下，寻找救国答
案。他在上海、南通拜会了黄炎培、张謇
等人，考察教育和实业，坚定了发展航
运、实业救国的信念。

四年后,也是在朝天门码头，卢作孚
创立的民生公司的第一条轮船“民生号”
起航，首开川江航运史上定期客运先
河。抗战时期，民族危亡之际，民生公司
的一艘艘轮船源源不断抢运大批工厂设
备、物资和人员到抗战大后方，为抗战提
供了有力支持。

如今，朝天门依然是重庆通江达
海的开放之门。自朝天门码头顺江向
东，一座国际化的内河多式联运枢纽
港果园港，正日夜不息运转。依托长
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
列（成渝）等国际物流大通道，短短几
年时间，该港从传统内河港口升级为
长江上游联通全球的“中转站”，货物
可通达全球 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余个港口，大大拉近了西部内陆与世
界的空间距离。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努力在西部地
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的嘱托，重庆从
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新观念在形成、
新资源在汇集、新枢纽在牵引。

纳百川、破夔门，向大海。新时代的
山城重庆，正以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风
貌，奏响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乐章。

(据新华社重庆6月13日电)

文润山城气自华
——解码山城重庆的文化自信样本

大足一名医务工作者16年无偿献血9600毫升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文/图）6月14日上
午，大足区公安局龙水派出所民警曾瀚出警回所途中，一
群众焦急地招呼警车。民警随即下车察看，原来是一名
外卖小哥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曾瀚立即上前展开救援。

曾瀚检查后发现，晕倒在地的人是一名20多岁的
男子，脸色苍白，已经无意识、无呼吸。而救护车还没
有到达现场，于是，曾瀚果断开展心肺复苏和人工呼
吸，对该男子进行救助，并通知周围群众拨打120急救
电话。

“按压胸口、口对口呼气，多次循环操作下来，大约
过了 3分钟，该男子发出了声音，脸色也变红润，开始
自主呼吸了。”曾瀚告诉记者，见此情形，周围群众顿时
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随后，该男子被赶来的 120急救车送往医院。后
经送医治疗，目前该男子已无大碍。

据了解，该男子姓梁，今年28岁，系美团外卖工作
人员。当天在配送途中因突发心肌梗塞导致昏迷，所
幸民警及时、专业的救助，才没有导致悲剧的发生。目
前，该男子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新渝报讯（记者 熊敏秀 文/图）为
感谢无偿献血者为挽救他人生命作出
的贡献，呼吁更多公众加入无偿献血
者队伍，6月 14日，在第 20个“世界献
血者日”来临之际，大足区红十字会联
合大足区卫健委、团区委开展了无偿
献血系列宣传活动，为 2020—2021年
度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的 118
位大足无偿献血者颁发了获奖证书。

今年 50岁的朱淑明是此次“全国
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之一，
2004年至今，他的献血量累计达到了
10000毫升，超过了金奖表彰奖励办法
的8000毫升标准。“适度献血对身体有
好处，这些年来我也发动了许多身边
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希望
我们的行动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朱淑明说。

活动现场，设立了宣传咨询点，工
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资料、知识
咨询等形式，向市民集中讲解无偿献
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常识，让广大市
民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和
《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等相关
规定。同时，医务人员免费为市民测
量血压，并提供了医疗咨询，呼吁社会
公众广泛支持、参与无偿献血。

在南门桥广场旁，献血车停靠在
路边，许多市民在咨询点了解了无偿
献血的常识后，踊跃加入了献血队伍

中。截至当天 17时，共有 47人参与无
偿献血，共计献血16500毫升。

大足人，热心又热血
188位大足无偿献血者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大足：

外卖小哥突发疾病昏迷
过路民警施救化险为夷

施救现场。

志愿者为市民测量血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