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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老百姓不出家门就能学习法律知识，日前，狮滩司法所开展送法下乡派发法治大礼包活动。
每个大礼包里有11种共44份法治宣传资料，涉及行政复议、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以及人民调解案例
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图为司法行政干部到街头派发大礼包及法治资料。

通讯员 杨刚 伍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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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袁询）近 日 ，区 残 联
组 织 区 中 西 医 结 合
医 院 相 关 鉴 定 医 生
深入官渡镇福寿村、
渭沱镇金山村等地，
为 残 情 严 重 的 残 疾
人 免 费 上 门 进 行 评
残服务。

在镇、村干部的
带领下，工作人员逐
一 走 访 了 符 合 条 件
的残疾人，通过现场
询 问 病 史 、病 因 、检
查身体等方式，对申
请 对 象 进 行 残 疾 鉴
定，按照相关办理程
序 为 残 疾 人 提 供 信
息 采 集 、评 定 、办 证
等“ 一 站 式 ”免 费 服
务。同时，区残联还
将 鉴 定 结 果 推 送 给
相关部门，让困难重
度 残 疾 人 及 时 享 受
到相关惠残政策。

据悉，该项目主
要 针 对 一 部 分 长 期
瘫 痪 在 床 、无 法 到

指定医院评残的重度残疾人，养老机构、
福 利 机 构 集 中 供 养 的 无 监 护 人 的 残 疾
人 ，由 镇（街 道）残 联 进 行 情 况 摸 底 ，区
残联组织医院鉴定医生开展进家庭送医
鉴定服务。自项目实施以来，得到了广
大残疾人群众及家属的一致好评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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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发
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川渝两地联
合印发《合广长协同发展示范区
总 体 方 案》（以 下 简 称《总 体 方
案》）。重庆市合川区、长寿区和
四 川 省 广 安 市 全 域 纳 入 规 划范
围，总面积10107平方公里，将打造
环 重 庆 中 心 城 区 的 示 范 区 。 到
2025 年，示范区内部实现 1 小时通
勤，合川、长寿和广安到重庆中心
城区均实现1小时通达。

“环”如何理解？从空间布局
上看，合川、长寿和广安共同形成

了一条环带，重庆中心城区位于环
带内侧。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合广长示范区的建立将
有利于促进重庆“一区两群”和四
川“一干多支”发展战略协同、有
利于发挥重庆中心城区优势带动
周边地区共同发展、有利于促进
新 型 城 镇 化 和 乡 村 振 兴 融合发
展、有利于探索跨省域高质量协同
发展新路径。

根据《总体方案》，示范区1小时
通达重庆中心城区，目前已有不错
的交通基础。合川、长寿、广安紧邻
重庆中心城区，襄渝、兰渝、渝利、渝
万等铁路过境设站，兰海、银昆、沪
蓉、沪渝、包茂等高速公路和国省干
道纵横交错，还有合川港、广安港、
长寿港等功能完善的“铁公水”多式
联运港口。

关于发展目标，《总体方案》明

确，到2025年，示范区地区生产总值
突破450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突
破6800亿元，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
耗降低 15%。力争常住人口达到
600 万人。到 2035 年，示范区发展
能级大幅提升，协同发展格局全面
形成，建成成渝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现代产业配套区，建成跨省域协同
发展示范样板。

示范区发展定位有3个关键词：
成渝地区先进制造业高水平协作配
套区、重庆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疏
解承接区和成渝地区高品质生活宜
居地。

为此，示范区将构建“一廊两带
三组团”的功能布局。其中，“一廊”
即生态康养旅游走廊，将打造重庆
主城都市区康养度假目的地和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重要节点。

“ 两 带 ”为 产 业 发 展 带 。 合

川—广安产业发展带重点发展汽摩
制造、电子信息、网络安全、生物医
药、新材料、节能环保、食品饮料等
产业，广安—长寿产业发展带重点
发展新材料、钢铁冶金、轻工服装、
装备制造等产业。

“三组团”依托区位发力。合川
组团打造重庆中心城区向外辐射的
战略支点、广安组团打造重庆都市
圈北部副中心、长寿组团打造重庆
中心城区功能疏解承接地。

此外，示范区还承担了一系列
任务，包括不断探索经济区与行政
区适度分离改革路径，主动服务配
套重庆成都双核，创新体制机制，合
力打造区域协同发展高水平样板和
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助推成渝
地区加快形成有实力、有特色的双
城经济圈等。
（据2022年2月8日《重庆日报》）

合广长协同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实施
总面积10107平方公里，将打造环重庆中心城区的示范区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这个题词写于1945年9月20
日，是在重庆谈判期间给《大公报》职工的题词。早在
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
给张闻天的信中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1942年5月，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文艺
要为人民服务的问题。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
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时的讲演，再一次比较详细地阐述
了“为人民服务”的问题。1944年9月21日，《解放日报》
以《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毛主席亲致哀悼——为
人民的利益而死，是死有重于泰山》为题，对这个讲演的
内容进行了报道。后来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把
这篇讲演的标题改为《为人民服务》。这篇讲演高度赞扬
了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革命
精神。从此，张思德这个名字和形象就与“为人民服务”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张思德是四川省仪陇县人，1933年，17岁的他参加
了红军，后随红四方面军参加过长征。1941年后，抗战
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为打破敌人和国民党经济封锁给陕
甘宁边区造成的困难，党中央组织军队在南泥湾等地进
行开荒种地，张思德白天积极参加生产任务，晚上加班
完成送信和通讯任务。1943 年，张思德被调到延安枣
园，在毛泽东身边当警卫战士。1944年初，张思德再次
响应党中央大生产运动号召，主动到延安安塞县为中央
机关烧制冬天取暖的木炭。9 月 5 日，在窑洞工作时遭
遇窑顶坍塌，他奋力将战友推出窑外，自己却不幸牺牲，
时年仅29岁。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参加张思德的追悼会，并书
写挽联：“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追
悼会上，毛泽东作了那篇著名的讲演。

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体现在他认真做好每一件小
事上。张思德在工作上埋头苦干，尽忠职守。为了减轻
人民负担，部队自己上山烧炭。班长张思德领导的一班
人超额完成任务一万多斤。工作中，他从不计较个人得
失，党叫干啥就干啥。部队合编时，党调他做战士，于是
他从一名班长转成为一名普通战士，他欣然接受并表示：

“班长与战士职责虽不同，但忠实为党工作是一样的。”
张思德是一个忠实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共产党员。

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倍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时时处处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坚持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不讲价钱。张思德心里时刻
想着老百姓，他生前经常抽时间到通讯班附近的老百姓
家收割庄稼、除草、推磨、修路、修水井、挑水、打扫院子。
一次外出执勤，途中遇到一位老大娘背着一大捆木柴，柴
捆很沉，老人背着很是吃力。张思德赶紧上前接过老大
娘背的木柴，帮她背回家。这以后，他常去看望这位老大
娘，帮着老人种庄稼、做家务。

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出了共产党及其领
导的人民军队的宗旨。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讲话时
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
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
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张思德是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一个光辉典范。在党的革命征程上，
像张思德这样的光辉典范还有千千万万个。党的七大上，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被写入党章。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被镌刻在各级
党政机关的办公地点，还被制作成胸章供人们佩戴。

毛泽东的这一题词，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它不但阐明了我们中国共产
党人的根本宗旨，更唤起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实现这个宗旨而不懈努
力，甚至献出生命。这五个大字，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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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0日毛泽东为《大公报》职工题写的“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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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已经结束，对于上班
族来说，这个年算是过完了。不过，
很多家庭的年货却还没有消化完。
过年期间，不少人家里牛奶、水果、
茶叶、酒水等拜年礼大量堆积，这些
东西短时间内无法消耗，放久了难
免坏掉或者过期，到时白白扔掉非
常可惜。如何处理这些年货让不少
人犯了难。年后不少小区垃圾桶常
常会出现一些倒掉的烂水果和变质
鸡鸭鱼肉等现象，既令人痛心，还加
重环卫工人负担。剩余年货浪费现
象不容小觑。表面上看，一个家庭
丢掉的东西可能不多，但每家每户
加起来就不是小数目。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
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我们日子
越过得红火，越不能丢掉勤俭节约

的传统，生活条件再好，也要提倡
勤俭节约。过年图的是一家团圆，
陪陪父母，与亲朋好友聊聊天、谈
谈心，不需要多么大的排场，更不
需要大量的礼盒、年货来撑场面、
摆排场。预防剩余年货带来烦恼，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节前要
合理购置年货，摒弃虚荣心，不买
或少买一些不实用的礼品，而节后
则应抓紧处理剩余年货。

笔者以为，赠人玫瑰手留余
香，给剩余年货找个去处，不妨从
身边入手，从小事做起，年货确实
用不完，可及时送给身边有需要的
人，和他们共同分享。现在，有些
家庭想把多余的年货送给需要的
陌生人，但常常找不到合适的对
象，社区和街道也可以行动起来，
组织居民们一起给需要的人献爱
心。此外，还可以通过设置年货收
集点等方式，把剩余年货收集起
来，慰问春节值班的劳动者或弱势
群体。如此，既给年货找到了好去
处，又弘扬了正能量。

剩余年货浪费现象不容小觑
○徐曙光

寒冬挡不住关怀的脚步，疫情
击不散汇聚的爱心。近日，我区
1200 多名农村留守儿童和家庭困
难青少年收到自己心爱的礼物，满
足了新年“微心愿”。这是共青团
合川区委实施的又一次新春关爱
行动。

2021 年年底，共青团合川区

委启动了合川区 2022 年“冬日阳
光·温暖你我”新春关爱行动，通
过基层共青团组织、少先队组织
广泛征集农村留守儿童和困难青
少年个性化的新年心愿，并动员
各界爱心组织和爱心人士帮助小
朋友们实现新年“微心愿”。

活动开展以来，共青团合川

区 委 陆 续 收 集 到 涞 滩 镇 、三 庙
镇、古楼镇等 23 个镇街累计 46 所
学校 2674 个新年“微心愿”。截
至 1 月中旬，共青团合川区委通
过“线上+线下”齐动员，利用共
青团合川区委公众号设置网络心
愿墙 2 批次，广泛动员社会爱心
人士帮助孩子们完成心愿 160 余

个；联合区政协、区委统战部、区
工商联、区公安局、区卫健委等
机关单位，三好爱心基金、区青
联、景盛社工、嘉涪社工等社会
组 织 以 及 希 尔 安 药 业 、冀 东 水
泥、金话筒、小荷花舞蹈等爱心
企业，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
开展区级示范活动 12 场，关爱留
守 儿 童 和 家 庭 困 难 青 少 年 1100
余人；发动草街、隆兴、渭沱等 3
个基层团组织自筹资金，开展送
温 暖 活 动 3 场 ，为 1 所 小 学 购 买
篮球、足球、羽毛球等体育用品，
为 200 余名留守儿童送去保暖棉
服、学习用品等心愿礼物及新年
祝福。

“哇，好可爱的熊猫玩偶，和
电视上的一模一样耶！谢谢叔叔
阿姨，我终于有玩伴儿了！”涞滩
镇双龙湖小学 柯 柯 小 朋 友 在 收
到 新 年 礼 物 的 那 一 刻高兴得跳
了起来。

据 介 绍 ，合 川 区“ 冬 日 阳
光·温暖你我”新春关爱行动是共
青团合川区委在共青团重庆市委
的倡导下，自行组织关爱农村留守
儿童和家庭困难青少年的一项品
牌 活 动 。 自 2012 年 活 动 启 动 以
来，此项关爱活动已连续开展 11
年，累计募集社会资金150余万元，
为 1.3 万余留守儿童和家庭困难青
少年送去新年礼物。此项活动将
持续到今年 3 月，有意愿献出爱心
的组织或个人可以联系共青团合
川区委（爱心热线：42756275），让我
们伸出双手，奉献爱心，帮助更多
留守儿童和家庭困难青少年实现
新春愿望。

让留守儿童沐浴温暖阳光
——我区“冬日阳光·温暖你我”新春关爱行动小记

○记者 高铭悦 文/图

团区委负责人为涞滩镇双龙湖小学的孩子们发放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