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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甘晓伟 通 讯 员
唐敖 蒋宏民）我区第三代社会保障
卡（简称三代卡）已正式发行。2 月
23 日，记者从区人力社保局了解到，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探
索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建立居民服
务‘一卡通’”的要求，该局多措并举
全力做好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发行应
用。截至目前，合川区第三代社保
卡累计发行量近 8000 张，排名全市

前列。
据了解，区人力社保局按照重庆

市第三代社保卡发行工作计划要求，
认真做好第三代社保卡制卡系统改
造升级工作，为镇街制卡网点配发相
关硬件设备进行业务系统升级调试，
在市人力社保局要求的时间内顺利
制发第三代社保卡。全区群众新制、
补换第三代社保卡忙而不乱、井然有
序，制卡系统升级顺利推进。

同时，全面推进应用社保卡发放
养老待遇和工伤保险待遇，开展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信息化便民服务创新提
升行动，在各代发银行发卡量占比中，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约占 38%，邮政储
蓄银行和农业银行各占 18%，工商银
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共占26%。

此外，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沟通，
密切配合，全面推进人社领域“全业
务用卡”，逐步拓展跨部门“一卡通”

应用，社保新增领待人员全部实现待
遇进卡，全区定点医药机构全部实现
医疗费用联网结算，用卡环境大为
改善。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文件要
求，做好居民服务“一卡通”有关工
作，将第三代社保卡场景应用向个
人税费缴纳、生活缴费等领域延伸，
持续推进在各类政府公共服务、社会
治理等其他领域的应用，助力智慧城
市建设。

我区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发行近8000张

在位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
赵世炎烈士纪念馆广场上，赵世炎烈士
铜像伟岸矗立，目光炯炯眺向远方。四
周，纪念馆的建筑群掩映在一片葱绿之
中。

每逢周末，总有许多人来到此处，
瞻仰革命事迹,聆听党史故事。特别是
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后，赵世炎的革
命故事更是几乎家喻户晓。

前来瞻仰的人，会仔细端详或品读
纪念馆里赵世炎生前的活动照片、手
迹、书稿等，却往往忽略纪念馆角落里
一个不起眼的藤箱。其实，这个看似普
通的藤箱，是赵世炎烈士纪念馆可移动
文物中唯一的一件国家三级文物，是赵
世炎自就读于北师大附中到牺牲前，收
藏和存放文牍所用，它记录着赵世炎的

“觉醒”之路。

从小立志反帝反封建

透过展示柜的玻璃，人们可以近距
离观察藤箱。

箱子长约 80 厘米，宽约 50 厘米，高
约 35 厘米，土黄色，由藤条经纬交错编
制而成。

“这个箱子，是赵世炎 1915 年考入
北师大附中，至 1927 年牺牲时使用的，
主要用于收藏和存放文牍。”赵世炎烈
士纪念馆办公室主任王兆荣介绍，赵世
炎于 1901 年 4 月 13 日出生于四川省酉
阳县龙潭镇（今重庆市酉阳龙潭镇），家
境殷实，家中还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
一个妹妹。

赵世炎四岁入读私塾，师从当地小
有名气的进步学者陈德元和李玉昆。
在他们的启蒙下，赵世炎不但学识渐
长，思想也渐开放。

1912 年秋，赵世炎入读龙潭高级小
学堂，当时他的地理老师是同盟会会员
王勃山。王勃山经常在课堂上宣传反
帝反封建思想，受其影响，赵世炎越来
越痛恨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帝国主义
的侵略。有一天地理课上，王勃山讲述了香港被割，九
龙、澳门被租，中国领土被列强瓜分，大好河山支离破
碎。赵世炎听后怒目切齿，默不作声，下课后反复高唱岳
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革命生涯始于北师大附中

1915 年 8 月，在三哥的资助下，14 岁的赵世炎拖着藤
箱和四哥一起来到北京，考进了“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附属中学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师大附中。赵世炎的革
命生涯，自此开始。

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受到陈独秀主办的
《新青年》等进步杂志的影响，赵世炎也投入到新文化运
动中，在此过程中结识了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
人。

李大钊对思想开阔、目光远大、头脑灵活的赵世炎很
是欣赏。为培养赵世炎，李大钊先生让其参与主编了《平
民周刊》、《少年》半月刊和《工读》半月刊等诸多进步刊
物，向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当时，赵世炎的很多手稿，应该都曾存放于这个藤
箱中。”王兆荣介绍，在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的交流中，赵
世炎的眼界日益开阔，对当时的中国局势也有了更加清
晰的认识，还多次在报刊上公开抨击当时中国存在的弊
病，主张中国应该实行社会主义，直言只有社会主义才是

“最公道，最平等，无军阀、财阀，无种族界、国界，经济上
固然好，道德上尤其好”的社会制度。

1919 年，经李大钊介绍，赵世炎加入了中国少年学
会。1919 年 5 月 4 日，“五四运动”爆发，北师大附中爱国
学生们推举赵世炎为师大附中学生代表。此后，赵世炎
经常组织领导师大附中的同学走出校门，同其他学校的
爱国师生一起走上街头为国呐喊。

成长为早期中共领袖

为探求救国之道，1920 年 5 月 9 日，赵世炎用藤箱装
上几样简单的私人物品，搭乘法国阿芒贝尼克号轮船远
赴法国勤工俭学。

期间，他每天都会坚持 3 小时的学习，阅读一些马克
思主义的小册子。他还经常到出租房的楼顶，借着夕阳
的余晖读书，并自喻“黄昏之贼”。

1921 年春，赵世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同样在法国
留学的张申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在法国发起成立了旅
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出任宣传部
长。

1923 年，赵世炎和陈延年、王若飞等一批青年前往莫
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莫斯科，赵世炎都随身携带着这
个装载着手稿、书籍等重要物品的藤箱。”王兆荣介绍，
1924 年7 月，藤箱又跟随着赵世炎回到了国内，“一直到赵
世炎牺牲，这个藤箱始终都陪伴在他身边。”

那么，赵世炎是如何牺牲的呢？回国后，赵世炎先后
参与中共北方区委、中共江浙区委的领导工作，于 1925 年
5 月调到上海，成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之一。1927 年 7 月 2 日黄昏，赵世炎被捕，英勇就义于上
海枫林桥畔，年仅26岁。

“此后，这个藤箱一直由其妹妹赵君陶保管。”王兆荣
介绍，1991 年 5 月 6 日，赵君陶之子李鹏将藤箱转赠酉阳
县文物管理所，后陈列于赵世炎烈士纪念馆。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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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8日是我国第99个妇女节，也是第112个国际劳动妇女节，区融媒体中心与区妇联联合开设“巾帼心向
党，奋斗新征程”专栏，主要宣传合川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建设中涌现出的女致富带头人、女环卫工人、女司机、女医生、
女警察、女教师等先进典型。这些杰出代表像永不凋谢的鱼城之花争奇斗艳，像熠熠生辉的三江明珠光芒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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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社区居民的健康水平，近日，钓鱼城街道花滩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展义诊志
愿服务活动，为居民免费测血糖血压，普及健康知识和生活
理念。 记者 黄盛 摄

▲

2月25日，南津街街道临渡村组织临渡小学18名留
守儿童去到区美术馆参观“种子·力量”儿童美术作品展。
在村社干部和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兴致勃勃地来到展厅，
台上摆放的、地面陈列的、墙上悬挂的儿童画和手工作品深
深地吸引着孩子们。 记者 谌永恒 摄

▲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
知。近日，天气回暖，在二郎镇六合村
的农田里，村民们正在忙着整田、种藕，
播种新一年的希望。今日的六合村，家
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和天然气，太阳能
路灯照亮了村民的房前屋后，出门有宽
敞的水泥便道，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提升。这些变化离不开致
富带头人邓素琼。

作为村里的妇联主席、村委会委
员，14年来，邓素琼带领村民种植清水
莲藕、生态香芋、柑橘、榨菜等，让昔日
的贫困村变为“乡村振兴示范村”。邓
素琼被评为川渝乡村女能人之“农业致
富女能手”。

点亮致富“启明灯”

2006年底，外出打工多年的邓素琼
回到老家，她利用多年的积蓄和学到的
技术，一边做干货生意，一边种地，还养
起了兔子。凭着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
精神，她将自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看
到这种情况，周围的乡亲们都很羡慕。

当时的六合村村支部书记
石元福就上门劝说，鼓
励邓素琼出任村委会
委员，带领全村人
共同勤劳致富。

2007 年 4
月 ，邓 素 琼 担
任 村 委 会 委
员 。“ 我 该 怎
么 做 才 能 让
乡 亲 们 脱 贫
致富呢？”她每
天都在思考这
个问题。作为
土 生 土 长 的 六
合人，她对全村十
分熟悉，主动和驻村
工作组（队）走访摸底，
对全村情况进行规划。因
为村上有很多年轻人都外出
打工了，村里的闲置土地无人耕种。邓
素琼就尝试进行土地流转，种植清水莲
藕和生态香芋。当年流转农户闲置土地
50余亩，家庭收入达10万余元，主动对
接在种植基地务工的村民及10余户贫
困户，每户年收入均达1万余元。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村民们
看到了希望，决定跟着她一起干。2018
年，邓素琼和村“两委”商量推行种植榨
菜。有贫困户也想种植，但没有钱购买

种子。她就提议把榨菜
种子免费发给村民和

贫困户，由农户种
植，再由村上收

购，既调动村民
积极性，也解
决 合 作 社 劳
动力缺乏问
题 。“ 合 作
社+农户种
植+联系收
购”的模式深
受村民欢迎，
500 余亩榨菜

让村民年增收
2000 元。同时，

她又流转土地260
余亩规模种植柑橘，

带动村民种植柑橘2000
余亩，预计今年挂果，届时

村民们又会多一笔收入。现在，六合
村已有合作社1个、综合服务社1个、劳
务公司1个，村积累稳步提升，村民的生
活水平逐年提高。

当好百姓“贴心人”

在脱贫致富的同时，邓素琼没有忘
记乡亲，时时把工作重心下沉到基层，
把妇情民意掌握在基层、把妇女切身利

益问题解决在基层。她利用“妇女之
家”对全村200余名妇女有针对性地开
展手工编织、钩针等手工培训；利用“儿
童之家”开展帮扶，“一对一”结对帮扶
欧阳、欧静等7名困难儿童，让他们顺利
入学；利用“百姓茶馆”化解各类家庭矛
盾纠纷 20 余起，切实保障了妇女的权
益。同时，依托学习强国重庆农家书
屋、六合夜校，帮助本村妇女掌握宽皮
柑橘种植、生猪养殖、合理施用化肥农
药等农科技术，5年来参加培训妇女累
计达1000多人次。

口袋鼓起来，家乡美起来。近年
来，在邓素琼和村民们的努力奋斗下，
六合村建成“四好农村路”及生产便道
39.5公里、人行便道22.5公里，公路通社
通院率、人行便道入户率均为100%；实
施危房改造 65 户，旧房提升 135 户，改
造卫生厕所620余户，同步规范厨房、圈
舍等配套功能分区；全村960户农户自
来水入户全覆盖，所有院落天然气主管
网全覆盖；实施道路亮化工程，安装太
阳能路灯300盏，实现全村主干道全覆
盖，彻底结束六合村夜间无路灯历史。
全村基础设施得到大幅度改善。

“在党的政策指引下，我们有信心
通过勤劳踏实肯干，把家乡建设成为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
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邓素琼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

点亮致富路 当好贴心人
——记“农业致富女能手”邓素琼

○记者 谢英

2 月 23 日，一面写有“锲而不舍追
真凶 看家天眼显神通”的锦旗送到区
公安局办案民警的手中；当天，区公安
局将一份“‘看家天眼’有效线索奖金”
送到了三庙镇龙窝村村民杜女士手
中。一面锦旗，一份奖金，两者串起了
一起速破的交通肇事逃逸案。

让我们将时间回溯到2月14日晚。
2月14日21时26分，三庙镇龙窝村

三七路上，一辆车急驶而过，一老人被
撞。车辆驾驶员在不远处停下车查看，
徘徊之后，迅速驾车逃离了现场。

不久后，区交巡警支队接到警情，
事故预防及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唐永生
带领民警赶往现场。经勘察现场发现，

被撞老人已无生命体征，身上有车辆碾
压痕迹，民警初步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致死。

案发地为乡村县道，曲折蜿蜒，人
烟稀少，加上夜晚犯案，种种不利条件
给案件的侦破带来重重困难。“鉴于肇
事者可能逃至外地，我们必须争分夺
秒。”案情重大，民警们当晚一边调查取
证，一边走访排查。但忙活一晚，始终
未发现有效线索，案件未取得实质突
破。“由于这条县道没有安装交通卡口，
沿途既没有监控视频，也没有目击证
人，这给破案带来较大难度。”唐永生
说。

15日凌晨，民警扩大侦查范围。终

于，在距离案发地约1000米的村民杜某
家的外墙上，发现了一枚“看家天眼”监
控镜头，且该镜头拍摄角度正好面向案
发地三七路路面。

“这可帮大忙了！”民警立即调取了
该监控录像。通过画面分析，锁定了一
辆白色乡村客运面包车，并迅速确定了
该车的活动轨迹及车主身份。15日下
午，嫌疑人范某被传唤至区交巡警支队
进行审讯。

经审讯，范某很快承认了自己肇事
逃逸的行为。据范某交代，他当晚驾驶
面包车回家，因疏于观察，未发现躺在
路边休息的老人。肇事后，他发现老人
没了呼吸，环顾四周，心存侥幸地选择

逃逸。
目前范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该案

正在进一步办理。
2月23日，为感谢安装“看家天眼”

协助破案的杜女士，民警将奖金送到了
杜女士手中。据杜女士介绍，安装“看
家天眼”起初是为了关注自家家禽、看
家护院。在3年的使用过程中，“看家天
眼”多次帮她家找回家禽、失物、化解纠
纷，解决了不少难题。“没想到这次还能
帮警察破案。”杜女士感到十分惊喜。

范某归案，还了受害人一个公道。
23日，死者吕某的姐姐将一面写有“锲
而不舍追真凶 看家天眼显神通”的锦
旗送到民警手中并表示感谢。

能看家还能破案 村民家的“看家天眼”立功了
○记者 李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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