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谌永恒
摄影报道） 在全国第七个全
民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日 来 临 之
际，4 月 12 日，盐井街道组
织开展 2022 年“4·15”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集中宣传活
动。

活动中，盐井街道组织
党员干部、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者走上街头，通过发放
宣传单页、集中宣讲、以案
释法等方式向辖区群众普及
法律法规和国家安全知识，
并结合实际案例，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
国家政治安全、国土
安全、军事安全、经
济安全、文化安全等
方面的重要性，增强
广大群众国家安全意
识和法律意识；倡导
大家共同维护国家安

全，发现任何组织和个人危
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和线索，
及 时 拨 打 “12339” 向 国 家
安全机关举报。

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
让国家安全法律法规走进了
居民日常生活、走近了人民
群众，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
群众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在辖区营造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
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浓厚
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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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询）“工资一拖就是
一年多，没想到法院几天就把问题解决
了，真是让我们又意外又惊喜，太感谢
了！”周某等人在区法院领取确调裁定书
时激动地说。这是近日区法院诉讼服务
中心诉前调解团队成功解决 28 名农民
工被拖欠200多万工资劳动争议案件中
的一幕。

周某等 28 人在合川区某禽业公司
上班。该公司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市场

行情低迷等因素影响，截至2021年9月，
已连续16个月未向28人发放工资，拖欠
工资金额合计200余万元。周某等人多
次找到该公司相关人员索要工资未果，
于是到区法院寻求帮助。

接到案件后，诉前调解团队详细查
看了案件资料，查询了该公司在法院的
诉讼情况，发现该公司还存在其他债权
债务纠纷。为查明公司负债情况、核查
拖欠工资数额，帮助农民工尽快拿回工

资，诉前调解团队迅速前往公司所在村
社开展调查。在调查中，诉前调解团队
了解到，该公司并非故意拖欠工资，确系
这几年经营不善，资金周转遇到困难。
农民工方面表示他们都是公司的老员
工，希望能和气解决纠纷，以后有必要愿
意在公司继续上班。

见双方都有调解意愿，诉前调解团
队趁热打铁，与村调解委员会联合开展
调解工作。调解中，诉前调解团队提供

专业法律咨询与指导，村调解委员会发
挥自身对双方知根知底的优势，向农民
工和公司释明法律、讲通情理，并就工资
数额、支付时间等作了详细确认。最终，
双方当事人在村调解委员会达成调解协
议，由该公司限期付清拖欠工资。区法
院迅速完成调解协议司法确认。

该起纠纷的化解，是区法院运用“诉
前调解+司法确认”的一站式多元解纷机
制快捷、高效化解纠纷的一个缩影。

一直以来，区法院高度重视维护农民
工合法权益，对涉及农民工工资案件，充
分发挥诉前调解优势，提供让群众少跑
路、少花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确保农
民工的合法权益及时实现，为辖区经济发
展、社会稳定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区法院

诉前联动促解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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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 三 庙 河 清 不 清 ？”

“清！”“河水甜不甜？”“甜！”
在响亮的问答声中，戴花村
80多岁的刘大爷眼睛笑成
了弯弯的月牙。他激动地
说：“这是我第一次和老伴
合影，有点不好意思啊。”摄
影师选取最好的拍摄角度，
捕捉最佳的光影效果，一个
个朴素身影和一张张甜蜜
笑脸在清脆的“咔嚓”快门
声中定格，给村民们留下了
一幅幅温馨、感人的画面。
这是三庙镇戴花村“约会戴
花之春·定格幸福笑脸”公
益摄影志愿服务活动拍摄
现场的一幕。

为记录村民们的幸福
生活，连日来，三庙镇戴花
村驻村工作队、村两委成员
和志愿者们联合开展“约会
戴花之春·定格幸福笑脸”
公益摄影志愿服务活动，免
费为60周岁以上老人拍摄
和赠送生活照。

拍摄前，驻村工作队员
走村入户，细心地为老人们
打理发型、整理服饰。拍摄
中，由于不少老年人是第一
次在镜头前摆“姿势”，表

情、动作不自然，稍显拘谨，
驻村工作队员、志愿者便通
过日常问答活跃气氛，让老
人们放轻松，并引导他们摆
出各种自然的姿势。

拍摄完成后，戴花村驻
村工作队、村两委成员和志
愿者们立即洗印了照片，并
将照片一一送到各位村民
手中。几位大爷大妈反复
摩挲着自己的照片说：“以
前除了证件照，我们没啷个
拍过照，多亏了驻村工作
队、村委和志愿者想得周
到，谢谢你们！”“没想到我
也能拍出这么好看的照片，
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截至目前，戴花村驻村
工作队、村两委成员和志愿
者们已为 312 名村民免费
拍摄，并向村民赠送了8寸
个人照片312张、12寸家庭
照片148张；对自愿参与戴
花村乡村治理积分评比的
家庭，驻村工作队员还为其
精心挑选并赠送了装裱相
框1个，作为对他们积极响
应号召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宣传移风易俗、倡导乡风文
明的奖励。

约会戴花之春 定格幸福笑脸
○记者 刘鑫宇 通讯员 杨春育 何波 文/图

4 月 11 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委
了解到，自我市正式启动灵活就业人员
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以来，许多市
民对该项政策予以关注。针对群众关心
的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问题，重庆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进行
了解答。

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
制度试点的对象有哪些？

答：根据相关规定，此处的灵活就业
人员，是指年满16周岁以上未达法定退
休年龄，在本市以个体经营、非全日制、
新业态等方式灵活就业，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或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各
类人员。

问：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

有什么优惠政策？
答：在我市购买家庭首套城镇自住

住房，可申请住房公积金政策性低息贷
款，目前五年期以上贷款年利率仅为
3.25%；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按一年期定
期利率计息；规定标准内缴存的住房公
积金，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可以依法扣
除；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可以获得缴存
补贴。

问：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选择哪些住
房公积金缴存方式？

答：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选择的住房
公积金缴存方式有以下三种：

一是按月缴存。灵活就业人员需按
月等额缴存，每月缴存一次，缴存期数不
少于 24 个月（含），月缴存金额不低于

180元，不高于3500元，缴存期内不可变
更月缴存金额。

二是一次性缴存。需一次性存入缴
存资金，缴存资金留存期限为24个月，缴
存金额不低于180元，不高于43750元。

三是自由缴存。可自由缴存，缴存
次数不限，单笔缴存金额不低于180元，
单笔缴存金额和每月累计缴存金额不高
于76200元。

问：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住房公积
金可以提取使用吗？

答：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住房公
积金属缴存人个人所有。缴存人在
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前，可灵活取用
缴存资金，取用后，贷款、缴存补贴等
权益随之变化；缴存人使用住房公积

金 贷 款 后 ，符 合 缴 存 使 用 产 品 约 定
的，也可申请提取使用个人账户存储
余额。

问：灵活就业人员如何缴存住房公
积金？

答：为方便广大灵活就业人员随时
随地、足不出户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我
市目前已在微信和支付宝上线灵活就业
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服务，缴存人可在
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中搜索“重庆公积
金”，通过注册登录、业务授权、开户、选
择产品及缴款几步简单操作，即可实现
住房公积金业务掌上办、指尖办。

市 民 若 有 其 他 疑 问 ，可 拨 打
023-12329服务热线咨询。

（据2022年4月12日《重庆日报》）

灵活就业人员如何缴存公积金
——市住建委解答相关疑问

○重庆记者 廖雪梅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李先
念，生前在回忆录中写道：“川陕革命根据地
东起城口，西至嘉陵江……”

位于重庆东北角的城口，是一片光荣的
革命热土——

她是万源固军坝起义后城万红军活动的
主要区域；

她是重庆地区第一个迎来中国工农红军
主力部队的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
念、徐向前、许世友等曾在这里留下光辉足
迹；

她是重庆地区唯一成建制建立县、区、
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县，属全国一类革命老
区，至今这里仍传颂着大量军民鱼水情深、共
同捍卫红色苏维埃政权的故事。

如今，城口在摆脱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
基础上，正发扬光荣革命传统，继承革命先烈
遗志，充分挖掘红色文化，书写新时代乡村振
兴的篇章。

仲春时节，山如翠屏，簇拥着大巴山腹地
的城口县城。

县城南门的碉堡梁，矗立着一座高大的
汉白玉石碑，上书“川陕革命根据地城口苏维
埃政权纪念碑”。

“城口是一片英雄的土地，这里的河山浸
透了革命先烈的鲜血。”3月18 日，曾任城口
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张合轩动情地告诉记
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城口用生命
和鲜血传播革命火种；城口人民也用生命和
鲜血捍卫红色苏维埃政权，让革命之火在大
巴山熊熊燃烧。

星火撒进巴山

在城口县双河乡柳河村庞家院子，有一棵高大的皂角
树。阳光穿过黄绿色的新芽，星星点点地洒在树下的“城
万红军指挥部”纪念碑上。

“这是一棵‘有来头’的树。”双河乡人大主席唐绍强
介绍，当年万源固军坝起义前后，起义领导人李家俊曾在
庞家院子开会，第一次将革命的火种带进大巴山腹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把革命的
重心转移到农村。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李家俊、王维
舟等策划在川东组织农民武装起义。

当时，李家俊派人扮成“春倌儿”，在城口、万源、宣汉
交界的大山中，走村串户连卖带送“春牛图”。图上写着
反抗封建剥削的歌谣：“要想不出款，就要拿枪杆；要想肚
子填得满，就要团结起来干；要想衣服穿得暖，大家齐把
豪绅铲！”

彼时，城口、万源等地的老百姓备受地主豪绅和军阀
的欺压，每年缴纳的税款多达30多种，甚至连挑粪也要缴
税。

1929 年初，一群青壮年农民在庞玉必的发动下，在庞
家院子自发成立了“青龙会”，开展抗捐抗粮斗争。

当时国民党军队身穿灰色制服，当地老百姓称其为
“灰兵”。1929 年春，固军坝起义前夕，李家俊来到双河发
动群众参军参战。在庞家院子做宣传时，为防“灰兵”的
扰袭，“青龙会”设了远近三处警戒哨点。最近的一处哨
点，就在这棵皂角树的大杈丫上。

1929年4月27日，固军坝起义爆发。起义领导小组宣
布城口和万源的农民自卫军、农民抗捐军统一编为川东游
击军第一路，开展武装斗争。同年6月，这支队伍改编为城
万红军。

城万红军以固军坝为中心，广泛发动万源、城口等地群
众建立游击根据地，提出要“废除租田制度、取消苛捐重税、
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工政权”。1930年春，
川东游击根据地发展到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6万以上，队
伍发展到3个支队、2000余人。

“李家俊一边练兵，一边组织地方成立农民协会（以下
简称“农会”），而农会则是地方苏维埃的前身。”唐绍强说，
他的大伯唐兴才、二伯唐兴茂受革命思想影响，加入了李家
俊的队伍，常跟着农会双河场分会主席白希仁，在场镇召开
群众会议，深入村寨宣传革命道理。

与此同时，余坪、周溪、明通等地纷纷成立了农会。在
农会的发动下，加入城万红军的贫苦农民越来越多。1930
年3月20日，城万红军3000余人攻入城口县城，成为当时川
渝地区被地方红军占领的首个县城，震惊全川。

1930年7月，在军阀与地方反动武装的疯狂“围剿”下，
固军坝起义失败。庞家院子的百年老树也被反动武装视为
庇佑红军的“神树”，纵火要将其烧毁。皂角树被大火烧焦
了一半，依然坚强地存活下来。（未完待续）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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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碑

▲工作人员正在为村民拍照

▶领到照片的村民喜笑颜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