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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盐井街道组织党
员干部、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者开展“风尚引领 移风
易俗”主题宣传活动，通过
发放宣传海报、现场宣讲等
方式，引导辖区群众践行

《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培养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图为志愿者向辖区群
众发放“推进移风易俗，树
立文明新风”宣传海报。

记者 谌永恒 摄

本报讯（记者 周云）近日，沙鱼镇利用赶
场天在场镇开展“扫黄打非”进基层宣传活动，
努力营造积极健康的川渝边界社会文化环境。

在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举行文艺演出、现场讲解等方式，

向前来赶场的群众介绍“扫黄打非”工作
重点以及非法出版物识别技巧等，引导广
大群众树立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
有害信息的意识，倡导广大群众主动参与
到“扫黄打非”活动中来，自觉抵制淫秽音

像制品、非法少儿出版物，杜绝知识产权
犯罪，努力净化川渝边界社会环境。

在开展“扫黄打非”宣传活动的同时，
沙鱼镇还组织宣传、文化、公安、市场监管
等部门对辖区书店、文化用品商店、商场

等场所进行检查，要求广大商家做到依法
经营、守法经营，主动参与“扫黄打非”工
作，自觉抵制淫秽音像制品、非法少儿出
版物和盗版文化产品，共同营造积极健康
的川渝边界社会文化环境。

沙鱼镇

营造川渝边界社会文化环境

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近日，记者
从香龙镇获悉，面对依然严峻的疫情
防控形势，该镇严密部署，积极行动，
通过落实“四个再”举措，筑起疫情防
控安全屏障。

统筹安排部署再严密。该镇召开

全镇干部大会，传达相关会议精神，要
求全镇上下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
决守住守牢疫情防控底线。人员摸排
管控再强化。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要求，持续强化重点地区来返
人员管控，开展疫情排查和动态监测，

对排查出的中高风险地区返乡人员严
格落实相关管理措施。重点场所管理
再 加 强 。 持 续 加 强 对 药 店 、医 院 、市
场、超市、车站、银行等重点场所的管
理，严格落实相关管控措施，重点场所
张贴通告 500 余份，公共区域消杀实现

全覆盖。应急处置能力再提升。组织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应急演练，严格按
照预定方案和疫情防控要求，以真采、
真检的形式真实模拟全员核酸检测采
样场景，进一步提升应对突发疫情的
应急管理和处置水平。

香龙镇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他是一名退役军人，一直秉承着军人
的优秀品格和过硬作风；他是在逆行的人
群中，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应急人，他始
终时刻准备着，民有所呼，使命必达。他
叫阳监，今年35岁，是合阳城街道办事处
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自进
入应急办以来，他长期扎根执法一线，潜
心学习研究，成为一名安全生产执法的行
家里手，守护着一方安宁祥和。

大事面前有大为

前日，记者来到合阳城街道办事处见
到了阳监。瘦高的个头，黝黑的皮肤，动作
利索，双眼炯炯有神，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很
干练。“我在部队干了16年，然后转业来到
合阳城街道应急办，新的工作岗位，新的开
始，最初还不是很适应，有点像无头苍蝇。”
阳监介绍道，3年前，他来到合阳城街道应
急办，这对于刚告别军旅生活的他而言有
点无所适从，但做好本职工作的初心不
变。“从什么都不懂到相对熟悉业务，大概
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回想起刚开始的那段
时光，阳监笑着说：“脚踏实地，不懂就学
嘛，多跟熟悉业务的同行交流请教，用心看
书，用心学，业务知识也就日益增长了。”

曾是军人的阳监有着一股不服输的
特质，从业务“新兵”到“精兵”，他只用了
半年时间。在往后的时间里，他几乎跑遍
了辖区所有小区、院落、加油站、危化品经
营企业、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及存放仓库，
并熟悉掌握相关情况，因此，他总是能第
一时间在检查中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

“我们一直都秉承‘宣传教育为主，惩处罚
款为辅’的态度，注重对企业安全生产的
宣传引导和教育。”每一次检查过程，对阳
监来说，也都是一次安全生产普法宣教的

讲台。他经常深入居民小区和院落开展
安全宣传教育，组织村（社区）开展消防安
全演练和安全讲座200余场次，并引导“九
小场所”安装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 230
余个，动员1万余名居民在“全民消防学习
平台”上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为抓好安全工作这件大事，他还协调
各方力量，指导辖区建成13个微型消防站
并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带领微型消防站
队员取得全区第四届多种形式消防救援
队伍业务比武团体赛第二名和多个单项
比赛前几名的优异成绩。配合区城管局、

交巡警支队、区消防救援支队，对书香世
家、东邦花果山等9个小区开展20余次畅
通“生命通道”联合执法。群众过节、他们
过关。对阳监来说，有的只是守业“守
夜”。2022 年春节期间，阳监和同事连续
数天都坚守在烟花爆竹燃放点，以实际行
动诠释了应急人“一家不圆万家圆，应急
备战保平安”的铮铮誓言。

大灾面前有大爱

没有人是生来的勇者，责任催促他

们一次次重装上阵。去年，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区里在合阳城街道设立了
两处隔离点，阳监闻讯主动请缨，承担
起了高强度、高风险的隔离点服务任
务。在去年 8 月和 10 月之间，他先后两
次进驻隔离点，为 200 余位隔离人员提
供长达 36 天的服务。在服务期间，阳监
十分注重了解掌握被隔离人员的思想
动态，通过电话连线等方式，进行疫情
防控政策宣传，安抚隔离人员的情绪，
帮助他们解决合理的需求。通过阳监
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工作，隔离人员思
想稳定、情绪平稳，全部积极配合医护
人员工作。

“ 哪 里 有 需 要 ，我 们 就 出 现 在 哪
里 。”这 是 经 常 挂 在 阳 监 嘴 边 的 一 句
话。2020 年 8 月 19 日，合川迎来 1981 年
以来最大洪峰过境，合阳城街道 11 个社
区受灾，沿江市政设施大量损毁。灾情
发生后，阳监闻汛而动、迎汛而上，与社
区干部一道查险排险、组织救援、安全
转移、疏散群众上千人。随着洪水慢慢
回退，满目疮痍的街面展现眼前，阳监
又投入到紧张有序的“清障、清淤、清
洗”工作，并积极对接村（社区），仔细摸
排群众受灾情况并做好政策解释，为
457 名受灾群众申请到救灾款物 4.4 万
元、棉被 170 床。受灾受困群众脱险受
益的背后，是阳监歇尽全力的付出，倾
其所有的大爱。

“做革命的螺丝钉，哪有需要往哪
钉。”这就是阳监内心最真实的写照。
无数次的加班加点，夜以继日的枕戈待
旦，危难面前的冲锋在前……阳监用实
际行动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退役军人“退
役不褪色、换岗不换志”的使命担当和

“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退伍不褪色 甘当螺丝钉
——记合阳城街道办事处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阳监

○记者 甘晓伟 文/图

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如何在
巴渝大地破土而出、为什么能不
断发展壮大？回顾重庆地方党
组织的创建历程，缅怀革命先驱
的光辉业绩，让我们一起寻访那
段“红色印记”。

伟大开端
新文化思潮兴起

青砖、木窗、石拱门……沿着
一条小巷，走进渝中区望龙门二
府衙 70 号——中共重庆地方执
行委员会旧址（杨闇公旧居），绿
树掩映下的三层小楼古朴庄严。

“ 我 们 就 是 要 当 好‘ 翻 译
者’，挖掘好、传承好、讲述好重
庆红色故事，把红色历史更立
体、有重点地呈现给观众。”在小
楼前，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
究室副主任黎余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

走进展厅，由渝中区区委、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红色旗帜 巴渝丰碑”图片展，
正吸引着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这里本是杨闇公父亲杨淮清的产业，后杨闇公在
此成立中共重庆地委，领导川渝人民参加革命斗争，在
川渝建党史上写下辉煌一笔，朱德、刘伯承、吴玉章、萧
楚女等都曾到此活动。”黎余介绍。

展厅第一单元是“马克思主义在重庆地区的广泛
传播”，其中一张陈愚生的大幅照片格外醒目。“他在川
渝新文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是一位承前启
后的人物。”黎余说。

陈愚生，四川泸州人。1919年，他与李大钊等多位
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志青年，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旨在

“找寻方向，实现理想”。
该学会是五四运动时期存在时间最久、会员数量

最多、会员分布最广的一个进步社团，荟萃了众多时代
精英，会员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田
汉等，都是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活跃人物。

彼时，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已吹遍大江南北，而闭塞
的重庆仍然军阀混战，社会动荡。

1920年底，陈愚生接受川东道尹叶炳臣推荐，到重
庆任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一职。他曾在重庆联中自治
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本不是马克思才有这种理想，何以今马克
思独享盛名，读到社会主义，莫不是推为鼻祖呢？这就
因为前此倡社会主义的，只是一种理想，到了马克思才
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才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社会
主义的原故。”

针对当时重庆的学校多被守旧顽固势力把持，教
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仍是老一套等问题，他以一个新时
代开拓者的胆识，大刀阔斧地撤换了重庆几所主要学
校的校长，把具有新思想的熊浚、张方谷、沈懋德等人
分别委派到重庆联中、川东师范、巴县中学等校任校
长，并引进了一批京、津、沪及归国的深受新思潮影响
的青年到重庆，让重庆教育界成为重庆新文化运动中
最活跃和最有生气的领域。

不仅如此，陈愚生还创办了《新蜀报》，参与发起了
重庆裁兵运动等。

“遗憾的是，1923年，陈愚生因病逝世，但他对新文
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起了重要推动作
用，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
等对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起着重要作用的先驱者，都
是由他直接或间接介绍入川的。”黎余称。

勇立潮头
迎来马克思主义热潮

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城市之路”展厅以大
量历史文物资料，反映了重庆的苦难和挑战、面临的机
遇及发展。

一件件历经沧桑的文物，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让参观者置身于鲜活的历史之中，重新发现和认识这
座城市。

“这是邓中夏和黄日葵，他们是最早到重庆播下革
命火种的共产党员。”80后讲解员高洁正在细心地为观
众讲解。对她来说，“把英雄之城的红色故事讲述给更
多人听，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顺着高洁手指的方向，一张老照片格外醒目，照片
中的邓中夏和黄日葵英俊帅气，意气风发，目光如炬。

1921 年暑假，在陈愚生、刘泗英的提议下，川东道
尹叶炳臣出面，聘请了北京和南京两地的学者高一
涵、陈启修、陶孟和以及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邓中夏、黄
日葵（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等人，到重庆举办暑期
讲学会。（未完待续）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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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3日，川东学生救国团3000余人游行示威，
声援五四运动。（中共重庆市渝中区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阳监（中）正在检查农贸市场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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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栏 语 在安全生产一线，他们严查隐患、严把风险监控关，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筑起铜墙铁壁；在防灾、减

灾、救灾一线，他们未雨绸缪、积极作为，竭尽全力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在应急救援一线，他们身先士卒、赴汤蹈火，
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救群众于水火……他们用默默的奉献与坚守，为安全守护、为生命逆行，他们用实际行动，生
动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甘于牺牲奉献、勇于担当作为的时代风采。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必浚其泉源。为挖掘选树我区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领域涌现
出的先进典型，弘扬“逆行者”“守夜人”的应急人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参与应急管理事业的浓厚氛围，本报
从今日起推出2022年合川区“最美应急人”系列报道，让大家近距离了解这些最美应急集体和最美应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