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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为切
实加强社会综合治理，有效预防
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推进平安
建设，近日，小沔镇积极开展夜
间“大巡逻、大走访”活动。

据了解，此次巡逻活动由镇平
安办牵头，以村（社区）为单位，由
镇、村干部及志愿者共同组成夜间
巡逻小组，实行镇领导班子成员轮
流值班、机关干部分片区巡逻制
度。对村（居）院落、主要交通路
口、企业周边等开展夜间巡逻，重
点盘查可疑人员及车辆，发现和报
告巡区的不安全因素和治安状况，
并及时调处各类治安纠纷。

据悉，近年来，小沔镇积极开
展“平安小沔”建设工作，不断加强
人防、物防、技防建设，着重改进和
加强村级基础工作，在11个村（居）
的各个重要路口统一安装电子监
控，配备电子巡逻器材，每个村
（居）建立 4-8 人不等的巡逻小队，
分别由村“两委”成员带队，开展夜
间大巡逻、大走访活动。有效地减
少了辖区内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
为村（居）民提供了安定和谐的社
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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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铭悦）为扩大
校外教育覆盖面，助力乡村振兴，近
日，团区委、合川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开展了“乐享收获喜悦·共筑乡村振

兴”合川区青少年劳动实践体验活
动。家长们带着孩子来到活动中心
集合，去到云门仲巴店比奥庄园采
摘桑葚。通过采摘桑葚，让孩子们

感受到劳动的乐趣，也体验到收获
的喜悦，同时为家长和孩子搭建一
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促进亲子间的
交流，同时助力乡村振兴。

团区委组织青少年下乡

乐享收获喜悦 共筑乡村振兴

为提高群众法制意识，
营造健康的文化环境，近
日，清平镇组织开展“扫黄
打非”进基层宣传活动。通
过面对面讲解、设置“扫黄
打非”有奖问答和发放宣传
手册等形式，让广大群众了
解“扫黄打非”的意义，同时
向群众普及如何鉴别非法
出版物、什么是“扫黄打
非”、怎样提供“扫黄打非”
线索等知识，号召大家共同
抵制各种低俗社会现象，清
除“文化垃圾”，构建健康和
谐的社会环境。

通讯员 郑绪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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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不惧
《新华日报》曾在防空洞里印刷

记者结束了对新华日报营
业部旧址的采访后，又驱车来到
渝中区化龙桥虎头岩村。“这是
新华日报总馆的旧址。”在 5 栋
依山而建的竹木、土木结构的楼
房前，叶维维介绍，从 1939 年 8
月 13 日到 1947 年 2 月 28 日，《新
华日报》在这里编辑、印刷和发
行。

为何新华日报总馆会从城
区迁到当时还是郊外的化龙桥
呢？

原来，1939 年 5 月，由于日机
的轰炸，本来设在城内西三街和
苍坪街的《新华日报》馆房屋被
毁。之后不久，迫于国民党当局
的压力，《新华日报》不得不与重
庆其他报纸一起联合办报。

为了保证《新华日报》能尽
快恢复独立出版，熊瑾玎在周恩
来的指示下，想方设法地租下这
块地皮。“经过 3 个月的努力，熊
瑾玎在这块地上修建了一排简
陋的竹编泥糊楼房，作为新华日
报总馆和职工宿舍。同年 8 月 13
日，《新华日报》在这里出版发行
了复刊后的第一张报纸。”叶维
维介绍。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总馆
共有 5 栋竹木、土木结构楼房，包
括记者工作室、排字房、宿舍、食
堂、托儿所等。翻新后的总馆旧
址，基本参照了当年的格局。和宿舍楼不同，出版
部的办公室房门是两两相连，社长室靠着记者办
公室，夜排字房和夜编部挨在一起。“这样的布局
是为了方便大家交流而专门设计的，当年新华报
人之间的关系就像这些紧挨着的房门一样，亲密
无间。”叶维维说。

穿过几栋楼房后，一个防空洞映入记者的眼
帘。“新华日报刚迁来时，为了躲避日机空袭，同志
们自己动手挖了这个防空洞。”叶维维介绍，鬼子
的空袭很疯狂，为了保证每天能按时出报，后来他
们把印刷机也搬进了防空洞。“抗战后期，《新华日
报》在防空洞里印好后，就用脚踏车从后面的小路
运进城。1941 年 1 月 18 日，刊载有周恩来‘千古奇
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的《新华
日报》，就是在这个防空洞里印出来的。”叶维维
说。

“在这些新华日报人的不懈努力下，一份份以
宣传党的主张，鼓舞人民的斗志，维护、巩固和发
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新华日报》从
化龙桥出发，被运往重庆各地，在中国革命斗争中
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情
赞誉和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叶维维说，毛泽东
在重庆谈判期间，曾高度评价《新华日报》：“同八
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
面军。”

讲好故事
修缮后的旧址将于7月重新开放

“作为《新华日报》历史的重要见证，来总馆旧
址参观的市民和游客总是络绎不绝。”叶维维表
示，为更好让市民了解《新华日报》背后的故事，红
岩联线管理中心在去年 7 月启动了对新华日报总
馆旧址和营业部旧址的修缮工作，旨在通过科技
手段和智慧博物馆建设，更加生动地讲好文物故
事。据介绍，修缮工作预计于 6 月完工，今年 7 月，
新华日报总馆旧址和营业部旧址将重新面向市民
和游客开放。

“根据计划，重新开放后的新华日报总馆旧址
和营业部旧址会以专题形式大量展示报纸内容，
反映《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动员民众抗战、发
展人民抗战力量、加强自身建设、争取人民民主等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还将根据当年报馆工作人
员回忆和相关影像资料，充分展现新华日报总馆
工作人员在‘红色三岩’之一的虎头岩下战斗、学
习和生活场景。”叶维维介绍。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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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登雄）5月
11 日，区诗词学会三江诗社组织
诗人走进重庆港九汽车维修公
司，开展“助力企业经济振兴”为
主题的经济文化大发展活动。

据悉，重庆港九汽车维修公
司是具有现代化的一类汽车维修
企业，是合川区维修协会会长单

位、重庆市道路运输协会专委副
主任单位，经过多年的维修经营，
企业先后获得了优胜单位、模范
纳税户、企业系统管理基础工作
一级企业，连续 10 多年被评为

“AAA 级企业”以及“汽车维修行
业诚信优质60佳”，更是获得了由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颁发的

“全国汽车维修行业诚信企业”，
成为我区汽车维修行业引领者。
5月11日当天，诗人们在听取了董
事长苏波的介绍和参观港九汽车
维修公司后纷纷表示，回去后要
努力创作出歌颂合川巨变的正能
量作品，为企业发展助力，为广大
群众提供量大质优的精神食粮。

区诗词学会组织诗人进企业

用文化魅力 助力企业发展

近段时间，合川各大微信群里都在
“疯转”一个名为“合川区 2022 全景航
拍”的链接，“太棒了，没想到合川这么
美！”“我是土生土长的合川人，几十年
都没有看过合川的全貌，这个航拍真不
错！”自 5 月 10 日该链接在网上发布后，
短短一周点击率就达 12 万，网友反响
十分热烈，一时成为各大微信群的热
门。

打开这个介绍为“走遍合川，以独特
的视角展现魅力合川”的页面，伴随着

原创歌曲“合川人”的背景音乐，合川的
30 个镇街都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想
看哪个镇街，想看哪个地方，只需轻点
屏幕，便可以随意放大、360 度全景“看
个够”。

拍摄这个航拍作品的，就是“合优
网”创始人魏杰。“据我了解，这是迄今
为止最完善的合川航拍，拍摄它的目
的，就是想让更多合川人全面了解家乡
的面貌，让大家都看到合川的新变化。”
5月16日，魏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多年打拼创办“合优网”

今年 36 岁的魏杰，2007 年毕业于南
昌工程学院电子商务专业，第二年，他
跟随朋友做外贸生意，赚到了人生中的
第一桶金。不久，重庆的朋友做了一个
IT 论坛，效果还不错，魏杰和他聊天时，
对方问他有没有想过做一个地方论坛，
这正好是魏杰熟悉的专业领域，做起来
可以得心应手，恰好当时全市大力鼓励
微企创业。经过一番思索，怀着对家乡
的热爱和难舍的情怀，魏杰决定回合川
创业。

2010 年，魏杰在立信大厦租了一间
屋，配了几台电脑，一个人创办起了“三
江论坛”。“开始我就想，用 5 年时间不赚
钱，努力把论坛办好，如果实在不行再
另谋出路。”创业初期，魏杰面对的形势
并不乐观，但他性格沉稳、内敛，做事有
条不紊，也对未来有清晰的思路和打
算。他明白，一个论坛不可能一片空
白，必须要有内容，于是他加了 100 多个
QQ 群，到处去寻找与合川相关的各种
信息。“我就像一个搬运工，用了 2 个多
月时间将许多商业信息填充到论坛里，
慢慢地打开了市场。我还记得接的第一
个广告是一家二手电脑的，广告费是
800元一年。”魏杰笑称。

为了逐步过渡和转型，2015年，魏杰
正式推出了“合优网”。至今合优网已
有 18 名员工，网站经营涵盖同城电商、
招聘求职、相亲房产等多个方面，年营
业额达三四百万元，“合优网”连续三届
获评“合川文明网站”，得到广大网友的
一致喜爱。

网站发展的同时，魏杰自身也在不
断进步，现为合川区政协委员，区知联
会、区新专联会员，熬过了最艰难的时

期，他用奋斗实现了当初的梦想。

自费拍摄合川航拍

早在几年前，魏杰与朋友为一名合
川本土歌手拍摄翻唱《成都》的歌曲《合
川人》MTV 时，为了取景采用了大量航
拍画面，那时他心中就有一个想法：“什
么时候能把美丽的合川像重庆电视台播
出的《鸟瞰新重庆》一样完整地拍出来，
让大家都能看到啊！”

今年 3 月，一位潼南朋友将航拍的
油菜花视频发给魏杰看，震撼之余再次
深深触动了他。“事不宜迟，说拍就拍！”
3 月 13 日，魏杰与一位朋友带上无人机
和 10 块电池，驾车来到太和镇，开始航
拍“试水”。

“第一次没有经验，无人机飞得不
高 ，拍 摄 角 度 不 对 ，还 拍 了 三 四 个 小
时，后来我们摸索出了方法，一天就能
拍三四个镇街了。”魏杰说，为了使拍
摄不重复，他的手机里密密麻麻记录
的全是各个点位，仅 5 月 8 日一天就拍
摄了 70 余个点。

5 月 8 日，合川所有镇街全部航拍
完毕，历时近 2 个月，终于大功告成。
期间他加上油费、吃饭、设备、人工等
费用，用去近万元。“虽然累点，但出来
的效果比较满意。”链接发布后，社会
各界好评如潮，不少镇街相关负责人
还积极与魏杰联系，希望补拍一些有
当地人文特色的景点。“目前我还在持
续完善，后期还要拍一些学校、风景和
老街等。”

魏杰说，等到了六七月份，他准备航
拍夏季的合川夜景，希望提升更多在家
的市民和在外的游子对家乡的全新认
知，了解合川的生活资讯和建设发展。

他用航拍记录下合川全貌
○记者 袁询 文/图

正准备进行航拍的魏杰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在为观众讲解该
馆镇馆之宝——《新华日报》印刷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