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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鑫宇 通讯员 邹
颖 杨彬）近日，记者了解到，为保障居民
生活用水，大石街道多方筹资，在龙骨村
实施了应急供水工程。

大石街道龙骨村距离大石街道场
镇中心向南约 2 公里处，风景秀美、民
风淳朴，但因地势较高，水源条件极
差。该村由原来的龙骨、塘庙、冷庙 3
个自然村合并而成，饮用水类型属于
典型的地表水和农户自打的浅井，水
质、水量、用水便利程度都不理想，人
蓄生活饮用水十分困难，急需实施应
急工程。

了解到有关情况后，大石街道相关部
门积极争取市级水利资金100万元，加上
龙骨村集体经济组织垫资的 150 万元，
共同用于实施龙骨村应急供水工程。该
工程包含水源建设、主次管网、入户管
网、检查井、水表等。施工完成后，将为
龙骨村全村约 1337 户、4109 人供应自来
水，覆盖全村88.25%的住户，有效减轻群
众找水、挑水的劳动强度和经济负担，解
决龙骨村无稳定供水水源问题，同时项
目施工可以为当地群众提供就近务工岗
位，增加群众收入。

“在项目建设内容或环节中，我们
将严格落实‘以工代赈’要求，积极组
织当地群众参与务工，并及时足额发
放劳务报酬。”大石街道相关负责人介
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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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唐敖 杨南方
记者 刘鑫宇）记者从区人力社保局
获悉，我区扎实开展“职业培训进校
园”活动，围绕全市八大主导产业、
33 条产业链和全区特色产业的人力
资 源 需 求 ，实 施“ 青 年 技 能培训行
动”，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增强青年群
体适应产业发展、岗位需求和基层就

业的能力。日前，合川区首期高级汽
车维修工培训班学员在重庆工商职
业学院顺利结业。

培训中，65 名高校毕业生参加
了高级汽车维修工培训，培训采取理
论授课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邀请到重庆市汽车维修行业的
专家，详细讲解发动机拆装及检修、

底盘拆装及检修、电气识图及电气
系统故障检测、车身修复及涂装等
专业汽车维修技术。同时，还进行
了反复的实操训练。最终经鉴定考
核，60 名学员取得了汽车维修工高
级证书，获证率达 92%。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认真履行
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

服务青年的职责，以高校毕业生和
青年群体为培训对象，以提升青年
就业创业能力为核心，开展全媒体
运 营 师 、健 康 管 理 师 、数 字 化 管 理
师 、创 业 培 训 等 技 能 培 训 ，帮 助 他
们掌握新的职业技能，提高适岗能
力 ，促 进 青 年 群 体 成 长 成 才 、创 业
就业。

实施“青年技能培训行动”提高青年群体适岗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柳红）为深入推
进商会改革发展，持续深化“四好”商
会 建 设 ，市 工 商 联 组 织 开 展 了
2021——2022年度“四好”商会认定工
作。在区委统战部和区工商联（总工
会）精心指导下，经综合考评，龙市镇
商会入选 2021——2022 年度市级“四

好”商会，并将争取全国工商联直接认
定商会。

据了解，龙市镇商会成立于 1996
年，秉承“建好商会、服务会员、助推发
展、务求实效”的建会初心，紧扣全区
和全镇中心工作，认真履行商会职能，
坚持“争先进、创一流”的工作定位，聚

焦政治引领、队伍建设、服务发展和自
律规范等四个方面下功夫、求实效，近
年来实现了较快速的发展，会员已达
223人，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

2015—2021 年 连 续 7 年 获 评 区
级 先 进 基 层 商 会 和“ 四 好 商 会 ”，

2017—2020 年 获 评 市 级“ 四 好 商
会”，2017—2018 年、2019—2020 年蝉
联全国“四好”商会；在 2021 年度“服
务高质量发展商会建设年”活动中，
被评为市级“优秀商（协）会”；商会
党支部获评 2021 年度区级“先进基
层党组织”。

2021——2022年度市级“四好”商会名单和拟争取全联直接认定商会名单公布

龙市镇商会入选

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 摄影报道）在南津
街街道书院路社区，有这样一支抗“疫”队伍，
10 名社区干部、十朵“金花”，她们义无反顾投

身疫情防控一线，勇挑重担，承担着宣传引
导、楼院排查、全力“追阳”等工作，用实际行
动展现了抗“疫”巾帼力量。

“请大家戴好口罩、做好居家健康管理。”
“出门购物就近购买，不要扎堆聚集。”11 月 14
日，记者在南津街重百商场广场见到了刘友兰
一行，她们刚完成了单体楼院疫情防控排查工
作，眼看到了10时许，不少居民外出采购生活物
资，她们急急忙忙赶到重百商场广场，叮嘱辖区
居民戴口罩、不聚集、就近购物、买完即回，电话
回访辖区居家隔离人员生活需求，安排为他们
物资采购配送上门等事宜。

今年 53 岁的刘友兰是南津街街道书院路
社区党委书记，自 11 月 3 日以来，她与同事们
开启了吃住在办公室、奋战在一线“白+黑”

“5+2”连轴转的工作模式。辖区多为单体楼
院、老旧小区，共 216 栋 374 个单元，单体楼院
四通八达、散户众多，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任
务重、压力大。社区干部清一色女性，却都是
历经考验、防控经验丰富的基层精锐力量，承
担这辖区疫情防控宣传引导、楼院排查以及
近 8000 余名居民核酸检测组织工作等，全程
参与疫情防控每个环节。15 日凌晨，她们结
束工作回到办公室，把手机放在折叠床头和
衣而睡，一旦接电话通知则必须在 20 分钟内
赶到现场。

“职责所在，再苦再累也不能有丝毫疏漏。”
刘友兰表示，疫情隔断不了亲情，短暂的分离
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聚，相信在党和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
下，定能守得云开“疫”散。

十朵“金花”齐上阵
展现抗“疫”巾帼力量

刘友兰（右一）劝导居民步行买菜按时返回

本报讯（记者 王灿 摄影报道）我区本轮疫
情发生以来，无数医务工作者冲锋“疫”线，彰显
了“最美逆行者”的担当与坚守，来自区疾控中心

公共卫生科的梁云立便是其中之一。11 月 14
日，记者采访了他。

作为一名“疾控人”和“公卫人”，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是梁云立义不容辞的责任。疫情发
生后，梁云立化身抗“疫”一线的“侦察兵”，在
现场流调组参与流调工作。流调工作是防止
疫情扩散的重要一环，这项工作琐碎复杂，梁
云立需要与各方沟通交流，精准掌握阳性病例
的行动轨迹、密接人员等，工作量很大。尽管
如此，梁云立却没有丝毫怨言，兢兢业业地完
成自己的每一项工作。

太和镇出现阳性病例以后，梁云立又立即
赶往太和镇驻点参与镇上的疫情防控工作。
在太和镇，梁云立主要负责风险区的研判、排
查防控漏点、协助区里的流调组等工作。打
电话、看报告、下现场……梁云立每天都忙得
脚不沾地。他说：“我们不仅要在办公室里根
据流调报告研判风险，还需要去阳性病例的
家里实地查看，排查风险点位、密接人员、风
险人员等。当隔离人员有顾虑或担忧时，我
们会积极帮他们进行心理疏导；在隔离人员
有困难或需求时，我们也会积极想办法帮他
们解决。”

疫情防控工作非常辛苦，梁云立每天基
本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身体虽然疲惫，群众的
配合与支持却给予了他无限的动力。“我们不
会辜负大家的信任与支持，我相信，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梁云立
表示，将继续奋斗在抗“疫”一线，做一名有
责任、有担当、有坚守的“排头兵”，直到战胜
疫情。

勇当“排头兵”“疫”线显担当

梁云立（右三）正在工作

齐心“合”力 携手抗“疫”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有一股志
愿者力量始终坚守在一线，他们有
的是机关干部，有的是居民小组长、
有的是普通市民……他们毫无怨言
地为全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

曾艳是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妇委
会主任、区人大代表，该局志愿服务
第11小组组长。“我认为志愿者所做
的一切，说大了是保护自己的城市，
说小点是保护自己的家庭和生命，
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从来
没觉得苦和累。”曾艳表示，这次参
加抗“疫”志愿者行动，她先后去了
锦城路社区、沙坪路社区、步步高广
场等地值守。每当听到群众“你们
好辛苦！我们都听指挥听安排，尽
量给你们减轻负担。”等暖心话语
时，曾艳觉得再累都值得。

区妇联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任
杨锐，从 11 月 5 日开始下沉钓鱼城
街道太平门社区东海四期和鱼城
雅苑两个点位，参与信息录入、维
护秩序等志愿服务工作。“有一次，
一位年逾 80 岁的老人因为记性不
好，怕耽误核酸采样时间，提前把
电话、住址、身份证号码都誊写在
小纸条上用手绢包裹着，小心翼翼
地打开让我录入，当时我就忍不住
了，眼泪一直在眼眶中打转。”杨锐
说，这就是群众对抗“疫”最朴素最
直接的支持，让人感动而欣慰。

李莉是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工作人员，她先后在御
景山庄核酸检测点做劝导员，在花
漫里核酸检测点当信息录入员，11
月 11 日晚，她为居民发放棉签 380
根。一天一天重复忙碌的工作让
她体验到了一线人员的不容易和
辛苦，也让她坚定了和大家一起共
克时艰的信心。

李彬琦是区文化馆美术书法
部馆员，这几天她一直在钓鱼城街
道小桥路社区为居 民 测 量 体 温、
检 查 小 区 出 门 条 、进 出 小 区 登
记。她说，大部分居民都很配合
工作，在志愿者的劝导下做核酸
检测都能自觉保持一米距离并戴
好口罩，虽然很多志愿者早出晚归
工作比较辛苦，但为了早日战胜疫
情，保证大家的安全，一切付出都
是值得的。

侯涛是钓鱼城街道鼓楼街社
区第 16 居民小组组长，也是别凡
溪小区疫情防控点的志愿者。侯

涛告诉记者，她与其他社区干部一道，从 11 月 4 日晚上开始参
加社区疫情防控工作，除了守护小区疫情防控点外，还要组织
小区居民做核酸检测，遇上小区居民就医、买药等紧急问题就
帮忙联系解决。老奶奶说，侯涛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居民小组
长，更是一个为居民排忧解难的志愿者。

64岁的聂玉玲是第二次参加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了。“今年
8 月我就报名参加过，所以在这次社区发出招募志愿者的通知后，
我就立马报了名！”11 月 13 日 13 时许，正在卡口值守的聂阿姨笑着
说道。

聂玉玲负责的是南津街街道书院路社区新街片区，她承担着最
艰巨的三个时间段的值守：5 时至 9 时、12 时至 14 时、18 时至 21 时。
社区工作人员周澜馨告诉记者：“其实这几个时间段是最恼火的。
早上起得早，中午休息不了，就连吃饭都不能正常吃，但聂阿姨却从
未有任何怨言。”

检查出门条、查验渝康码、劝导聚集的群众……工作简单枯
燥，有时还会招来不理解的漫骂，聂玉玲却做得一丝不苟，态度
也永远温和坚定。“大家有点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该履行的手
续、该遵守的要求必须要执行到位。”聂玉玲说，疫情之下，只要
大家静下来了，管住了，疫情的传播才能被控制住。我负责的
这片都是老街坊，只要大家都平平安安，我觉得我的付出就是
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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