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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云）1月13日，全国
道德模范、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一等功臣
蒋诚遗物捐赠仪式举行，蒋诚生前荣获的
立功喜报、军功章、荣誉勋章、荣誉证书、
纪念章、奖杯及所穿过的军装等遗物全部
捐赠给区档案馆保存。

蒋诚，1928年12月出生，重庆市合川
区隆兴镇玉河村村民，1949 年 12 月加入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1月随部队入朝
作战，经历大小战斗400余次。在上甘岭
战役中，他以一人之力持重机枪歼敌400
余人，巧借深坑掩护击落了1架敌军战斗
机，因此荣立一等功。1955年2月，蒋诚
退伍返乡，深藏功名当农民，积极参与修
建铁路、乡道等便民工程，大力发展蚕桑
产业，特别是他自己贷款为乡亲修公路，

更是被群众广泛赞誉，彰显了一位共产党
员初心使命和一位革命战士的英雄本
色。2019年09月，被中央文明办授予“中
国好人”；2019 年10月，被重庆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授予“重庆好人”；2020年10
月，被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授予“最美
退役军人”。2021 年11月，被中宣部、中
央文明办等单位授予全国道德模范。

2023年1月5日上午10点01分在合川区
人民医院因病逝世，享年 94 岁。蒋诚逝
世后，其亲属决定将蒋诚遗物捐赠给合川
区档案馆。

捐赠仪式由区委办（区档案局）主持，
区委宣传部、区农业农村委、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区档案馆，以及隆兴镇相关负责
人和蒋诚亲属参加捐赠仪式。

全国道德模范、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
一等功臣蒋诚遗物捐赠仪式举行

立功喜报、军功章、荣誉勋章、奖杯等遗物捐赠给合川区档案馆

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1
月12日，市应急局“两联一蹲”督导
组来合开展督导检查工作。

当天，督导组一行去到太和
镇防洪重点区域及薄弱环节风
险点和重庆草街航运电力开发
有限公司富金坝航电枢纽等地。
通过实地看、听汇报、查资料等方
式对安全生产、防汛薄弱环节、应
急预案编制等内容进行督导。
对太和镇防汛工作的开展情况
给予充分肯定，并对当前工作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

督导组要求，要全面贯彻落

实上级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按
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
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做好全市“两会”、春节
期间安全工作。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深化认识，全面深入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
安全稳定底线；不断完善联席会
制度、人员配置等，抓实抓细各
个薄弱环节，坚决杜绝安全事故
发生；强化协同配合、责任落实、
涉水管理、宣传教育，不断提升
队伍应急救援能力和群众应急
避险能力。

市应急局督导组来合
督导检查安全生产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袁询）1月12
日，市残联党组成员、二级巡视
员孙连尚，市残联宣文部主任
罗海波一行到我区开展春节

“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
孙连尚一行前往合阳城街

道慰问二级残疾人向精诚。向
精诚父母在外务工，现由伯父代
为照顾其日常起居。孙连尚现
场了解其基本情况后，对其伯父
的照顾表示了感谢，同时鼓励向
精诚面对困难，要积极向上。随
后孙连尚一行去到钓鱼城街道
和南津街街道走访慰问了肢体
二级残疾人陈陶、视力二级残疾
人彭怡。每到一处，孙连尚都与

慰问对象进行了亲切交流，详细
了解了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收
入、存在的困难等情况，并给他
们送去了慰问品和慰问金。同
时，孙连尚叮嘱区残联要通过入
户访视工作及时掌握残疾人的
生产生活状况，倾听他们的呼
声，落实好残联各项利民惠民政
策，切实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走访中，孙连尚一行还结合
全市惠残政策给慰问对象宣讲
了党的二十大精神，并要求合川
区残联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要通
过耳熟能详的语言、喜闻乐见的
形式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

市残联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孙连尚
一行来合开展“送温暖”活动

本报讯（记者 袁询 摄影报道）1 月
11日下午，“发言人来了”——合川区移风
易俗工作新闻发布活动举行。

新闻发布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
新闻办指导，区委宣传部、区政府新闻办主
办。区文明城区建设指导中心、区民政局、
区文化旅游委、区农业农村委以及钓鱼城
街道相关新闻发言人参加新闻发布活动，
并在活动现场回答了村民代表的提问。

活动现场，区文明城区建设指导中心
相关负责人通报了2022年全区移风易俗
工作亮点举措及成效情况。2022年以来，
全区积极组织开展“树新风·革陋习”专项
行动，积极发动机关部门、街道社区、在合
高校志愿服务队，在城区公园广场、商业
大街等群众聚集的场所，通过相声小品、
歌曲舞蹈、宣讲朗诵、问答互动等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开展集中行动 9 场，在镇
街、村（社区）开展移风易俗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518场。同时，依托《合川日报》等
区属媒体开设专题专栏，推送移风易俗宣
传报道 1000 余条次；在“文明合川”微信
公众号创新推出“树新风·革陋习”H5、微
视频等新媒体产品，吸引 10 万余群众关
注、点赞、转发。营造了全民参与移风易
俗的浓厚氛围。

抓实婚丧喜庆新风尚。实施“家和计
划”，开展文明婚俗宣传活动6场，家和进
乡村宣传讲座2场，2022年提供新婚辅导
服务140对，婚姻家庭辅导280对，调和婚
姻家庭56对，受益人群有1000余人。编
制《合川区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十四五”规
划》等，夯实新建殡葬设施基础，开展殡葬
领域突出问题等专项摸排整治工作，排查
活人墓7起，对铜梁洞非法墓地进行行政
立案查处，没收违法所得。

做好大操大办专项整治。完善村规
民约，建立健全“一约四会”，对办酒席范
围、规模和礼金通过自治的方式进行规范
引导。加强党员干部监督检查，把好“监
督关、备案关、责任关”，把大操大办不正
之风整治同纠治“四风”结合起来，严肃查
处公职人员违规操办等问题。

推动农村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制定
《合川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新建农村户厕无害化改造 1000
户，整治农村卫生厕所2384户，完成污水
处理设施技改 15 座，新建场镇雨污管网
19公里。开展清洁村庄行动。在40个行
政村试点开展乡村治理“积分制”，建立健
全镇村“红黑榜”通报机制，积极开展美丽
庭院、清洁户等创建，实现农村居民“门前
三包”全覆盖。

抓好封建迷信专项治理。加强宗教
团体管理，进一步规范宗教活动场所，取
缔非法宗教活动点。加强党员日常监督
管理，严格落实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要
求。加强反邪教宣传，开展线下活动133
场次，发放宣传资料15万余份。

全面推进诚信建设。加强诚信宣传，
在“信用中国·重庆合川”网站开设《诚信建
设万里行》专栏，开展诚信典型案例宣传14
次，信用承诺公示486条。加强联合奖惩，
编制形成本区公共信用信息应用事项清
单。加大“红黑名单”联合奖惩力度，开展

“双公示”等信用信息归集和信用修复工作。
开展孝善立德行动。将移风易俗工

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考核内容。选树合
川区“好公婆、好丈夫、好媳妇”等孝善立
德先进典型 25 名（对），并加强宣传报
道。抓好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重点打造

“康养百年·银龄相伴——合川区关爱独
居老人”“合阳老友荟”等关爱老年人志愿
服务品牌，通过“社工+志愿者”的形式，
利用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在养老服务
站、敬老院等场所开展义诊义剪、亲情陪
护等志愿服务活动320次。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加强文化
阵地建设，建成图书馆分馆、农家书屋等
各类阵地1027个，打造特色文化示范点5
个、“一村一品”文化活动品牌16个，“三
馆一中心”免费开放，服务群众80万余人
次。加强人才培养，开展乡村文化人才培
训班3期。开展流动文化进村入院、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我们的节日”等群众
性文化活动2000余场次，惠及群众30万

余人。
区农业农村委、区民政局、区文化旅

游委、钓鱼城街道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活动
现场回答村民代表的提问。

村民代表：农村环境卫生专项整治采
取了哪些举措，成效如何？

区农业农村委：近年来，区委区政府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
市政府的工作要求，稳步有序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突出问题治理。

聚焦三个重点，加快补齐农村环境卫
生短板。一是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全面改善提升村民如厕条件、整治农村厕
所粪污。累计实施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6.3万余户，新建农村公厕104座，全区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86.6%。二是全面
巩固农村垃圾治理水平。按照国家五有标
准，全区配置农村垃圾转运车128辆、垃圾
桶44923个、垃圾箱3180个，全区现有农村
保洁人员3214人、收运人员509人。全区
行政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达100%，50%
的行政村创建了市级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
范村。三是梯次推进农村污水治理。2018
年以来，全区累计建成污水处理配套管网
130.36公里，建成重点聚集区（25户以上）
污水处理设施61座，新建或技改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15座，改造农村黑臭水体1
条，千人以上常住人口农村聚居点集中式
污水处理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

围绕三个层次，强力提升村容村貌。
如果把村庄环境卫生分层面，那么第一
层，是干净卫生；第二个层次，是整洁有
序；第三个层次，就是乡村和美。为了实
现这 3 个层次的村容村貌提升。一是分
层分类推进，制定了《合川区分类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试行）》，将各镇街
和村分为先行示范类、重点帮扶类、积极
推进类，确定不同目标，分类推进。我区
聚力打造了古楼镇摇金村祝家坝院子，钱
塘镇大柱村富龙沟院子、长五间院子等，
也成功创建了市级美丽宜居乡村 80 个，
创评数量位居全市第 5 位。二是全员全
域整治，先后印发《村庄清洁行动春、夏秋
冬季战役系列活动》等工作方案，组织全
区全面对农村环境卫生开展清理整治，仅
2022年，全区累计清理垃圾2万余吨、清
理沟渠3839.2公里、塘堰5016处、清理畜
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1万余吨，
解决了一批农村“脏乱差”的问题。三是
强化组织推动，为了确保农村环境卫生专
项整治成效，全区成立以区政府区长为组
长的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各镇街对标成立党政“一把手”任组长的
镇街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一把手”担任“村庄清洁行动指挥长”负
总责，带着群众干、做给群众看，全区4.2
万余名党员干部投入其中。

着眼一个长远，共建共享和美乡村。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全力以赴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在总体目标上，从推动村庄环境
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升级；在重点任务
上，从全面推开向整体提升迈进；在保障
措施上，从探索建立机制向促进长治长效
深化。当然，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既

要靠党和国家的组织推动，也需要群众的
参与和支持，在这里我们积极鼓励各镇村
通过群众评议等方式褒扬乡村新风，鼓励
通过“积分制”“红黑榜”等形式，深化自我
教育、自我管理。积极倡导群众加强庭院
内部、门前屋后环境整治。支持群众投工
投劳参与农村环境卫生的规划、建设、运
营和管理，共同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
村。

村民代表：目前我区在倡导婚丧嫁娶
新风尚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效果怎样？

区民政局：在婚嫁方面，提倡喜事新
办，引导婚俗新风。一是创新婚姻颁证服
务。建立婚姻登记特邀颁证制度，邀请社
会名人、文明代表、金婚夫妇等担任特邀
颁证员，用庄重文明的“颁证礼”代替奢侈
浪费的婚俗礼仪。全年开展集体颁证 2
场，集体颁证100余对。二是开展婚姻家
庭辅导。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文明、健康、
理性的婚恋观，提高婚姻家庭经营能力。
三是强化婚俗新风宣传。在区婚姻登记
大厅LED大屏常态播放移风易俗宣传内
容，引导新人签订婚事简办承诺书，积极
组织志愿者深入村（社区）开展文明婚俗
宣讲活动，并发放移风易俗的宣传单。全
年开展文明婚俗宣传6场、家和进乡村讲
座2场、发放各类宣传单2万余份。

在殡葬方面，提倡丧事简办，深化殡
葬改革。一是常态化开展文明治丧和惠民
殡葬工作。2017年启动城区文明治丧专
项整治，对选择集中治丧的丧属给予1000
元/例的补贴。出台困难群众丧葬减免政
策，免除低保、五保等困难群众最高1500
元/例的基本丧葬服务费。2022年发放文
明治丧补助240万元，劝导群众文明治丧
2000余例，发放丧葬补贴50万元，惠及城
乡困难群众330余人。二是加强殡葬领域
监管执法。全年展开了住宅式墓地、大墓
豪华墓、殡葬业价格秩序及公益性安葬设
施建设等专项整治。联合区市场监管局等
单位强化殡葬机构违规经营、炒买炒卖、欺
骗群众、虚开火化证等情况的查处，引导其
合法合规经营。三是推进殡葬设施建设及
规划。大力推进迁建卧龙殡仪馆，新建卧
龙陵园、狮子山城市公益性公墓、草街龙潭
山公墓等殡葬设施建设项目。编制殡葬服
务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为下一步完善
殡葬设施体系夯实了基础。推动国有平台
统筹承接我区殡葬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营，
增强殡葬服务的公益性。

村民代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方面，今年做了哪些工作，明年有什么打算？

区文化旅游委：充分利用公共文化设
施，积极开展文化活动。一是建好阵地。
近年来，先后建成区图书馆新馆、美术馆新
馆，建成43个图书馆分馆、40个文化馆分
馆、30个镇街文化服务中心、419个村社区
文化服务中心，建成乡情陈列馆15个、惠
民电影放映厅61个、农家书屋419个，完成
了钱塘镇大柱村、双凤镇关口村、云门街道
铁家村等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特色文化
示范点和钓鱼城街道思居村、钱塘镇大柱
村2个“学习强国”数字农家书屋示范点打
造。打造双槐镇龙狮村“木森说”、太和镇
亭子村“周吉可红色廉政文化”等16个“一
村一品”文化活动品牌。二是管好阵地。

畅通“区、镇、村”三级公共服务网络，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100%，农村应急广播
终端覆盖率100%，文化服务场馆免费开放
率100%。2022年开展文化阵地业务指导
及安全巡查80余次，切实提高文化服务效
能。“三馆一中心”克服疫情影响，免费开放
文化惠民，服务群众80万余人次。三是用
好阵地。2022年开展流动文化进村入院
1800余场次，农村电影惠民工程放映3700
余场；广泛开展文明行为宣传、主题实践活
动近1000场次，服务群众近5万人次，文明
行为促进月系列活动被中央电视台、人民
网、新华网、华龙网、重庆日报、重庆电视台
等10余家主流媒体宣传报道；开展4·23世
界读书日、“周末悦读”沙龙、第三十四届少
儿书画作品赛、儿童画展览、邓建强水墨画
展、“月鉴”主题展、“我们的节日”等大型群
众文化活动40余场，惠及群众25万余人
次。

培养乡村文化人才。一是强化培
训。2022年我区对农村基层文化骨干、乡
村文化工作人员等开展 3 期乡村文化人
才培训班，通过专家讲座、现场教学、指导
创作作品等形式对各镇街优秀文艺人才
80余人次进行了培训，结业时坚持用作品
说话。二是注重发掘。充分利用乡村阅
读挑战赛、广场舞大赛、全民健身运动会
等，发掘乡村文化人才，培养了曾美勇、唐
颖等优秀本土创编人才。三是丰富活
动。推行“生活+身边”“比赛+培训”“展
示+推广”的共建模式，在特殊节日、重要
时段等积极引导群众自发组织、参与、享
受各类文体活动，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

创作文化文艺作品。一是支持创
作。近年来，以建党百年、抗击疫情等为
主题积极组织创作了上万部文艺作品，其
中，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音乐作品《咱村
有了新气象》获第十九届全国“群星奖”入
围奖；舞剧《记忆陶行知》获重庆市级文化
作品创作扶持；现代川剧《江城女杰左绍
英》、话剧《吉可，回家吧》等在全市赢得了
好评；美术、书法、摄影类作品获市级及以
上奖项（含入展）21 件。二是鼓励登台。
这些运用地方特色、结合本土人物创作的
文艺作品，不止由合川人创编，也由当地
群众登台演出，特别是双槐善书等非遗项
目的创作表演，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的同时，也引导他们远离封建迷信、赌博
等不良陋习。

下一步，区文化旅游委将结合《合川
区进一步深化移风易俗工作方案》的具体
要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建设，
持续结合乡村实际创作文艺作品，推进移
风易俗和文明乡风，组织群众参与、开展、
享受和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村民代表：钓鱼城街道在开展移风易
俗工作方面，有哪些亮点举措？

钓鱼城街道：健全制度保障，完善组
织队伍。指导各村建立“一约四会”，完善
村规民约，健全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
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四个群众组织，为
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打下坚实的制度基
础。此外，协助各村组织两委成员、乡贤能
人、热心村民等成立红白理事会，全年对辖
区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攀比铺张等陈规陋
习进行劝导，有效制止130余次，开展扫黄
打非、戒黄戒赌劝导240余次。

开展评选实践，倡导文明新风。指导
各村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打
造了“老少咸乐 爱在一起”“五思五行”等
特色品牌。积极开展“全国道德模范”“最
美合川人”“文明院坝”等评选活动，组建

“鱼城之声”“银发宣讲团”等5支宣讲队
伍。近年来，钓鱼城街道先后有近30位村
民和家庭获得“合川好人”“好婆媳”“文明
家庭”等荣誉称号，充分发挥先进带动作
用，形成文明健康、团结向上的民俗乡风。

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2022
年制作并发放《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新风》倡议书5000份，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引导群众破除陈规陋习。同时协助
建设各村建立农家书屋，服务村民阅读，
大力推广区委宣传部制作的有声阅读栏
目，弘扬文明新风，形成全民知晓、全民参
与的移风易俗良好氛围，推进钓鱼城街道
新时代文明新农村建设。

“发言人来了”——合川区移风易俗工作新闻发布活动举行

推进移风易俗 弘扬文明新风

发布活动现场

近日，《人民日报》报道了
重庆的一次院坝会：白果树
下，一张方桌、几十条长凳，璧
山区来凤街道登凤村村民围
坐一起，在过年前集中反映问
题。去年4月以来，这样的会
开了 2795 场，解决问题 2631
个，就地解决率达88%。

近年来，许多地方以院坝
会、恳谈会、议事会等形式开
展“小微协商”。

但是现实中，有个别干部
把开多少次院坝会当作成绩，
看重次数多过效果，掉进了形
式主义的陷阱。事实上，群众
借着院坝会、村头会、恳谈会
等平台，对干部们掏心窝子，
就是希望诉求第一时间被回

应、问题第一时间被解决。
当然，院坝会并不是万能

的，村民提出的问题不可能全部
当场解决。但是，干部们认真倾
听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耐心解释
问题不能马上解决的原因，让群
众理解其中的道理、明白其中的
原委，群众也会真心认可。

收集问题是起点，解决问
题才是终点。用解决问题的
实效，引导和鼓励群众，讲痛
点、说难点、谈堵点，让村民说
的话起作用、见效果，院坝会、
村头会、恳谈会才能长久地办
下去，更好地回应群众对“善
治”的期待。

（据2023年1月11日《重
庆日报》）

既要收集问题 更要解决问题
○卞广春

中国共产党（1名）
刘春林
合川区工商业联合会（1名）
邹 逸
经济界（2名）
张启发、高 奇
教育界（1名）
屈 勇
体育界（1名）
邱 燕（女）
特别邀请人士（13名）
段 磊、蒋小金、秦建生、胡维海、刘 宾、刘 澜、李厚凯、

李 竹（女）、周烜堃、王 灿、赵 宇（女）、杨汉林、刘运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
委员会委员增补名单

（2023年1月16日政协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经协商研究，政协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定于2023年2月7日（星期二）至2月9日（星期四）在合川区
文化艺术中心召开，会期3天。

关于召开政协重庆市
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的决定
（2023年1月16日政协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