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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春
节将至，为营造平安和谐的佳
节氛围，让法治力量守护千家
万户，近日，盐井街道人大工
委、平安办、社事办、司法所、
派出所利用外出务工人员相
继返乡的重要时间节点，集中
开展外出返乡人员法治宣传
教育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各
个村（社区）通过设置宣讲台、
悬挂宣传标语，向来往人员发
放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手册，普

及劳动用工、社会保障、劳动仲
裁等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的维权知识，并就群众关心的
热点问题，现场答疑解惑。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
料200余份，接受法律咨询10
人次。通过现场宣讲和法律
咨询解答，有效引导群众尤其
是外出返乡人员积极学法、守
法、用法，树立运用法律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为推动
乡村振兴发展营造良好的法
治氛围。

盐井街道

开展春节返乡人员法治集中宣传

本报讯（记者 周云 通讯
员 文贵杰）近日，我区“文润
三江”2024年“万福迎春”下基
层送福送春联志愿活动正式
启动，首场活动在大石街道、
云门街道同时举行。

此次志愿服务活动由区
委宣传部、区文化旅游委、区
文联、各镇街主办，区文化馆、
区美术馆、区图书馆共同承
办，合川钓鱼城诗书画院、区

书协、区美协、区钓鱼城书画
协会、区老年书画协会、区诗
词学会协办，参与此次活动的
我区知名艺术家将为合川 30
个镇街居民提供送福送春联
志愿服务，活动时间将持续到
春节期间。活动现场，书法家
们挥毫泼墨，为群众写“福”
字、题春联，一张张大红“福”
字与一幅幅春联提前为广大
群众送去节日的祝福。

我区启动“文润三江”2024年“万福迎春”
下基层送“福”送春联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周云 通讯
员 刘心语）近日，2023年区文
化馆全民艺术普及免费培训
成果汇报展演活动在塔耳门
广场举行。

本次展演由区文化旅游
委、合阳城街道主办，区文化
馆、区美术馆、区图书馆、区
文化馆合阳分馆承办，活动
包含音乐、舞蹈、器乐、瑜伽、
诗朗诵、三句半等多种表现

形式。学员们各显身手，不
仅带来了精彩的集体表演，
还进行了个人才艺展示，充
分展现了他们在艺术领域的
学习成果，整个活动现场气
氛热烈，掌声不断，观看展演
的群众近 2000 人次。同时，
展演还设有国画、书法、摄影
班等优秀学员作品展览区，
让更多观众能够了解艺术、
走近艺术。

2023年合川区文化馆全民艺术普及
免费培训成果汇报展演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杨骁）1 月 20 日，
《品读南宋余晖下的钓鱼城》作品研讨
暨合川区砚文化传承学会年会举行，会
议提出以文艺创作与文创开发宣传钓
鱼城，讲好钓鱼城故事与合川故事，助
力钓鱼城“申遗”。

本次活动由区文联主办，区作家协
会、区砚文化传承学会、重庆市合川区
川洲桃片有限公司共同承办。活动现
场，《品读南宋余晖下的钓鱼城》作者周
云介绍了作品的创作经过，据了解，《品

读南宋余晖下的钓鱼城》是一部钓鱼城
“申遗”文艺宣传资料作品集，作品以
普通老百姓和一名文学爱好者的视角
与笔调，以散文、随笔、故事等表达方
式创作的文旅读物，以“鱼城宋韵”“烽
火孤城”“忠义千秋”“暮气南宋”四个
部分讲述了南宋余晖下的钓鱼城及与
钓鱼城有关的人和事，旨在让读者花
较短的时间了解钓鱼城、品读钓鱼城，
让钓鱼城从专家学者口中走进寻常百
姓心中。目前，该作品已由区文联编印

出版。
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区砚文

化传承学会会长易宗成介绍了学会
2023年工作及以砚文化为载体宣传钓
鱼城的成果。区砚文化传承学会是一
家以传承弘扬合川砚文化、以砚文化宣
传合川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的文化社
团，目前已先后开发出“钓鱼城砚”“涞
滩古镇砚”“育才学校砚”等具有“合川
元素”的文创产品，赢得了社会各界及
区内外游客的好评。

与会人员对钓鱼城历史文化挖掘
宣传提出意见建议，同时对《品读南宋
余晖下的钓鱼城》及区砚文化传承学会
在讲好钓鱼城故事、讲好合川故事方面
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会上，还就如何
以文艺创作讲好钓鱼城故事、以工匠精
神开发钓鱼城文创产品提出要求，希望
更多的合川人，特别是艺术家们都能加
入到宣传钓鱼城、助力钓鱼城“申遗”行
动中来，对推动钓鱼城文旅事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文艺力量。

《品读南宋余晖下的钓鱼城》作品研讨
暨合川区砚文化传承学会年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徐丽华 通讯员 杨
斌）“谢谢你们拾金不昧，如果这钱丢
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谢公司
培养了如此优秀的工作人员。”1 月 22
日下午6时许，重庆长运集团合瑞运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瑞公司”）公交
调度室里，七旬老人舒大妈接过失而复
得的2万元现金，拉着调度员黄经津和
驾驶员刘力的手，激动地说。

原来，1小时前，舒大妈乘坐了一辆
808A路公交车，下车时将装有2万元现
金和身份证件的包遗失在公交车上。
等到走了好远，舒大妈才发现丢了东
西，此时，公交车已经开走了，她急得团
团转，不知怎么办才好。

正在不知所措时，她听人说可以寻

求公交车运营公司的帮助，于是拨通了
合瑞公司公交调度室的电话。调度员
黄经津接到电话，一边安慰她不要着
急，一边认真询问遗失物的特征、现金
金额和证件类型等具体情况。了解清
楚后，黄经津立即在公交808路驾驶员
微信工作群发布了寻找失物的信息。

黄经津担心驾驶员在驾驶车辆时
不能及时看信息，又利用公交智能调度
平台，给驾驶员发送了寻找失物的语音
信息。几分钟后，渝 A05602D 号车驾
驶员刘力急急忙忙跑到调度室，将一个
黑色手提包交到黄经津手中。

黄经津和刘力按相关程序核实包
内物品，发现里面确实有大量现金和身
份证件，与舒大妈所丢物品和现金一

致。经过确认，黄经津打电话给失主，
告知其现金和物品已经找到，驾驶员已
妥善保管，请失主到 808 路调度室领
取。匆匆赶来的舒大妈，拿着失而复得
的现金和物品，对驾驶员刘力拾金不昧
的高尚品格和现场调度员黄经津认真
负责的工作态度连连称赞，于是就有了
开头的这一幕。

驾驶员刘力和调度员黄经津表示，乘
客遗失物品，拾金不昧、完璧归赵是他们
公交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和基本素质。

其实，拾金不昧这样的事在合瑞公
司数不胜数。据介绍，尽管合瑞公司经
常通过公交车上的语音系统提醒大家
注意保管自己的物品，驾驶员也会在乘
客上下车时善意提醒，仍然有一些粗心

的乘客遗失钱物在公交车上。为此，合
瑞公司为了及时找到失主，除了在公司
内部建立失物招领通道外，还与南津街
派出所民警彭勇共同建立了失物招领
平台，致力于帮助市民寻找在公交车上
的失物。仅2023年通过失物招领平台
就发还了190余件失物，价值近八万元。

记者提醒，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
行时，要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
下车时注意检查，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

乘客如遇物品丢失等情况，可拨打
以下三个调度室电话寻求帮助：

合川火车站：18182232199
合川客运中心：42897386
合瑞公司：42835057

七旬老人现金遗落公交车 驾驶员拾金不昧如数归还

本报讯（记者 刘鑫宇 摄影报道）东北
踩线团跨越两千公里，“踩点”合川钓鱼城，
会有一场什么样的奇妙之旅呢？日前，东
北地区百家旅行商和媒体踩线团来到我
区，了解合川旅游资源，洽谈旅游业务，共
同推动两地区旅游事业的发展。

东北踩线团一行走进钓鱼城，就被现
场的川剧变脸表演所吸引，大家的激情瞬
间被调动起来，纷纷拿起相机捕捉精彩瞬
间。随后，在导游的解说下，一行人先后观
看了钓鱼城抗战历史纪录片，参观了护国
寺、悬空卧佛、钓鱼台等景观，详细了解了
钓鱼城的历史文化。每每走到一个景点，
海城光大旅行社总经理罗宗青就和朋友同
事们举起“欢迎来到合川”名牌拍照打卡留
念，他说：“钓鱼城景区风景优美，历史悠
久，有了这次考察，希望下次能从游客变为
导游，亲自带团来到钓鱼城游玩。”

山水相融美丽如画，历史悠久底蕴深
厚，林间小道腊梅飘香……考察团对合川
的旅游资源给与了高度评价，并由衷地为
钓鱼城点赞。“钓鱼城的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通过本次考察，希望能通过我们媒体的
报道，让东北的游客更好地了解钓鱼城、更
多地来到钓鱼城。”辽宁广播电视台导演杨
峻一说道。吉林市松花江国际旅行社总经
理姜富娟也表示，东北现在冰天雪地，正是
人们到南方旅游的好时机，今后也将规划
更多更好的项目让东北游客来欣赏合川的
山川之美。

“钓鱼城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我们正
在全面提升景区景观质量、丰富旅游业态、
开辟新的游线，推出更多全民优惠的活
动。”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也向全国广
大的游客朋友们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到钓
鱼城旅游，讲钓鱼城故事，为钓鱼城点赞！

东北地区“百家旅行商和媒体”踩线团走进合川

2024年是邓素琼在二郎镇六合村
工作的第十七个年头，她的身份很多，
村委会委员、妇联主席、“农业致富女能
手”……虽然有不同的身份融于一身，
但是每项工作邓素琼都干得很出色。
在田间地头走一走，到屋内巷口聊一
聊，邓素琼扎根基层沃野，把自己的充
沛精力、青春活力投入到让村民日子越
来越好的使命职责中，与村民编织了一
幅幅乡村振兴新图景。

当好“领头雁”蹚出“致富路”

深冬时节，雨后薄雾散去，远山背
脊清晰。在二郎镇六合村柑橘产业基
地里，一排排柑橘树整齐排列，邓素琼
正在指导村民们修剪柑橘枝丫：“你看，
这种枝丫就不需要，我们要把这些重叠
枝丫剪掉，从而减少营养消耗，提升来
年长势……”

“邓姐每次传授的知识都很实用，
她会一边讲解一边示范，有问题也可以
随时提问，她都会细心解答。”六合村村
民朱小惠告诉记者，邓素琼为人亲切又
热心，每家每户遇到农业种植的问题都
爱找邓素琼，她总是笑嘻嘻地前来指
导，大家都特别喜欢她。同时，邓素琼
还是村里出名的“致富女能手”，不仅会
农技，还会经营。

这一切还要从 2006 年底说起，邓
素琼结束外出打工的生活，利用多年的
积蓄和学到的技术，回到老家流转了农
户闲置土地，开始种植莲藕，凭借着吃
苦耐劳和敢闯敢拼的优良作风，邓素琼

很快成长为产业发展的一把好手，她一
边学习农技知识，一边扩大种植规模，
拥有了自己的产业基地，除了清水莲
藕，还种植起生态香芋，这都给邓素琼
带来不错的收益，她将自家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

但是邓素琼深知一花独放非胜景，
她把“大家都富才幸福”时刻放在心上，
主动对接六合村10余户脱贫户在自己
的种植基地务工，每户年收入均达1万
余元。2018年，二郎镇党委、政府计划
统筹资金建设六合村柑橘产业基地，因
挂念着每家每户都能脱贫致富，邓素琼
为流转土地四处奔走，积极引导周边村
民发展产业，带动全村种植柑橘 2000

余亩，热心为村民传授经验，让村民实
现增收致富。

当好“娘家人”办好“妇女事”

基层总少不了“家长里短”，尤其是
涉及妇女老人的矛盾问题更难解决，但
千头万绪的工作从未让邓素琼畏难退
缩。

作为六合村妇联主席，琐碎、繁杂、
忙碌是常态，而细心、耐心、贴心则是邓
素琼的“标签”，她不厌其烦日日进农
家、访妇情，把工作重心下沉到基层、把
妇情民意掌握在基层、把妇女切身利益
问题解决在基层。邓素琼利用“妇女之

家”对全村200余名妇女有针对性开展
手工编织、钩针等手工培训；利用“儿童
之家”开展帮扶，“一对一”结对帮扶困
难儿童，让他们顺利入学；利用“百姓茶
馆”化解各类家庭矛盾纠纷，切实保障
了妇女的权益。为帮助本村妇女掌握
宽皮柑橘种植、生猪养殖、合理施用化
肥农药等农科技术，邓素琼一有空就在
六合村农家书屋给大家开展培训、交流
经验，5 年来，参加培训的妇女累计达
1000余人次。

同时，邓素琼是二郎镇高跷文化
传承人，她和村里姐妹一起组建了高
跷表演队伍，大家只要手里的农活儿
忙完，就会聚集在一起排练。“今年过
年，我们还要去隔壁镇表演。”邓素琼
说，组建高跷表演队伍既能传承二郎
镇高跷文化，又能丰富妇女们的业余
生活，对促进六合村邻里和谐起着重
要作用。

“有空就往村里跑，往妇女群众家
里钻，跟大家唠家常、问困难、说政策，
解决问题。”谈起邓素琼，六合村的妇女
们都赞不绝口。她凭着满腔的热情和
辛勤的付出，一步一个脚印，用汗水和
真心赢得了妇女群众的信赖和支持，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基层妇联
干部的担当。

邓素琼说，现在的六合村正朝着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
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迈
进，她会继续扛起责任的重担，用真心
换信任，为村民办好事、办实事、解难
事，在基层沃野诠释巾帼力量。

扎根基层沃野 展现巾帼风采
○记者 刘冰凌 文/图

邓素琼（右三）指导村民们修剪柑橘枝丫

踩
线
团
成
员
在
护
国
门
前
合
影

易纪均（1914—1998），重庆合川渭沱人，
1931年赴上海中华大学预科学习，1932年4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中共南京办事处工作，
不久转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留在中央党
校演出队工作。1938年进入延安马列主义学院
学习，同年与王首道结婚。此后随王首道赴哈尔
滨、湖南省人民政府工作，在长沙创建湖南省第
一育幼院并任院长，在长沙创建育才子弟小学并
任校长，后在中央农业部人事司、中南局组织部
工作。1984年离休在家，与家乡人民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渭沱电站的修建得到她很大的帮助和支
持。

易纪均，女，名朝德，字纪均，以字行，1914
年9月出生，合川区渭沱镇人。1932年4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农业部人事司工资福利科
科长、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名誉副校长等职。
参加革命被捕入狱

1920年，易纪均在渭沱读小学，1927年进入
合川县立女子初级中学读初中。1930年春到渭
沱易氏安仁小学任教员，1931 年春在合川县城
内县立第二小学任教员。

1931年6月，易纪均到易氏族会借黄谷变卖
作学费，赴上海中华大学预科学习。在上海中华
大学，她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当时
的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先后将她转移
到南洋烟草公司、上海纱厂做工。1932年4月，
在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工作期间，易纪均加入中国
共产党，并担任工厂妇女组织委员。7月，因叛
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被判处18年徒刑，关进南京
第一监狱（苏州）。

辗转多地开展革命工作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10月，在周
恩来、叶剑英等组织营救下，易纪均等11名同志
走出狱门，来到中共南京办事处。不久，易纪均
转赴延安中央党校13班学习。毕业后，她留在
中央党校演出队工作。1938年5月，她进入延安
马列主义学院1班学习。在延安，易纪均认识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主任王首道。1938年初秋，王首道和易纪均在杨家岭窑洞中举行
简单婚礼。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滕代远、陈云、李富
春等领导同志出席他们的婚礼。（未完待续）

（区委史志研究中心供稿）

奔
赴
延
安
的
女
革
命
者
易
纪
均

区委史志研究中心区委史志研究中心 区融媒体中心区融媒体中心 联办联办

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
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争当红岩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