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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加强党建引领

从“无产业无收入、只有 18 万元欠款”，到“引进多家

农业龙头企业、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数十万元”，重庆市巴南

区石龙镇中伦村的变化让村民们连说“没想到”。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驻村工作的石龙镇镇长

祁家宏对此深有感触，“我们从加强党员教育、配强两委班

子入手，让村干部想干事、会干事，这个村也变成了基层党

建整村提升示范村。”

扎实推进基层党建，重庆市注重以传承红色基因为重

点加强党员干部教育，以服务中心大局为指向筑牢堡垒、

提升队伍，强组织、当先锋、开新局，党建引领发展不断取

得新成效。

用好红色教育资源，理想信
念更坚定

“聂帅生前曾 3 次到酒泉主持重大发射试验，他为祖

国繁荣富强呕心沥血的光辉业绩令人敬仰感动。”近日，江

津区教育工委在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

党课。

作为聂帅故乡，江津区着力把红色资源转化为鲜活教

材，打造“聂帅精神报告会”等系列专题讲座。据江津区几

江街道西关社区党委书记罗敏介绍，社区设置“初心信

箱”，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书记带头讲、党员现

身讲、群众互动讲”等形式，在辖区内掀起学原著、学党史

热潮。

近年来，重庆市深入挖掘以红岩精神为代表的红色资

源的历史内涵、时代价值、现实意义，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不

忘初心，坚定理想信念。

“红色资源”基地建设系统化。经过梳理、挖掘，重庆

市形成了以红岩党性教育基地为龙头，江津区聂荣臻元帅

陈列馆、开州区刘伯承同志纪念馆等区县示范基地为支

撑，区县自建基地为补充的干部党性教育基地格局。

“红色资源”内涵挖掘品牌化。有关部门编写《红岩精

神研究》等 10 余本教材，推出“重温‘狱中八条’，增强党性

修养”等课程，创建红岩干部党性教育基地网络教育平台

等，打造红色教育品牌。

“红色资源”进入课堂流程化。针对红岩精神打造三大

教学区、28 个现场教学点，重庆市开发理论课程近 30 门、现

场教学课程 56门，开展“互联网+”培训，基层党建深入扎实。

提升干部能力水平，引领发
展迈新步

说起铜梁区西郊绿道沿途的民宿，最有名的当数“原

乡藕遇”。这个品牌的诞生，是年轻干

部干事创业的一个缩影。

3 年前，唐韵秋大学毕业，回到了家乡

铜梁区土桥镇庆林村。面对繁琐的基层事

务，这名“95 后”村干部一度迷茫。后来，区委

出台了《健全年轻干部发现培养选拔工作机制实

施方案》，帮他找到了奋斗方向。

为拓展村民的增收渠道，让村里的闲置资产

“醒”过来，唐韵秋带领群众成立原乡藕遇民宿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村民拿出闲置房屋入股，公司统一进

行装修、运营和管理，与村民按比例分红，村民就地当起

民宿服务员，收入有了大幅提升。

重庆市委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

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培养造就经济社会发

展最需要的干部队伍。近年来，全市以“三大攻坚战”、

“八项行动计划”、“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为主题，多次举

办专题培训，市级培训干部 6000 多人次；通过举办重庆

学习论坛，视频同步培训行业系统干部 7 万多人次，推动

各项事业发展。

创新基层党建载体，社会治
理探新路

“业主争抢停车位，外来人员随意进出，垃圾处理不及

时……”以前，江北区五里店街道南方上格林小区居民自

嘲居住在“三乱”小区——秩序乱、治安乱、环境乱。

2019 年 11 月，江北区提出以党建引领，化解小区物业

矛盾。南方上格林小区实行三步走：首先把党组织触角延

伸进小区和楼栋，选举成立以德高望重、公道正派的党员

为主的业委会，引导居民自治。新成立的业委会 9 名成员

中，有 6 名是党员。小区党总支下设业委会、物管公司、在

职党员 3 个功能型党支部和 5 个居民党支部，居民党支部

又建立了 26 个党小组。

党 组 织 扎 根 在 小 区 ，党 员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得 到 有 效

发 挥 。 在 消 防 管 网 改 造 过 程 中 ，5 名 工 程 师、造 价 师 党

员 组 成 专 家 团 队 全 程 参 与 ，预 算 节 约 了 40 多 万 元 ，工

期也缩短了 1 个月；小区实现了封闭式管理，居民有了

安全感。环境变好了，居民纷纷回迁，居住率从 80%提

升到 95%。

紧扣党建引领，重庆市加强推动城市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市委组织部指导下，部分区县先

行先试，带动各地探索创新。渝中区石油路街道党工委

成立党建联盟，为企业商户搭建了教育管理、党群服务、

先锋示范 3 个平台；渝北区龙山街道松牌路社区建峰小

区党委打造“建峰夜话”议民生党建品牌，成功处理民生

问题数十件。

重庆扎实推进基层党建

强组织 当先锋 开新局
本报记者 王斌来 崔 佳 刘新吾

重庆解放前夕，在渣滓洞、白公馆，300 多位革命志士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后时刻，他们留下了一份血泪嘱托

——《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遗

嘱的部分内容，被党史专家提炼为“狱中八条”。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

争的锻炼……”“狱中八条”短短不足百字，掷地有声、振聋

发聩、令人警醒、催人奋进。

回顾百年奋斗史，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取得一

个又一个伟大胜利，重视加强自身建设功不可没。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下，重庆通过充分挖掘包括红岩精神在内的红色资源，培

育优良作风，提升党性修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

面推进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份

满意的答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扎实推动，产业链

供应链持续优化升级，内陆变身“开放前沿”，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步伐加快……

红 岩 精 神 ，不 断 激 励 着 共 产 党 人 奋 勇

前 行 。 重 庆 的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在 实 践 中

砥 砺 初 心 使 命 ：抗 击 疫 情 ，党 员 奋 战 一

线 ；基 层 治 理 ，党 员 为 民 排 忧 解 难 ；乡

村 振 兴 ，党 员 奔 波 在 田 间 地 头 …… 驰

而 不 息 的 作 风 建 设 ，让 党 旗 更 红

更 艳 。

信仰光芒，点亮初心。站在新

的起点，我们更要坚定理想信

念，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
常碧罗

■感悟初心R

走进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老马工作室”，

桌上的两封感谢信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一封是 2012 年的，一封是

2021 年的，落款人都是黄银宣。信中写道：10 年前，您帮助我父亲申

请困难救助金，如今又帮我解决了难题……

做了 30 多年的调解工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老马工作室”负

责人马善祥收到过不少信，也写过很多信。从邻里纠纷到劳资难

题，从物业矛盾到现场突发问题，见多了“疑难杂症”，他总结出一整

套调解方法——“民为本、义致和”六字理念、“法理情事”十三要则、

“老马三十六策”……“人民调解工作就是和老百姓打交道，有耐心、

用巧劲儿才能做好。”老马说。

如今，退休的老马有了更多身份。在江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他是“指导员在线”平台的思想引领指导员；在街道社区，他是理论

宣 讲 队 的“ 名 嘴 ”；在 微 信 公 众 号 上 ，他 是 分 享 经 验 故 事 的“ 编

辑”……从基层民警、检察官，到社区工作者，有的在“老马工作室”

跟岗学习，有的请老马传授经验。江北区人民检察院还成立了“小

马工作室”，借鉴老马的工作方法，力争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

熟悉他的同事都知道，老马喜欢“跑”，跑着上下楼，跑着去现

场。65岁的他工作依旧安排得满满当当：“老马也要‘快马加鞭’啊！”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善祥

老马也要“快马加鞭”
本报记者 常碧罗

今年 2 月 25 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隆重举行。作为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毛

相林第一个上台领奖。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离不开千万个平凡英雄，62 岁的毛

相林就是其中之一。下庄村地处大山深处，祖祖辈辈“坐井观天”。

24 年前，毛相林横下一条心，带领村民在悬崖峭壁上凿石修道，历时

7 年，修出了一条 8 公里的“绝壁天路”，写下了愚公移山的当代传奇。

打起铺盖卷、吃住在工地……毛相林说，当时就一个念头：山凿

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总有一天我们能把它修通！

路通了，要想过上好日子，还要有产业。“难道发展产业比修路还

难？”毛相林起初有些“轻敌”，试了几样都不成功。村民大会上，毛相

林真诚地向村民道歉检讨，并请来专家把脉，确定了水果种植项目。

他先在自己的承包地试种，成功后再动员村民一起种。

目前，下庄村已发展了 650 亩柑橘、200 亩西瓜、100 亩桃子和

100 亩脆李。2020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13000 多元。说起村里的

新变化，毛相林喜上眉梢：下庄人事迹陈列室已建成开放，“天路”观

景台人气越来越旺，土坯房改造成了乡村民宿……“我们为了美好生

活，撸起袖子加油干！”

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

“当代愚公”写新篇
本报记者 崔 佳

“主拱圈下沉 35 厘米，变形超标！”15 年前，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

一座大桥出了问题，是拆掉重建还是整修续用？县里难以决断，就找

到了危桥整治专家周建庭。

“我带领团队进行了一个多月反复测算，判断这桥还能救。”周建

庭认为，在不中断交通的情况下，加固整治半年，桥就能“治好”。15年

来，数以万计的车辆安安稳稳驶过这座桥，维修成本仅为新建的 1/5。
“我国是桥梁大国，有 100 多万座桥梁，桥数和总长都是世界第

一。维护好、修缮好桥梁，延长它们的寿命，就是为国家节约。”如今

担任重庆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的周建庭在这一领域不懈钻研，

探索出山区拱桥建设与维护新技术。国内使用该技术加固修复的桥

梁已超过 3000 座。

与此同时，周建庭也在思考：如果能提前发现桥梁存在的隐患并

对症下药，治理成本不是更低吗？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有个依托重

庆交通大学建设的山区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实验

室主任，周建庭和团队在桥梁内在病害诊断、安全监测与评估、

桥梁性能提升等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

“我是科研工作者，更是一名老党员。我最想

传授给学生的经验，就是把个人的事业发

展和国家的重大需求结合起来，

为我国桥梁安全保驾护

航 。”周 建 庭

说。

重庆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周建庭

为桥梁安全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蒋云龙

图①：璧山区文风小学“绣红旗 学党

史”主题教育课堂上展示的刺绣作品。

人民视觉

图②：江北区大石坝街道在党群驿

站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宋丹丹摄

图③：《红岩革命故事展演》剧照。

人民视觉

图④：歌乐山烈士陵园红岩魂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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