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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重庆 6 月 8 日电（记者周闻韬）
携带笔记本，身穿印有“立法联系点”字样的
蓝色马甲，重庆市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居民
周耿和妻子黄雪莉最近忙碌穿梭于街巷，为
正在制定的《重庆市养犬管理条例》向群众征
集立法意见和建议。
　　如何规范不拴犬绳行为，怎样让养犬条例

“长出牙齿”，有效减少犬只伤人现象？每到一个
小区，周耿和黄雪莉都会围绕相关问题同居民
们交流，不时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
　　养犬管理问题事关民生，社会关注度高，
在立法阶段听取来自群众原汁原味的声音，
将“群言群语”转化为“法言法语”，是周耿和
黄雪莉作为石井坡街道信息采集员的主要职
责，像他们这样的信息采集员，在全街道一共
有 300 多人。
　　 2020 年 5 月以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在全市社区、高校、律师协会、人民法庭等地
陆续设立了 10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由各联
系点立足自身特点，各有侧重地针对立法提
出建议，发挥反映民情、倾听民意、汇聚民智
的“直通车”作用。
　　石井坡街道中心湾社区正是首批设立的
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立法联系点一头连着
立法机关，一头连着普通群众，有助于推动基
层群众参与立法的深度和广度，使立法更接
地气、更具实效。”石井坡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江小波说。
　　在基层立法联系点运行过程中，信息采
集员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石井坡街道从
辖区居民中遴选出 300 余名热心群众，深入
到居民身边征求意见。在中心湾社区驻地门
前的广场上，还建起了 3200 余平方米的会客
厅，吸纳社区顾问律师、共建单位法律专业人
士等组建专业人才队伍，为汇总、提炼居民建
议提供支持。
　　虽然是第一次担任信息采集员，但大家对

这项工作都十分认真。年过七旬的姚华全老人
早年在国营企业工作，热心于公共事务。
　　姚华全说，自己每收到一部新的法规草
案，首先会先通读全文，通过网络查阅资料
理解原意，从中找出与群众密切相关的、让
群众感兴趣的点，再把其转化为大家能听懂
的语言。“大家对房屋拆迁、征收有哪些意
见，今天我们一块来聊聊。”在参与《重庆市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意见征集
中，姚华全就是用这种方法，收集到不少有
价值的建议。
　　运行近两年来，中心湾社区基层立法联
系点不断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探索形成了“三
甄三译”（三次甄别三次解读）六部工作法，创
新实施“开放式漫谈会”活动形式，还把立法
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开进了院坝和楼栋。
去年，重庆会山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副
书记陈健刚参加了《重庆市文明促进条例》意
见征询。“以前觉得立法这件事很远，现在觉
得立法很近，近在家门口，这就是最好的‘获

得感’。”他说。
　　截至目前，中心湾基层立法联系点在 7
个社区、6 个社会单位、20 个居民区和 88 家
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设有信息采集点，已完
成 20 部法律法规意见征询，整理上报意见建
议 355 条，在已公布的法律法规中，有 37 条
被采纳认可。
　　中心湾社区还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拓展
功能，与民生改善、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等工
作相融相促。
　　在推进城市更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方
面，社区发动信息采集员一起全覆盖征询意
见，发动律师信息员提供法律指导，积极求解
民意最大公约数，妥善解决老旧小区改造、文
明行为促进等难题。
　　“借助基层立法联系点，一批‘急难愁盼’
问题得以推进解决，群众的意见即便不能上
升为法条，也能充分转化为现实‘治理力’，让
为民立法更有温度，基层治理更有精度。”江
小波说。

重庆基层立法联系点推进解决“急难愁盼”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上接 1 版）山东是黄河入海口，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勇担重任：加快黄河防洪
减灾工程建设；打造黄河下游绿色生态廊道，推进
黄河口国家公园创建；着力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龙头作
用……
　　夏日的东营市黄河入海口湿地，绿草连天、百
鸟翔集。
　　 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黄河入海
口考察时强调，要把保护黄河口湿地作为一项崇
高事业。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
中心主任刘静近期正忙于统计东方白鹳孵化雏鸟
的数量，也为迎接生态补水季的到来做准备。“今
年以来，保护区已修复 1000 公顷湿地，鸟类由
1992 年建区之初的 187 种增至 371 种。”刘静说。
　　为彻底改善黄河原蓄滞洪区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山东实施迁建及改造提升等措施，让 60 万滩
区群众喜圆安居梦。
　　 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
指出，“要扎实做好安居富民工作”“确保人民群众
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我们社区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特色种植
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大家的收入不断增长，生
活一天比一天好。社区里还建起了幼儿园、养老
院、卫生室，这样的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山东东
营市杨庙社区居民许建峰说。
　　黄河流域能源资源富集。2021 年 10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考察时
指出，绿色低碳发展，这是潮流趋势，顺之者昌。
　　如今，研究院总地质师曹小朋和团队研究的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已用于油田生产
中。“二氧化碳驱油既减少了碳排放，又增加了原
油产量，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曹小朋说。
借助二氧化碳驱油与封存关键技术，胜利油田已
在 7 个区块累计注入二氧化碳 42 万吨，增油 11
万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

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山东是红色精神的高地，也是中华传统文化
的沃土。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革命老区临
沂考察时会见了当地先进模范和当年支前模范后
代代表，于爱梅是其中一位。
　　于爱梅是沂蒙母亲王换于的孙女、沂蒙红嫂
张淑贞的女儿，年近七旬，依然活跃在沂蒙精神宣
讲一线。于爱梅说：“现在我的女儿也加入了宣讲
队伍，我们要让前辈留下的沂蒙精神代代传承。”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临沂考察时
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
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
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山东不断加
大红色资源保护、红色文化传扬力度：山东博物
馆对珍贵革命文物实行本体保护和数字化保
护；打造沂蒙党性教育基地；推出民族歌剧《沂
蒙山》等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建成红色旅游景区
近百个。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山东
曲阜的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他强调，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
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
为条件。
　　近年来，山东举办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建设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推进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打
造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
　　曲阜市在村居、社区、学校、企业等领域打造
了数十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示范点；实施“村居+社团+群众”模式，
广泛开展“我们的节日”、经典诵读、非遗传承等
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活”在百姓中间。
　　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与红色基因叠加，凝聚
起奋勇向前的强大力量，齐鲁大地铺展开更加美
好的画卷。     新华社济南 6 月 8 日电

  ▲ 6 月 7 日，学员在“拉面大课堂”学习拉面技能。近年来，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大力打造
“张家川伊香拉面师”劳务品牌，积极实施免费就业技能培训，聘请拉面教师，开办为期 15 天的“拉面大课
堂”，免费为当地农村群众培训拉面技能，帮助他们凭借制作拉面的技能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截至 2021 年
底，“拉面大课堂”已累计培训 14000 多人，为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新华社记者陈斌摄

“拉面大课堂”

　　新华社南京 6 月 8 日电
（记者邱冰清、蒋芳）记者从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获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余昌祥于 6 月 7 日去世。至
此，由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
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仅剩 55 位。
　　余昌祥，1927 年 10 月 19
日生。1937 年 12 月，侵华日
军占领南京后进行大规模屠
杀，年幼的余昌祥跟随家人躲
进了家门口扫帚巷王全胜粮行
下面通往长干桥大管道的地洞
里，没来得及避难的生父余必
福被日本兵杀害，尸体一直没
有找到。养父余必文也被日本
兵捅了好几刀，侥幸逃生。
　　纪念馆内遇难者名单墙上
的名字，成为他怀念生父的一
个寄托。每年，余昌祥老人都
要在家人的陪伴下，来纪念馆

“看看”自己的父亲，为父亲上
香、献花，祈祷亲人的冤魂能够
安息。
　　亲历浩劫，余昌祥看淡生
死。几年前，他和老伴就在遗体捐赠的相关文件
上签了名字。老伴过世后，捐赠了遗体。如今，余
昌祥老人的生命也将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年轻
时，没有给国家做很多贡献，遗体捐献了就算是贡
献吧。”余昌祥生前曾说。
　　今年以来，已有 6 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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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西安 6 月 8 日电（记者蔡馨逸、王
承昊）2008 年，当时 28 岁的沈益昌带着“年
轻就要拼搏”的想法从宝岛台湾来到陕西西
安，开了一家蛋糕店。如今小店面发展成了食
品公司，而他创业的热情不减：“大陆市场大、
机会多，只要有梦想、肯拼搏就能有收获。”
　　 14 年前，沈益昌决定凭着烘焙西点的一
技之长去大陆闯一闯。在广州等地考察后，他
将目光瞄准了西安。“相较于北上广，西安的西
点市场刚起步，发展空间更大。”
　　他的第一家店开在一家商场里，主打台
湾风味蛋糕。起初店里只有两名员工，虽是老
板，沈益昌既要做蛋糕又要招呼客人，开业当
天就忙了个通宵。
　　 2013 年，门店增加到了 8 家，并开办一家
小型工厂为门店供货。沈益昌说：“初到西安
时，这里的老百姓更喜欢馒头、饼子等传统面

食，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口味和食品
消费越来越多元，蛋糕、面包也很受欢迎。”
　　经过 5 年快速发展，沈益昌公司的业务
从西安扩展到了咸阳，投资 3000 多万元在咸
阳成立了陕西吉吉阿里山食品有限公司。阿
里山是台湾地标，他希望人们看到这个名字
想到台湾，感到亲切。
　　目前，沈益昌在西安、咸阳两地开设 30
家店面，产品品类有 100 多种，年销售额约
7000 万元。他说：“大陆发展快、市场竞争强，
激励我不断开阔眼界、不断进步。下一步我们
计划继续调整工艺，推出新品上市。”
　　近年来，大陆接连出台惠台“31 条措施”

“26 条措施”等，吸引更多台湾同胞在大陆学
习、创业、就业，共享发展机遇。
　　 2019 年，台湾建筑设计师黄洁如在西安
开了一家以酒店、商场和家装设计为主业的

公司。
　　从 2014 年被台湾公司外派到西安工作，
到 2019 年独立创业，黄洁如经过一番实地考
察和深思熟虑。“刚从台北来到西安，确实有
不适应。但在这里的每一年都能看到城市的
巨大变化。”她说，正是这种快速发展，让她看
到了市场前景。
　　大陆为黄洁如提供了广阔舞台。她曾参
与过城市规划和风貌研究，承担过一家有
300 间客房的酒店设计。“这样的规模和层
级是在台湾的青年创业者很难接触到的。”
黄洁如说，在设计理念方面，古城西安的文
化底蕴和烟火气息给了她诸多灵感。
　　面对疫情影响，黄洁如认为公司要做的是
适应与提升，“近两年商业空间的投资的确谨慎
了，但必要的项目都在进行。目前疫情防控形势
向好，我们只有坚持高品质才能赢得市场”。

　　 2020 年疫情发生以来，大陆持续出台保
障生产、助企纾困等措施。咸阳卓英社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资程表示，从疫情发生
至今，他所在公司基本没有停产，个人生活也
未受到影响。
　　 2008 年从台湾来到大陆，林资程在苏
州、青岛等多地工作过，2018 年来到咸阳。
　　疫情封控管理期间，林资程最担心的是
公司员工无法正常到岗。好在当地政府出台
了闭环管理措施，对住在产业园内的员工实
行封闭管理，每天正常上下班，对园区外的员
工则由专车点对点接送，兼顾疫情防控与企
业生产。商超进小区等生活保障措施让他的
家庭及时获得生活物资。
　　“当台湾青年想要有所作为、实现理想抱
负时，欢迎来到大陆，到西部走走看看，在这块
充满机遇的沃土上追梦筑梦圆梦。”沈益昌说。

台湾青年“西行记”：努力与机遇的美丽邂逅

　　走进坐落在长江之畔的重庆
工业博物馆，一座巨大的烟囱映
入眼帘，上面的红字仍然清晰可
见———“质量是第一信誉，是企业
的生命，是职工的饭碗”。
　　重庆工业博物馆依托重庆市
大渡口区老重钢型钢厂的部分工
业遗存建设，35000 余件藏品勾
勒出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场景。
　　在主展馆第一展厅入口处，
一台拥有百年历史的木制织布机
被陈设于此。它上面缠绕的根根
苎麻纤维，好似在诉说一段重庆
工业历史。
　　 20 世纪初，在重庆荣昌，这
样的织布机达到 5000 多台，年产
销 70 万匹夏布。制造夏布、火柴
等早期手工业，成为点燃重庆工
业的星星之火。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抗战大
后方的工业中心，兵器工业是重
庆的工业重心。
　　 1938 年，随着日军紧逼武汉，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成立，在 40 天
内，将包括汉阳铁厂在内的几大钢
铁厂的 3 万多吨设备材料，从湖北
宜昌转移到重庆大渡口区。
　　在重庆工业博物馆工业遗址
公园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8000 匹马力双缸卧式蒸汽原动
机，便是西迁到重庆的设备之一。
经过修复，这台蒸汽原动机所在

的生产线在 1952 年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根中
华式 38 公斤重轨，确保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
渝铁路，从钢轨到螺栓都是“中国造”。
　　“钢迁会”于 1939 年开始投产，在大渡口
厂区共设制造所 8 个，运输码头 6 座，自备各
类船只约 258 只。“钢迁会”在鼎盛时期，员工
人数达到 15699 人，为全国抗战兵工生产提
供了 90% 的钢铁原料。
　　重庆工业博物馆在“钢迁会”生产车间旧
址基础上，设立“钢魂”馆，保留了厂房的基
坑，供游客参观。
　　 1955 年，重庆钢铁公司在这片土地上建设
型钢厂，延续重庆的工业之火，创下多项第一。
　　 2011 年，随着型钢厂 2700 毫米中板轧
机将最后一块钢板轧制完成，大渡口区老重
钢钢铁生产线全面关停，留下大量工业遗存。
　　“重庆市从 2010 年开始谋划工业遗存的
活化利用，决定利用大渡口区老重钢型钢厂的
部分工业遗存，建设重庆工业博物馆，把‘工
业锈带’变成文博地标。”重庆工业博物馆副
馆长官咏琴表示，自 2019 年 9 月底开馆以来，
重庆工业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60 余万人次。
　　记者准备离去时，看见两位老工人正在
博物馆参观，他们一边观看，一边热烈地讨
论着当年的生产场景……（记者陈青冰）
       新华社重庆 6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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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孙哲）记者
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最新了解到，今年以来，新疆一系列稳就
业保就业政策扎实落地，1-5 月城镇新增就

业保持稳定，新增就业 26.3 万人，完成全年
46 万人目标任务的 57.17%。
　　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沈平江
介绍，今年以来，新疆坚持就业优先，突出重

点群体，深入实施扩大就业惠民工程，促进城
乡各族群众多渠道、多形式就业创业，目前全
区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重点群体就业稳
中向好。

新疆今年 1-5 月城镇新增就业逾 26 万人

　　新华社呼和浩特 6 月 8 日电（记者李
云平）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影响，内蒙古采
取技能培训、产业带动、外出务工等多种措
施帮助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持续提高脱
贫人口工资性收入。
　　内蒙古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开发指导处
处长李挺彪 8 日在全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内蒙古加强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鼓

励引导企业及各类经营主体优先聘用脱贫
劳动力，帮助他们逐步从临时就业向稳定
就业转变。引导脱贫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
受中高等职业教育，帮助他们逐步由“靠苦
力挣工钱”向“凭技能拿工资”转变。
　　李挺彪说，内蒙古把促进脱贫地区产
业发展与强化产业带动就业有机结合，进
一步提高脱贫人口工资性收入。探索建立
跨区域劳务协作机制，采取订单式、组团式

等方式开展劳务对接，扩大外出务工规模，
提升脱贫人口稳岗就业质量和工资性收入
水平。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内蒙古积极
搭建脱贫地区与用工输入地就业桥梁，采
取线上“集中式”洽谈、线下“组团式”务工
等多种方式，做到脱贫劳动力“流得动、进
得去、稳得住”。今年前 5 个月，内蒙古共
有 18.8 万名脱贫人口实现务工就业。

内蒙古多措并举帮助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