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徐永泉 美编 董申熬 校对 徐永泉

电话:023-57737953

2021 年 9 月 24 日 星期五

E-mail：wsnews@163.com

3社会

本报讯 （记者 肖乔） 9 月 18 日，
我县举行归侨侨眷、台胞台属代表中秋茶话
会。 县委常委、县委统战部部长王春梅出席
茶话会，向大家送上节日的问候，与他们共
迎传统佳节，共话家国团圆。

茶话会上，县侨联主要负责人传达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及重庆市侨联四届
七次全委会会议精神；县委统战部相关负责
人通报了我县 2021 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

归侨侨眷、台胞台属代表们分别就生活

生产情况和亲属情况作了交流发言；对巫山
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建议。

王春梅在认真听取大家交流发言后说，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巫山经济社会
的发展。她强调，归侨侨眷、台胞台属要加强
沟通交流， 在平常生活中发挥好促进团结、

促进友好的作用；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希望大家通过自身的
社交、平台，向外多推介巫山文化、旅游、农
产品等，助推巫山高质量发展。

我县举行归侨侨眷、台胞台属代表中秋茶话会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日前，大
溪乡干部在官田村走访过程中发现一村
民家准备操办“满月酒”，得知消息后，党
委政府立即派工作人员到现场做思想工
作，宣传解释政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最终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主动表示放
弃整“满月酒”。

近段时间，为防止村民整“无事酒”，
大溪乡进一步强化宣传引导，不仅通过印
发资料、张贴标语，做好宣传工作，还在走
访和召开院坝会等工作过程中加入治理
“整酒风”内容，倡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决不
操办“无事酒”，坚决不参与“无事酒”。

在治理“无事酒”过程中，大溪乡对普

通村民整“无事酒”的，依照村规民约积极
引导劝退；对于党员、干部涉嫌违纪的，坚
决严肃查处， 切实做到净化社会风气，减
轻干部群众负担，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
境。

自整治“无事酒”以来，大溪乡张贴、
分发告知书 1000 余份，指导村（居委）制

定相关村规民约， 加强群众举报监督，加
大明察暗访力度，对违规整酒的村民实行
教育劝退。 据统计，已劝退 10 余家“无事
酒”，得到了老百姓的高度赞誉和评价。

大溪乡：劝退 10余家“无事酒”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罗彬 文 /
图） 9 月 18 日上午， 两坪乡政府接到群
众举报，反映该乡华家村，有一户村民家

中来了不少人，貌似在整酒。 两坪乡主要
领导和平安办、民政办负责人及村支两委
成员赶赴操办地点进行劝阻。

来到该户家中，工作人员发现该户确
实有准备整酒的迹象。 院子里搭起了雨
棚，桌椅和炊具也已经架起。 经过仔细询

问核查后得知， 该户原计划当日宴请亲
朋，为父贺寿整“生酒”。

“生酒”乃“无事酒”，工作人员对正在
参与的群众进行政策宣传，引导劝离。 对
整“无事酒”事主进行再宣传再劝导，达成
共识后，帮助整“无事酒”家庭拆除宴席设
施，恢复干净整洁的环境。

同时，也通过对事主进一步讲解我县
移风易俗政策，关于几起违规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问题的通报，治理“无事酒”的相关
办法，告诉事主尽孝在于平时，不必拘泥
形式，经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解，事
主彭某当场承诺不再办理酒宴，严格遵守
村规民约。

连日来，两坪乡结合我县“十大行动”
方案，迅速在全乡范围内开展移风易俗专
项行动，坚持事前预防、事中劝阻、事后监
督，遏制大操大办酒席之陋习，整治“无事
酒”之乱象。 截至目前，已成功劝阻“无事
酒”5 起。 下一步，两坪乡将持续把移风易
俗专项行动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倡导文明
新风尚，引领全乡党员干部群众从思想到
行动，自觉抵制陈规陋习，营造健康文明、
勤俭节约的良好社会风气。

两坪乡：坚决抵制无事酒 移风易俗除陋习

本报讯 （记者 向海燕 雷行星
文 / 图） 连日来， 县公安局交巡警大
队联合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
城区主次干道开展摩托车、电动车乱停
乱放专项整治行动， 切实规范摩托车、
电动车停放秩序，为人民群众出行营造
安全、有序、畅通的城市环境。

9 月 23 日，记者在平湖路段看到，
交巡警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执法人员正在对摩托车、电动车路面违
停行为进行查处。 同时，对违反交通规
则的驾驶人进行安全宣传教育。

此次整治行动采取宣传教育、定点
检查、 流动巡逻和暂扣相结合的方式，
以严管严治的高压态势， 严查摩托车、

电动车的乱停乱放行为，真正做到发现
一起、纠正一起、严格依法处理一起，切
实规范停车秩序。

据了解，在 9 月 23 日上午，共现场
劝离乱停乱放摩托车、 电动车车主 30
余人，暂扣乱停乱放车辆 24 辆次，有效
减少了摩托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提高
了驾驶人员的安全意识，净化了辖区内
道路交通环境。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加大城区交通
秩序整治力度，坚持开展日常管理和集
中整治相结合的模式，努力规范城区摩
托车、电动车停放秩序，不断净化道路
通行空间，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摩托车专项整治启动

执执法法人人员员在在执执法法。。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市河长办公室、市水利局
联合主办的“时代的奋斗者———2021 年重庆市最美河
湖卫士发布仪式”在重庆广电大厦录制。

2021 年重庆市十大“最美河湖卫士”出炉，巫山县
汇馨环卫清洁有限责任公司清漂队被授予“最美河湖卫
士”称号。发布仪式将于 9 月 28 日晚 9 点半在重庆卫视
播出。

汇馨环卫清洁有限责任公司清漂队:
被授予“最美河湖卫士”称号

本报记者 肖乔 文 / 图
从渝西到渝东，来自铜梁区的支医人员

舍小家、为大家，坚持服务基层、奉献山区，
以拳拳爱心守护巫山人民身体健康，以精湛
医术助力巫山诊疗水平提高。

官阳镇老鹰村，海拔较高、人口偏少且
居住分散，是我县高寒偏远山村之一。近日，
在官阳镇中心卫生院的铜梁支医人员，与该
院医生一起前往老鹰村，为当地村民送医送
药。

铜梁支医人员细心地给每一位前来的
村民听诊、把脉、测量血压，关切地询问他们
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情况。叮嘱他们要均衡
饮食、规律作息时间，定期到医院做检查等
等。

在此期间，铜梁支医人员还结合村民易
患的常见病、慢性病等，向当地医生传授了
一些病理知识、实操技术等。村民、铜梁支医

人员、当地医生三者之间，因“医”结缘，因
“爱”连心，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今年 7 月，9 名铜梁支医人员来到巫
山，开展为期 1 年的协同支医工作。 他们分
别被派往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
和官阳镇中心卫生院 4 家医院。

铜梁支医人员的到来，不仅发挥了自身
的专业特长和学术优势，还把更多的先进技
术、先进理念带到基层，充实了我县医疗卫
生人才队伍，不断提高我县医务人员的业务
能力和服务水平。 他们纷纷表示，要尽己所
能，服务基层、奉献山区，把所学所能倾囊相
授，助推巫山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铜梁支医专家吴必刚说：“我希望通过
自身能力的提高，起到一个‘传帮扶’的作
用，尽量能为官阳镇中心卫生院技术能力的
提高添砖加瓦。 服务于一方百姓，不辜负组
织对我们的希望。 ”

铜梁支医：医者仁心 爱洒巫山

铜铜梁梁支支医医人人员员与与官官阳阳镇镇中中心心卫卫生生院院医医生生一一起起为为老老鹰鹰村村民民检检查查身身体体。。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最近贵州省六盘水市六
枝特区严重交通事故后，我县交通部门立即组织相关航
运企业，召开安全警示教育紧急会议。

9 月 18 日 17 时 10 分，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
西陵航运公司所属钢质客船“六盘水客 8015”（船长
15.31 米，宽 3.6 米，型深 0.9 米，核载 40 人，船舶证照齐
全有效）在六盘水市北盘江上游牂牁江光照电站库区遇
突风发生侧翻。截至 19 日 11 时 50 分，该事故造成 9 人
死亡、6 人失踪。

县交通执法支队主要领导闻讯，立即安排水上大队
组织古城、龙发、渝山、渝发、永发、巫山旅游集团公司等
水上客运企业，召开警示教育紧急会议，以贵州水上事
故为教训，引以为戒，并对参会企业提出五不允许，即不
允许超员发航，不允许配员不齐发航，不允许安全防护
设备不齐发航，不允许极端恶劣天气发航，不允许防疫
检查未落实发航。 同时对发航的龙发 12 高速客船进行
了抽查，检查了配员、船舶证书、、装载人数、消防设备、
救生设备等。

交通执法支队：
召开警示教育紧急会议

两两坪坪乡乡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对对整整““无无事事酒酒””者者进进行行宣宣传传劝劝阻阻。。

（上接第一版）划小生产队，实行以生产队为
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核算制度，对生产
队所有和支配的资金、物资、农具、设备、林
木和牲畜等， 公社和大队都不得随意调用，
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
和手工业生产，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社员个
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和小农具等生产资料永
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解散公共
食堂，推行“三包一奖”，签订承包合同。

一是调整管理体制。 由于建公社时，盲
目合乡建大社，大队、生产队普遍过大，给居
住分散的山区农村造成诸多弊端。 以便于生
产和利于领导为原则，划小大队和生产队的
规模，通过反复调查研究，多次调整，到 1961
年底，全县划为 8 个区、64 个公社、555 个大
队、3377 个生产队， 增加了 1 个区、31 个公
社、141 个大队、2980 个生产队。 二是调整公
共食堂。 将原 635 个食堂调整为 952 个，其
中常年食堂 824 个，农忙食堂 98 个，劳力食
堂 30 个，并允许边远户自炊自食的 259 户。
至 6 月，执行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
条例（修正草案）》，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 解散公共食
堂，口粮分配到户。 三是退还农民被无偿平
调物资， 折币 823.5 万元。 四是下放核算单
位。以队为基础，实行基本口粮（70%）加劳动
工分（20%）加肥料粮（10%）分配制，贯彻按
劳分配、多劳多得、承认差别的分配原则，强
调实行“大集体、小自由”的方针。 1962 年，巫
山县人民政府下达《关于对生产队不实行现
金管理和转账结算的通知》， 人民公社基本
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国家或供
销社收购生产队的农副产品， 一律付给现
金，不实行转账结算。 五是增拨社员人平自
留地 1.74 分、饲养地 2 分，将自留地、坟场、房前屋后树
木划归社员。 六是将毛猪等牲畜下放到户，鼓励私人饲
养毛猪。 七是农业生产推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
投资，超产奖），鼓励社员多劳多得。灵活组织劳动形式，
规模不大、居住集中的生产队，组织临时和季节作业组，
规模大、居住分散的生产队，组建固定作业组，固定农活
项目个人完成，生产队对作业组实行“五定”（定员、定任
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 1961 年初，石碑大队率先
推行小包干，年底全县实行大包干，余钱余料归生产队，
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干部责任心加强，社员情绪高涨，
干部社员更加关心集体。但次年中旬又开始纠正包产到
户等单干活动问题。八是清返外流人员。 1960 年成立县
外流人口清理小组，清理出巫山县流往湖北、陕西等地
的农民 4700 人。 1962 年先后派出 3 个工作组分别前往
房县、竹溪等地开展清返工作。随着经济调整，农村形势
的好转，至 1964 年共清返 10750 人，补充了巫山的劳动
力。

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的方针，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持，大幅度地提高粮
食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少粮食征购量，这些政策措
施的实施，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
和发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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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兹有巫山县冯业松遗失残疾证， 编号：
51222719650418909853 声明作废！

2021年 9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