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版BEIBEI
BAO 要闻 2019 年 7 月 19 日 星期五

责编 黄 虹
组版 王巧玲

本报讯（记者 齐宏）7 月 13 日，
区委书记、区总河长周旭前往大磨滩
瀑布片区巡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通过打造重点流域，带
动周边区域产业发展。

区委副书记、区长、区总河长何
庆，区委副书记高洪波，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江绪容，区委常委、常务副区
长董伦，副区长刘永、魏兴贵参加巡
河。

周旭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学笃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扎实抓好江河湖
库管理保护工作，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
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切
实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周旭强调，生态经济体系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要坚持绿色发
展理念和科学发展方式，实现百姓富、
生态美的有机统一。要扎实推动大磨
滩瀑布片区等重点流域升级改造，取
缔沿岸非耕地开垦种植，消除农业面
源污染，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环
境综合治理，充分利用原有河道基础，
打造湿地公园，提升城市形象。要将重
点流域升级改造与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将
综合治理与有效利用相结合，推动区
域业态提档升级，切实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周旭巡查大磨滩瀑布片区时强调

打造重点流域 带动产业发展

7月13日，蓝天白云下，游客在歇马
街道大磨滩瀑布游玩。大磨滩瀑布距离
北碚城区约10公里，为悬岩瀑布，瀑宽
62米，高38米，瀑布下游不到1公里处，

还有一道小坑岩瀑布，瀑高8米，宽40
米，郭沫若、翦伯赞、于右任等众多知名
人士曾到此游览，并留下大量诗篇。

记者 秦廷富 摄

夏游大磨滩瀑布

7月16日，在天生街道西南大学北
社区，一块有垃圾分类知识的黑板报
前，社区工作人员（图左）向居民宣传
垃圾分类知识。据了解，自我区开展垃
圾分类工作以来，天生街道通过现场

宣讲、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
入户走访等形式，向辖区居民宣传垃
圾分类知识，引导辖区居民养成分类
投放垃圾的良好习惯。

记者 霍吕 摄

板报宣传垃圾分类

开展时间：2019年7月12日至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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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四生态环保督察组
进驻重庆开展督察

本报讯（记者 齐宏）7 月 14 日，
区委书记周旭调研省道 542（原国道
212）七一桥至井口段沿线综合整治
工作。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快速行
动，协调配合，加大综合整治力度，
把省道 542 沿线打造成为靓丽的风
景线，切实提升城市品质。

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成员陈德
川参加活动。

当天，周旭一行沿省道 542 先后
来到龙凤桥街道原国道 212 线铁路
桥下、施家梁镇颐尚温泉门口、蔡家

岗街道凉风垭鱼庄、童家溪镇南一
支路路口，现场察看沿线环境，了解
相 关 工 作 推 进 情 况 。调 研 中 ，周 旭
说，省道 542 七一桥至井口段既是交
通干线也是进入北碚的门户，相关
部门、街镇要加强规划引领，完善整
治方案，把握工作重点，扎实推动整
治工作取得实效，全面提升道路沿
线城市品质。

周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
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
指示，为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

全区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要求，加强城
市有机更新，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促进城市品质提升。

周旭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加
快开展综合整治工作，摸清底数、明
确 责 任 、细 化 措 施 ，建 立 正 负 面 清
单，根据综合整治工作实际倒排工
期，有序推进工作。要着力提升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持续改善道路
沿线环境，加大植绿添彩力度，集中
拆除违章、废弃建筑物，全面提升城
市品质。要着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推进沿线景观提升和路面改
造，加强人行道建设，推动基础设施
提档升级。要着力提升城市生态环
境品质，不断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沿
线居民幸福感、获得感。要着力推动
沿线业态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提高
服务水平，打造高品质商业业态，带
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周旭调研省道542七一桥至井口段综合整治工作时强调

加快推进综合整治 全面提升城市品质

本报讯（记者 霍吕）7月16日，区
纪委监委召开2019年上半年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闻通气会，向全
区干部群众和媒体代表通报2019年上
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
情况。

记者从通气会现场获悉，2019 年
上半年，我区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势
头不停歇，持续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态势，共受理信访举报 159 件，查处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92 件
115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
党员干部监察对象 256 人次。此外，助
力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立案 2 件，党纪政务处分 2
人，诫勉3人，通报批评5人；严肃查处
黑恶势力团伙背后的党员干部和公职
人员违纪违法行为，追责问责17人。

“请简要介绍今年以来北碚区深
化监察体制改革的相关情况。”“2019
年，北碚区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效果如何？”“北
碚区纪委监委今年以来在打通全面从
严治党‘最后一公里’和强化对群众身
边‘微权力’的监督方面做了哪些工
作？效果如何？”会上，与会媒体围绕监
察体制改革、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廉洁村居”“清廉机关”建设等情况进

行提问，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一一
详细作答。

“2019 年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
点就是推动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实
现监察监督‘全覆盖’。”区纪委常务副
书记、区监委副主任韩海燕在回答北
碚新闻网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年上半
年，我区扎实推进特约监察员与村居
监察监督员制度，优选聘请 20 名特约
监察员和181名村居监察监督员，明确
工作关系、管理机制、纪律要求以及激
励措施等，构建上下联动、责任分明、
信息畅通的监督体系，打通监察监督
全覆盖“最后一公里”。

“北碚区将各部门的“四风”数据
进行整合，建成北碚区纪检监察大数
据监督平台，为纪检监察工作插上了
科技的翅膀。”区纪委常委、区监委委
员肖彪回答华龙网记者提问时说，今
年上半年，北碚区纪检监察大数据监
督平台正式投入使用，区纪委监委依
托该平台扎实开展“天价烟”、“定制
酒”、公车私用、私车公养、收受红包礼
金、滥发津补贴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筛查各类预警信息1.45万余条，发现6
大类问题线索，不仅提升了监督效能，
也为精准发现隐形变异“四风”问题提
供了助力。

区纪委监委召开2019年上半年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闻通气会

（上接1版）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
陶玲奋战了近60个小时。随着水位开
始逐渐下降，她终于松了一口气。“洪
水退去了，要尽快恢复群众的生产生
活秩序。”疲惫不堪的她顾不上休息，
带着10多名工作人员，来到临街的商
铺、厂房，用铁铲和扫帚配合消防中队
清淤，不到一天时间，便完成了全部清
淤工作。

“我是社区书记，更是一名党员，
在急难险重的情况下，必须挺身而出，
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这样才无愧共
产党员的称号。”陶玲如是说。

700摊位实现规范经营

“四城同创”工作启动之后，水土
街道苟家桥农贸市场硬件条件得到较
大改善，潮湿的地面贴上了地砖，斑驳
的墙面变得雪白，昏暗的灯光变得明

亮，固定摊位全部装饰一新。然而，农
贸市场条件变好了，摊贩们占道经营、
乱扔垃圾、乱搭乱挂的习惯仍未改变。

为了还群众一个清爽的农贸市
场，陶玲与街道干部一起组成综合整
治队，几乎每天都“钉”在市场内。“阿
姨，东西不能摆这儿，占道也不安全。”

“您身边的垃圾筒请及时盖上。”对每
一个占道经营的摊主，陶玲都耐心劝
导和宣传教育，并和其他队员一起帮
助摊主规范摊位。

从前期宣传动员到每天早上 7 点
的现场整治，无论天晴下雨还是节假
日，陶玲都工作在第一线。每天的工作
结束后，她还要回到社区开现场会，总
结当天的工作，制定第二天的工作方
案。功夫不负有心人，持续整治半个月
之后，近 700 个摊位全部实现规范经
营，苟家桥农贸市场脏乱差的“顽疾”
彻底消除，得到周边群众的交口称赞。

情暖居民的“小巷管家”

本报讯（记者 霍吕）7月17日，我
区召开2019年“扫黄打非”工作部署会
暨基层站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工作
会，传达学习全市“扫黄打非”第二次
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 2019 年全区

“扫黄打非”工作和推进“扫黄打非”基
层站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相关工作。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扫黄
打非”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江绪容主持

会议并讲话，副区长、区“扫黄打非“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永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扫黄打非”作为党管意
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抓手，是一项政治工
作，任何时候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
街镇、各成员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扫黄
打非”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全面落实

“扫黄打非”有关工作，推动“扫黄打非”
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营造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

会议要求，要以“五大专项行动”
为抓手，深入开展执法监管和案件查
办工作，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严肃查办各类违法违规案件。要主动
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协同推进，强化
资源共享、信息共享，形成联防联打联

控的强大工作合力。要以扫黄打非”基
层站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为契机，进
一步夯实“扫黄打非”工作基础，推动

“扫黄打非”工作进一步深入基层、扎
根基层。要加大“扫黄打非”工作和相
关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引导基层群众
深入认识“扫黄打非”工作的重要性，
增强对“扫黄打非”工作的认知度和认
同感。

我区召开2019年“扫黄打非”工作部署会暨
基层站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工作会

江绪容出席

近日，王朴烈士的弟弟王容先生参观了王朴
烈士陵园，听取了王朴烈士陵园和沿线设计方
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他表示，希望在王朴烈士
陵园的改造过程中能够修旧如旧，为后人展示真
实的王朴母子。

记者：王朴烈士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王容：我们王家是做进出口生意的，先后去

过三次日本。第三次去日本时，我妈妈（金永华）
带上了我哥哥王朴，当时他大概六岁。当时中国
正处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四分五裂一盘散
沙，在国际上得不到尊重。日本那个时候经过明
治维新，正是飞速发展的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讲初心，王朴和母亲也有个初
心。他们的初心就是在日本的压迫之下产生的。
在日本，他们举目无亲，遭受了很多歧视。上街购
物时，就有很多日本人来骚扰他们，首先来看我
妈妈的脚，他们直接问：“你们是不是缠脚了？”他
们还把王朴的脑袋转来转去地看，问：“你们是不
是有辫子？”就像看稀奇动物一样。

那次经商赚了不少钱，我们家用那些钱购置
了大量土地，我们家也从商人转变成为地主。但
日本人的歧视让王朴幼小的心灵产生一种压抑
感，他对祖国的认识已经超过了同龄孩子，甚至
也超过了普通成人。可以说，正是从那个时候起，
王朴的爱国之心，奠定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基
础。

而我妈妈，她是知识分子，文理并茂，是女才
子，在日本的这段经历让她更加懂得，中国人要
得到尊重就必须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后来通
过王朴，妈妈了解了共产党，见着了真正的共产
党人后，她更加认识到，共产党才是中国复兴的
希望。后来，妈妈一直坚定地支持王朴，即使王朴
牺牲后她也继续坚持援助共产党，始终紧密的与
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她知道，只有共产
党才能够实现民族复兴。

正是这次到日本的经商经历，奠定了王朴的
革命思想，也是王朴和妈妈从母子到同路再到成
为同志的感情基础。

记者：王朴烈士和金永华女士通过什么方式
支持共产党的革命事业？

王容：首先是支援武装斗争，那个时候要武
装起义，要扩大人马，要弹药，要枪支，那真是需

要很多钱。其次是支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
动。那时候学生们在党的组织下罢课游行，也需
要大量经费。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发行的法币贬值，买
东西必须要用硬通货，黄金、棉纱、大米等，王朴
和妈妈就将家里的田产变卖，换成黄金来支援革
命。当时，黄金是国民党政府的管制物资，王朴利
用自己地主家少爷的身份开设公司，通过银行兑
换黄金。后来，他被捕就是因为特务在其他被捕
同志那里发现了他公司开具的支票。

一开始特务并不相信王朴是共产党员，因为
他是地主家的少爷，家里有钱有势，他个人也很
注意仪表，看起来斯斯文文很体面。直到后来，王
朴的上级叛变革命，在狱中指认了他。

除了为党筹措经费，王朴还在农民当中开展
党的宣传。他在村里开设了一间学堂，向农民宣
讲谁养活谁的道理。他自己编快板、山歌，甚至话
剧，通过艺术形式告诉大家是农民养活地主而不
是地主施舍农民。他的学堂办得很成功，那时候，
一到晚上，各个田坎上、乡间小路上，到处都是打
着火把来集会的农民。

记者：您刚才提到王朴烈士因为筹措经费被
发现而被捕，您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王容：当时为了方便兑换黄金，王朴发展了
川康银行的会计主任。当时，国民党管制黄金，不
准普通老百姓从银行兑换，但是，有会计主任签
字的支票就可以兑换。于是，王朴将经费以公司
的名义存进银行，党的联络人员通过银行开出的
支票，就可以从银行直接提取黄金。

有一次，王朴将支票交给了联络人刘国定。
但是没多久刘国定就被捕了，特务从他身上发现

了支票，于是发现了王朴。
在狱中，特务一开始认为很容易就能把王朴

“拿”下来，认为他是一个富家子弟，细皮嫩肉，禁
不住刑讯，又那么有知识、有钱，他怎么舍得富贵
才华而去卖命呢？特务还对他封官许愿各种诱
惑，但王朴始终不为所动。

见此，特务把刘国定叫来与王朴当面对质。
刘国定是王朴的领导人，当时已经背叛了革命，
当刘国定出现的时候，王朴明白这次躲不掉了，
他狠狠地给了刘国定一耳光，把刘国定的眼镜都
打飞了。王朴恨急了。后来，狱中八条中，王朴提
出：不要迷信上级。

记者：王朴烈士被捕后，你们有收到过他的
消息吗？

王容：王朴被捕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当
时妈妈叫我护送她到监狱里去最后争取一下，询
问看守能不能携带一些生活用品给王朴，希望即
使不能和王朴交谈，也能在见面的时候，从他的
眼神、手势之中，观察他有没有什么想告诉我们
的。然而，我们根本没有再见到他。

直到王朴牺牲，我们才从狱中知道他的遗
嘱。第一条就是保护莲华支大革命基地，保护基
地的师生安全；第二条是嘱托楚群（王朴的妻子）
早点改嫁；第三条是给他八个月大的孩子取名

“继志”，希望孩子继承父亲的遗志，将革命进行
到底。

妈妈知道了王朴的遗嘱后，立刻赶赴莲花支
大，想抢在特务前转移组织。但还是迟了一步，特
务已经到了莲华中学。于是，妈妈只得装作路过
并悄悄进入学校，旁敲侧击地和老师、学生交谈，
了解特务的搜查情况。这时，有特务过来套她的
话，妈妈都巧妙地应付了过去。

后来，根据党组织的要求，我们将王朴生前
的全部物品进行了销毁，所以现在王朴留存下来
的遗物几乎没有，连照片都很少。王朴生前很喜
欢读书，在学校的时候就成绩突出，后来他因为
参加学运被取消了学籍，但他还是通过自学考进
了复旦大学新闻系。不仅如此，王朴还读完了马
克思著作的《资本论》，这本书非常深奥，很少有
人可以通读，但我看到那本书上有很多的批注和
笔记。

本报记者 齐宏

王朴：毁家纾难助革命
——王容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哥哥王朴的革命故事

王朴，原名王兰骏，1921年11月出生于四川
省江北县（今重庆市渝北区）一个富裕的商人家
庭。目暏了国家忧患、民族衰败、民不聊生，面对
黑暗阴晦的政治气候，王朴抛弃了城市舒适安
逸的生活，回到家乡兴办学校，他与母亲一起，
将殷实家产变卖，支持革命事业。不幸被捕后，
他忍受住肉体折磨的痛苦，坚守党的机密，最终
光荣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