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日，做了20年渔民的罗玖明弃船上
岸找到一份新工作，他应聘到北碚区保安公
司，后被推荐到北碚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成
了一名“护渔员”，负责看护执法巡逻艇，协助
执法工作。

“因为他对嘉陵江水域特别熟悉，既能及
时有效打击各种非法捕鱼行为，又能保证执
法艇在江面上的航行安全。”北碚区农业综
合执法大队甘建告诉记者。

今年33岁的罗玖明三代以打渔为生。小
学毕业后，13岁的罗玖明辍学在家，跟随父亲开始了在嘉陵江
上近20年的打渔人生。

嘉陵江上的风餐露宿、日晒雨淋使他的捕鱼技能日渐成
熟，成了这段江上最年轻的捕鱼高手。沉水网、浮网、流网、撒
网、拉网样样娴熟，特别是他的撒网技术更是远近闻名。

这些年，罗玖明逐渐挑起了养家的重担。闲暇时间，罗玖明
自学理论知识，考取了各类内陆船舶资格认证，成为一名注册
渔民。对他来说，嘉陵江就是他纵横驰骋的人生舞台，打渔就是
他生活的全部。

但是，随着长江、嘉陵江流域10年禁捕令发布，2019年底前
他们必须撤离嘉陵江。

和其他渔民一样，罗玖明热爱这条滋养生息的嘉陵江。但
由于过度捕捞，这条母亲河需要休养生息，恢复生态。尽管不
舍，但罗玖明还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签署了退捕协议。退捕
后，罗玖明享受到相关政策补偿，同时还有临时生活补助、社会
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等后续支撑。

过去是捕捞，现在是保护。罗玖明说，新工作还是和嘉陵江打
交道，他希望能在新的岗位上发挥作用,让嘉陵江休养生息，生态
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自己的子孙后代也都能尝到江鲜的味道。

记者 秦廷富 通讯员 马骥渝 文/图

图1 罗玖明驾驶渔船行驶在嘉陵江北碚段。
图2 曾经的罗玖明是嘉陵江上远近闻名的捕鱼高手。
图3 随着禁捕令发布，罗玖明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到户

籍所在地签署退捕协议。
图4 2019年11月20日，我区在黄桷码头集中拆除139

艘渔船。
图5 如今的罗玖明找到了新工作，在区农业综合执法

大队的巡逻艇上协助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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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很久没听到鞭炮声和哀乐了，
没有‘一条龙’在周围搭灵棚，每天都是清
清爽爽的，挺好。”北温泉九号小区住户杨
秀波说。

一个地区的丧葬行为，反映了社会发
展和文明进步的程度。一年来，我区坚持
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建设人人有责、人
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全
力推动殡葬改革和移风易俗，让文明治丧
蔚然成风。

治丧乱象普遍，居民不堪其扰

走进北碚区马鞍溪湿地公园，最大的
感受是空气清新，环境优美。

然而在以前，公园入口处的小广场几
乎成了搭灵堂办丧事的固定场所，由此产
生的噪音和垃圾等问题，令周围居民苦不
堪言。

“一天到晚都是哀乐声、鞭炮声，还有
烧纸钱的难闻气味，对我们影响非常大。”
杨秀波告诉记者，十多年来，在广场或者
路边搭灵棚办丧事的现象非常普遍，2016
年以后尤为突出，“有时一天就能看到好
几起，一个月清净不了几天！”杨秀波说。

在我区，像马鞍溪湿地公园入口小广
场这样的临时治丧场所还不止一处。据区
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辉介绍，以前，

由于北碚城区缺少专业办理殡葬治丧事
宜的场所，群众亲属去世后，都是由丧事

“一条龙”在附近小区空地、城区沿街（路、
巷）或公园空地等场所治丧。

2013年，我区在北碚殡仪馆内设置专
业治丧场所，引导群众到就近到殡仪馆、殡
仪服务站或指定的地点办理丧事。但是，因
只有北碚殡仪馆一处可以治丧的场所，而
且北碚殡仪馆位于施家梁镇，距离城区比
较远，加之丧事“一条龙”黑中介干扰，造成
文明治丧工作开展效果不理想，城区内乱
搭临时治丧灵棚的现象仍然存在。

“仅2016至2018年期间，区民政局就
收到此类信访投诉30余条，区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提出相关议案和提案12条。”张
辉说。

坚持以民为本，推进文明治丧

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推进文明治
丧工作有效开展的前提和基础。2017 年
底，我区引进重庆赟普礼仪服务有限公
司，投资 1.3 亿元在龙凤桥街道新建北碚
城区殡仪服务中心。2018年底，项目正式
投用，至此，我区就有了两个可供群众治
丧的专业场所。

2018年11月，我区以北碚城区殡仪服
务中心建成投用为契机，启动文明治丧专

项整治工作，多措并举整治在城区沿街
（路、巷）、居民小区或其他公共场所搭设
灵堂（棚）、丧事演唱等不文明治丧行为。

整治工作分宣传发动、集中整治规范
及长效管理三个阶段开展。为了让老百姓
获得方便、实惠，我区出台了《北碚区文明
治丧奖励补助方案》，对到北碚殡仪馆和
北碚城区殡仪服务中心开展治丧的居民，
按照每例1500元的标准进行奖励补助。此
外，在全区文明治丧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期
间，指导定点殡仪服务单位开展了一系列
惠民活动。

北泉花园小区大门旁的路边，也曾是
一处临时治丧场所。2019年2月，居民李定
贵家中老人去世，她积极响应我区文明治
丧号召，到北碚城区殡仪服务中心办理了
丧事。“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宣传，让
我们明白了文明治丧对城市环境形象提升
的意义。专业场所环境和服务等各方面都
很好，价格也比较公道，居民来这里办白
事，既文明规范，又轻松便捷。”李定贵说。

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文明治
丧取得实效

张辉介绍，在专项整治过程中，我区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建立了

以党组织为核心，多部门联动推进的矛盾
排查化解机制、应急处置机制、综合执法
联合机制、群众自发自治机制等，有效推
进文明治丧工作。

据介绍，整治工作中，各部门和街镇
运用入户走访、宣传车、文艺演出等多种
方式，将公告、宣传单、奖补办法、殡仪单
位优惠政策等宣传到千家万户，逐步形成
人人反对丧事扰民的舆论氛围，激发了群
众的自我管理意识。

集中整治阶段，成立由相关区级部门
组成的区级执法应急队伍，对街镇执法和
劝导工作中的重大阻碍、突发状况及时应
急处置；在各街镇成立由相关科室和执法
人员组成的街镇联合执法队伍，开展常态
性联合执法。

为抓好源头监管，确保整治工作取得
长效，各街镇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事
前干预、事中处置、事后问责”的发现报
告、劝导干预、集中执法、问责处置联动反
应机制，并充分发挥区内各医院、村居委
会、物业公司第一信息源的作用，做到早
发现、早处置。

据统计，2019 年全年，我区居民到定
点治丧单位开展治丧2000余例，全区发放
文明治丧奖补资金300万余元，未发生一
例违规治丧行为。

本报记者 邓公平 霍吕

我区全力推动殡葬改革和移风易俗

文明治丧成新风

本报讯（记者 霍吕 文/图）2019年12月30日，“2020年踢王决·中国跆拳
道人才培养与发展论坛”在北碚职教中心举行。论坛上，由北碚职教中心与踢王
决（重庆）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共建的踢王决跆拳道冠军学院正式挂牌成立。

据了解，论坛为期两天，开展了千人跆拳道操展示、跆拳道表演、踢王决冠
军集训基地参观等活动（如图）。此外，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跆拳道领域的
专业人士，还通过论坛进行思想碰撞，共话跆拳道事业发展，共商跆拳道人才
培养路径。

“跆拳道是奥运项目，中国已经拥有8枚金牌。”北碚职教中心校长罗统碧介
绍，中国跆拳道相关职业工作需求量大，此次携手踢王决（重庆）体育科技有限公
司成立踢王决跆拳道冠军学院，旨在培养出跆拳道领域高水平的国家冠军人才
和行业需要的高素质教练及管理人才。

罗统碧称，下一步，北碚职教中心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引
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大力探索专业特点鲜明的办学模式，进一步深挖跆拳道文
化和跆拳道精神内涵，并将其推广到学校所有专业和文化建设中，不断探索具有
特色的“体育+教育”培养模式。

“踢王决”跆拳道论坛
共商人才培养与发展

■2019年12月27日，一本凝聚重庆嘉陵画院近50位书画家和
艺术工作者心血，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的书画作品集

《墨韵嘉陵颂中华》在北温泉街道华光社区举行首发式。
（记者 田济申 通讯员 静思）

简 讯

北碚最后的渔民弃水上岸

昔日“捕鱼人” 今成“护渔员”

本报讯（记者 兰天）12 月 27 日晚，区文化旅游委、区文联主
办，区文化馆、区音乐家协会承办，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协办的“美
丽北碚”原创歌曲音乐会暨北碚区第 17 届本土原创音乐会，在西
南大学音乐学院演奏厅举行。

今年年初，区文联联合区音乐家协会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美丽北碚”原创歌曲创作征集活动。通过采风、创作、研
讨等，创作征集了50余首歌唱祖国和家乡的歌曲、歌词作品，并评选
出了10首“优秀作品”和13首“入选作品”。作品反映了我区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我区人文、历史风貌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展现了我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攻坚克难、砥砺奋进、锐意进取的良好
精神面貌。

当晚的音乐会对征集活动中的获奖作品进行了颁奖，并演绎
了其中的部分原创歌曲，有歌颂党、歌唱祖国的《我想为你唱一首
歌》《我的祖国》《火红的旗》，有歌唱革命先烈的《黎明前的倾诉》，
还有赞美家乡、咏唱北碚的《北碚 北碚》《巴山夜雨情》《我想去北
碚》《嘉陵江上风光》等，充分表现了新时代全区人民敞开怀抱、拥
抱世界的情怀。

西南大学举行
“美丽北碚”原创歌曲音乐会

1月2日，西南大学举办对口扶贫县农产品展销活动，组织石柱
县中益乡、丰都县三建乡、巫溪县红池坝镇携特色农产品走进校园，
动员全校师生积极参与消费扶贫行动，购买腊肉、牛肉、猪肉、莼菜、
粉条、柚子、茶叶、蜂蜜等特色农产品60余万元，以实际行动助力深
度贫困乡镇农产品销售，增加当地村民收入。此前，西南大学还派出
青年干部到这些乡镇挂职，通过微信群等方式“叫卖”贫困乡镇的土
特产，拓宽他们的销售渠道。

记者 秦廷富 摄

贫困村农产品进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