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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芝才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1519501003503844 声明作废。
▲冉骏毅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0010920050819501131声明作废。
▲易显伦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1519500728503643声明作废。
▲唐贤柏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2419491020915423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本报记者 邓公平

新华网重庆 9 月 7 日电（王
龙博）我国中西部第一个跨省域
都市圈规划《重庆都市圈发展规
划》日前正式印发，范围包括重庆
主城都市区21个区和四川省广
安市行政辖区全域。四川广安为
何划入重庆都市圈，重庆市相关
部门及广安市政府相关负责人
日前进行了解读。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推动
广安全面融入重庆都市圈。”重
庆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
新闻发言人余颖表示，在编制《重
庆都市圈发展规划》时，以“一小
时通勤圈”为基础，同城化发展为
标尺，同时关注两个重要条件，即
利用企业资金互投、手机信令、通
勤率、客货运交通流等大数据，经
济联系强度、人口流动规律和范
围、交通可达性、产业协同合作等
方面进行了细致分析和谋划。

“《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还
与在编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和《重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进行了对接，尊
重城市群、都市圈发展规律，经反
复研究论证，征求各方的意见，最
终确定重庆都市圈的范围。”余
颖表示。

按照规划，重庆都市圈范围

包括重庆主城都市区21个区和
四川省广安市行政辖区全域，总
面积 3.5 万平方公里，2020 年常
住人口2440万人。《重庆都市圈
发展规划》将广安市全域纳入规
划范围，这让广安成为全国唯一
全域纳入跨省域都市圈的地级
市。

“长期来看，广安都接受重
庆超大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辐
射，广安与重庆中心城区同城化
发展，有先天条件和发展基础。”
四川省广安市人民政府常务副
市长张伟表示，空间距离上，广安
是四川离重庆中心城区最近的
地级市；经济融合上，广安50%工
业配套重庆，60%游客来自重庆，
70%以上的农副产品销往重庆，
每年有大量人员在重庆购房、上
学、就医。

按照规划，广安定位为重庆
都市圈北部副中心，将进一步加
快与重庆中心城区的同城化发
展。“当前，广安正全域全程全力
融入重庆都市圈，打造与重庆中
心城区同城化示范区。”张伟表
示，下一步将在健全同城化合作
机制、共建轨道上的都市圈、协同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公共服
务同城同标、共同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等方面取得突破，加快建成
川渝合作示范区。

四川广安为何

全域划入重庆都市圈？

喻燕工作之余喜欢在房前屋后栽花养草。 记者 邓公平 摄

再次回到东升村，喻燕决定留下。
城市的钢筋水泥、纷繁喧嚣，让她感到疲倦

和压抑。回到乡村，原本只是想获得短暂的喘息。
然而当她行走在乡间田野，感受着久违的土地气
息，被熟悉的乡音裹挟，她的内心无比平和而喜
悦。

她觉得这才是她真正想要的生活。
那时春回大地，燕子还巢。村民们说，这是吉

祥兴旺的好兆头。

田园将芜胡不归

今年29岁的喻燕出生在静观镇陡梯村。因
为母亲是柳荫镇东升村人，外公外婆、舅舅姨妈
等亲人也居住在东升村，所以喻燕的很多童年时
光都是在东升村度过的。

每年暑假，是村里孩子们“大闹天宫”的时
候。大家每天不是上山抓鸟，就是下河摸鱼，渴了
就捧两口河里的清水喝，饿了有无数的果实可以
边摘边吃，快乐得“无法无天”。

漫无休止的蝉鸣声里，童年仿佛悠长无期，
又遥不可忆。

随着年岁渐长，在东升村的时间也渐渐少
了，只有逢年过节时回去看看。职高毕业后，喻燕
外出到渝北区等地打工，先后在餐饮公司和财务
公司工作过。2017年，取得重庆大学网络教育学
院工商管理专科学历。2018年，她在巴南区开了
一家面馆。

在城市的时间越来越长，收入也越来越高，

但喻燕仍然找不到归属感，“连左邻右舍都不认
识”。2020年回老家过春节，恰逢新冠疫情爆发，
她决定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想清楚未来的路。

再次回到东升村，在过年的哄闹中，她发现
“田园将芜”。村里包括外公外婆在内的一些老人
已经离世，曾经年轻力壮的伯伯嬢嬢们越来越苍
老，儿时的玩伴大都进城务工，有的还在城里安
了家。

一代人终将老去，却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留
下来。

那时，东升村的改造计划正轰轰烈烈开展。3
月，村委会组织村民召开开办民宿的动员座谈
会，舅舅不在，喻燕便代替他参加。

“游客从哪里来？”“我们有什么特色？”“收入
怎么保障？”会上，喻燕的“连环问”有想法有干
劲，引起了镇、村干部的注意。会后，他们留下喻
燕继续交流，了解她的基本情况，鼓励她留在村
里工作。

此心安处是吾乡

实际上，热爱乡土的喻燕一直在等这样一个
留下来的机会。于是，2020年4月，她作为返乡本
土人才被引回东升村。

然而，短暂逃离城市是一回事，在乡村长久
生活又是另一回事。想象中的世外桃源，真正生
活其间却未必美好。

首先要面临的是物质生活的困顿。没有住
所，喻燕只能寄居在姨妈家。实习期工资每月仅
有1000多元，生活还得精打细算。一些从前习以
为常的需求在乡村都无法得到满足，比如她喜欢
网购，每次取快递都得去镇上。

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世界的贫乏。乡村的文化
娱乐方式匮乏，日子常常陷入琐碎平庸，令人感
到索然寡味。特别是村民们对传统农耕文明、土
地的认同感不够，刚回村时，喻燕还得忍受那些

异样的眼光——“就像看待一个从城市逃离的失
败者”。

当然也有一些温暖的事情。喻燕的选择得到
了家人的支持，母亲也回到东升村跟女儿一起生
活。走在村里，人人都会同她颔首招呼，一声“燕
子”、一个微笑都令她感到温情脉脉。农村的广阔
天地满足了她养花种草的爱好，姨妈家的房前屋
后成了她的小花园，多肉、菊花、月季……光是菊
花就有20多个品种。村居生活还让她改掉了熬
夜的坏习惯，“每天晚上10点睡早上6点醒，像调
了闹钟一样”。

尽管有千般不是万般不好，但因为说不清道
不明的乡土情结，家乡对游子来说永远都难以割
舍，忘不掉，放不下。就这样吧，喻燕想，如果觉得
家乡还不够好，那就留下来一起建设她。

“有人漏夜下西洋，有人风雪归故乡。”所谓
“故乡”，既可以是生养己身的故乡，也可以是安
身立命的第二故乡，甚至只是我们心之所向的那
个故乡，因为“此心安处是吾乡”。

不负青春不负村

回乡后，喻燕主要负责导游工作，用自己的
方式把家乡的美好呈现给游客。

作为北碚区乡村振兴示范村，东升村拥有丰
富的人文资源，竹编、腰鼓、庙会等非遗绚丽灿
烂，王家祠堂、空中水渠、古井等遗迹古色古香。
近年来，东升村与四川美术学院、西南大学深化
校地合作，按照“艺术乡村化、乡村艺术化”思路，
用艺术点亮乡村。2021年，全村接待游客超过20
万人。

“返乡不是清修，而是通过做一些有意思的
事，成全更好的自己，成就更好的家乡。”为了当
好导游，喻燕常常向村里的老人请教了解村庄的
历史文化，比如东升空中水渠的修建过程、柳荫
竹编的工艺特色，然后把它们编成小故事，讲给

来到村里的游客听。
“有意思的事”还有很多。她报名参加了西

南大学专升本自考，正在学习工商管理相关课
程。她种了几分地的粮食和蔬菜，在躬身耕种
中探寻人与土地、自然的联系。她制作了一些
手工发夹让母亲拿去卖，“游客多时一天能卖
上百元”。她发动村里的大妈大爷组建文艺队，
一日一舞，每周一演。她在村里带头捡垃圾，蹒
跚学步的小侄女也跟着她一起捡，村民们慢慢
有了自觉，村庄也越来越整洁。她还喜欢拉着
村里的婆婆嬢嬢们聊天，在家长里短中又宣传
了政策。

“旭日东升照我家，我家住在东山下，稻田
鸭叫白鹭飞，晨观日出晚看霞……”这首曾在央

视亮相过的东升村村歌《旭日东升》，有句歌词
“飞龙在天燕归来”，其中“飞龙在天”指的是空
中水渠，“燕归来”则包含了喻燕返乡的故事。

“去年 9 月我们邀请专业创作团队，组织
村民一起梳理东升村的历史文化，共同创作了
村歌。”喻燕说，村歌的创作过程也是挖掘村庄
价值、重建自身文化的过程，村民们的共同记
忆被唤醒，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强了，

“现在我们不仅有了村歌，还在编排村舞，让村
民更有自豪感。”

个人的人生选择往往映射着时代的大势
和风向。返乡两年半，喻燕越发坚定了留在家
乡建设家乡的想法。她相信，乘着乡村振兴的
浩荡东风，一定还会有更多的“燕子”归来。

返乡青年喻燕：

春暖花开“燕”归来

喻燕（左五）和村民一起演唱村歌。（资料图）

本报讯 （记者 熊辉）丹桂飘香
季，“赛课”正当时。9月25日，北碚区
新时代第五届教师基本功大赛举行，
来自全区各中小学的 369 名教师齐
聚天生向阳小学，用专业的水平演绎
了北碚“智慧教师”形象，展现了新时
代教师风采。

据了解，本次大赛包括独立笔试
和三人团队三课（说课、上课、评课）
展示两个比赛项目，主要考验选手们
对新课标的理解掌握程度，以及团队
配合协作能力。此外，比赛分学段学

科，设置个人和团队一、二、三等奖。
“三人三课”开始前，参赛教师

们全力备战，或独自在走廊低头回
顾教学内容，或聚集在候场室无声
背诵练习，或和团队成员反复修改、
调整细节。在这之中，还有花白头发
的老教师，正安静地翻看手写的教
学日志。

“一枚一角钱的硬币重1克”“这
种无规则运动叫分子热运动，温度越
高，热运动就越剧烈”“古诗鉴赏的方
法包括抓意象、析意境、明感情”……

比赛现场，来自小学数学、初中道德
与法治、初中化学、高中语文、中职学
前教育等10个学科的老师们各显所
长，使出“十八般技艺”，充分彰显了
他们的教学基本功。

对参赛教师而言，这场大赛是展
现自我也是一次提升自我的机会。天
生向阳小学信息科技教师唐廷波告
诉记者：“对于拥有22年教龄的我来
说，这次技能大赛不仅是一次教学大
练兵，也促进了我们对新课程标准的
理解，引发我们对教与学的深入思

考。”
“教师技能大赛每年举办一次，

今年已经是第五届，本次比赛重在考
察教师对教材内容的解读能力、对新
课标的理解能力、对课堂的驾驭能
力，是北碚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的又一有力举措。”区教师进修学院
副院长李鹏介绍，接下来，该院将围
绕新时代教育改革新要求，着力提升
教师基本功，引领全区教师在教育教
学中不断地学习、应用、创新，进一步
提升北碚教育全面育人质量。

北碚区举办新时代第五届教师基本功大赛

本报讯 （记者 彭浩杰）“需要理
发的居民请到这边排队等候。”“请测
量血压、心肺听诊的居民来这边排
队。”9月22日，来自缙云公司的志愿者
们在朝阳街道天津路社区摆起了志愿
服务“集市”，为社区居民提供文明城
区创建宣传、义诊义剪、就业咨询、防

金融诈骗宣传、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
“我本就有高血压，今天原本打算

去医院看看，刚走出家门，发现家门口
就有义诊服务，可以检查身体状况，着
实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还节约了一笔
看病的费用。”天津路社区李先生告诉
记者。

据了解，为了让志愿服务更有实
效，缙云公司针对天津路社区中老年
人较多这一情况，专门开展健康检查、
义务剪发、防金融诈骗宣传等便民志
愿服务。针对天津路社区属于老旧社
区的特点，志愿者们还开展了环境整
治行动，清理背街巷道、绿化带等死角

处垃圾，对存在乱张贴情况和墙面脱
落的墙壁进行粉刷。

“为了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和欢庆国庆节到来，我们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展现国企担当，希望能更好地
服务群众。”缙云公司党委副书记闵泽
勇表示。

迎国庆 展担当

缙云公司开展系列志愿服务

本报讯 （记者 齐宏）9月24日，由区文化旅游委、区
体育发展中心及北碚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
国体育彩票2022年北碚区第三十一届“孕婴世界”杯中老
年篮球比赛在碚南之篮篮球馆激情开赛。

据了解，中老年篮球比赛作为我区的传统体育赛事，每
年都受到众多篮球爱好者的喜爱与关注。本次比赛共吸引
全区9支代表队135名篮球爱好者参加。所有参赛选手的年
龄在40岁以上70岁以下，各组选手将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
里进行36场比拼决出胜负。

上周末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各组选手团结协作，奋力
拼搏，一个个精彩的上篮、三分远投、抢断等将比赛推向高
潮，不仅为我区中老年篮球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以球会友、锻
炼身体、展示自我风采的平台，更让大家享受到了运动带来
的快乐。

参赛选手李先生说：“我觉得北碚开展的中老年篮球比
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大家以球会友，既锻炼
了身体，又增进了球队之间的友谊，希望类似的比赛能经常
开展。”

我区举办

中老年篮球比赛

本报讯 （记者 齐宏）在第九个烈士
纪念日到来之际，9 月 24 日，写生中国重
庆直辖分部北碚支部在北碚区美术馆举
行红军英雄故事会，讲述红军长征故事，
缅怀革命先烈。

活动中，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刘
增宪为大家讲述了红军长征的感人故事，
分享了自己重走长征路的感悟。据介绍，从
2014年5月起，刘增宪用两年时间，沿着长
征线路自驾12万余公里，到达13个省份、
访问260多个长征旧址，几乎走完红一、二、
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所有纪念地。

刘增宪用“最”字归纳长征的历史，
“最早的号角”“最早的出发地”“最惨烈的
战斗”“最智慧的战役”“最小的红军战士”

“最早的女红军战士”“最后一战”……“长
征是一条信仰之路，理想之路。”刘增宪说
道。

刘增宪声情并茂的讲座，将大家带
回到那段硝烟弥漫、激情似火、充满光荣
与梦想的岁月。写生中国重庆直辖分部
北碚支部主席陈春明表示：“通过今天刘
教授的讲述，我们文艺工作者重温了红
军长征路上的故事，感受了革命先烈们
大无畏的豪迈气概和勇于牺牲的革命精
神。接下来，我们将发挥各自专长，创作
一批爱国主义题材的作品，力争在全市
各地进行巡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烈士
精神，用自己的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致敬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精神

我区文艺工作者举行

红军英雄故事会

本报讯（记者 田济申）9 月
20 日，市商务委公布了 2022 年首
批“重庆地标菜”名单，来自全市
38 个区县的 145 道地方特色菜品
入选，成为首批“重庆地标菜”。其
中，我区三溪口豆腐鱼、兼善三
绝、缙云醉鸡、翡翠凉粉、嘉陵煎
焖碌鹅及重庆泡菜等六道菜品入
选。

据了解，地标菜是一个菜系
的重要组成和特色，是一个地方

的城市美食名片和饮食文化代
表。评选地标菜，有助于把“重庆
地标菜”打造成世界美食名片，提
升重庆美食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助推重庆建设国际美食
名城。

接下来，我市还将不断修订、
升级“重庆地标菜”的各项标准，
实施评选“重庆地标菜”“地标食
材”“地标调料”等工程项目，推动

“重庆地标菜”科学有序发展。

北碚六道菜入选首批“重庆地标菜”

热 点 难 点 问 题 权 威 解 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