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综合 1 月 23 日，农历正月初
二，由于长江上游水位持续下降，被誉
为“川江七大枯水题刻”之一的江津莲
花石露出水面，庆贺兔年新春。

记者在几江长江大桥朝下游望去，
宽阔的江面上烟波浩渺，奔涌的江水
中，一大片黛青色的黑色礁石隐隐约约
地埋藏在清清的江水中，像一朵硕大的
莲花在江水中静静地绽放。而露出江面
礁石上的石刻依稀可见。不时有市民在
桥上停留拍摄一睹莲花石的尊容。

莲花石位于几江长江大桥外江水中，
由36块礁石在大自然鬼斧神工下组成了一
朵美丽的莲花。相传莲花石不常浮出水
面，但每逢其出现则预示着当年必会风调
雨顺。

“石不常见，见则年丰”的来历

莲花石水文题刻由 36 块大小礁石组
成，因其状如莲花而得名。如全部露出
水面，面积可达800 多平方米。

莲花石，俗名挑灯石，作为“川江七
大枯水题刻”之一，这朵巨大的“莲
花”为何会有“石不常见，见则年丰”
的说法呢？

据 了 解 ， 这 和 古 人 的 美 好 意 愿 有
关，在民间，每逢长江江津段低水位
时，江中的岩石才会显现，而每当莲花
石显现的年份大多是丰年。长此以往，
便有了“石不常见，见则年丰”的说法。

当年，古人为祈求丰年，在岩石上所
凿下的文字成了现代珍贵的水文资料。莲
花石现在题记 38 处，共计诗词 48 首。其
中，最早的题记出现于南宋乾道辛卯年
（公元1171年）。从南宋乾道年间至今，莲
花石每次出水都会吸引大量文人骚客聚集
于此，他们所留下的题刻记录了南宋乾道
中期至民国二十六年之间近 800 年的长江
枯水位情况。

通过考察这些诗题所在位置，我们
可摸索出长江水位变化规律，从而为修
建水利设施提供重要的参考。

莲花石上演江津版《桃花扇》

在莲花石上的 48 首诗词中，除了咏
叹莲花石的奇特风姿和“石现兆丰年”
的祝颂外，剩下的大部分诗歌都是缅怀
一位名叫谢秋芳的明朝女子。

相传明崇祯年间，泸州一位貌美如
花、多才多艺的女子谢秋芳与在泸州做官
的江津人杨生相识，为其卓尔不群的气度
和才华所打动，互生爱意。后来，杨生被
诬受贬，离开泸州回江津时向谢承诺，将与
之并结连理。哪知时隔一年，不见杨生，谢
秋芳至江津找杨，后得知杨在途中郁结而
亡，痛不欲生的她到莲花石吟诗悼杨后，殉
情于江心。

“买舟重到几江滨，烟水空蒙夜月
新，回首琵琶歌舞处，翠钿冷落不成
春。”400 多年后的今天，当再次吟诵起
谢秋芳所留下的这首绝命诗时，思绪也仿
佛回到了那个久远的年代。

如 果 说 清 初 剧 作 家 孔 尚 任 所 写 的
《桃花扇》 中，李香君和白衣书生侯方域
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让无数读者动容
的话，那么谢秋芳则用这首情诗，上演
了一部江津版的 《桃花扇》。

每逢莲花石露出水面，都会吸引市
民争相拍照，留下这一美好的画面。但
是，莲花石位于江心，市民不管是在几
江长江大桥上，还是在岸边观赏都需要
注意安全、不拥挤，文明观赏。车主驾
车途经几江长江大桥时，更不能停车观
望，应注意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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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强化车辆监管

筑牢春运交通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 阮瑞雪 通讯员 吴婕） 春节期间，

为持续做好辖区交通管理工作，进一步强化客货运企业
及车辆的安全监管，杜绝客货运车辆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连日来，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从源头管理、隐患治
理、车辆管控、路面执法等方面着手开展事故预防工
作，切实消除客货运车辆的安全隐患，保障春节期间辖
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召开联席会议，部署春运安全工作。区公安局交
巡警支队联合重庆市车管所九分所、区交通局召开
2023 年源头交通安全工作会议，辖区所有客货运企
业和危化品公司负责人参加。会议要求各参会企业
制定工作要点和方案，通过压事故、保畅通、优服
务，全力保障春运平安畅通。

开展源头检查，杜绝隐患人车上路。区公安局交
巡警支队民警到重点客货运企业开展源头检查工作，认
真核实各企业车辆及驾驶人台账，确认各单位严格执行
24小时专人值班，做到自查自纠、隐患清零。

排 查 事 故 隐 患 ， 加 强 路 面 秩 序 管 控 。 连 日
来，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在辖区重点路段、事故
多发路段、危险路段、道路安全隐患点开展全面
排查。执勤民警加大对国省道的巡逻管控，采取
设置固定检查点和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切实
加大路面查控力度和密度，全面整治客货运车辆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筑
牢春运交通安全防线。

记者 施婉莹 通讯员 李念

她 继 承 父 志 走 上 行 医 漫 漫 路 ，
她 甘 于 清 贫 坚 守 乡 村 16 年 。 不 论
刮 风 下 雨 还 是 午 夜 凌 晨 ， 只 要 村
民 有 需 要 ， 她 都 第 一 时 间 背 上 医
药 箱 疾 步 去 救 治 病 人 。 她 就 是 获
评 重 庆 好 人 的 江 津 区 珞 璜 镇 同 福
村村医白继红。

在学医期间，为了记下 200 多个
方剂，白继红一边背，一边在小本
子上默写，记不住的就反复写；为
了 能 辨 证 施 治 ， 她 虚 心 向 父 亲 求

教 ， 一 遍 又 一 遍 地 琢 磨 父 亲 的 方
子 。 凭 着 坚 定 的 意 志 和 好 学 的 干
劲，2006 年，白继红以优异的成绩
完成学业。毕业时，她拒绝了到大
医 院 上 班 的 机 会 ， 而 是 回 到 同 福
村，接过父亲的班当起了村医。

打针 2 元、拿药 5 元、针灸一次 2
元，五保户和低保户甚至不收钱，这
就是白继红看病的价格表。同福村有
村民 4000 余人，在很多人眼里，白继
红看病看得好，收费也便宜，是他们
健康的守护者。

为更好守护群众健康，除了给村

民看病，白继红又扛下了上门给村民
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任。多年
来，她坚持定期走村串户，对全村
276 户，共计 694 人开展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

建 立 村 民 健 康 档 案 是 “ 对 症 下
药”的重要基础和凭据。白继红建
立了按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慢
性病及重性精神病人等进行类别划
分的村民健康档案。每一类人群都
有随访方式、症状、体征、生活方
式指导等信息记载。这是一份动态
的 档 案 ， 每 随 访 一 次 就 更 新 一 次 ，

真正做到持续关注每一位村民的健
康情况。

“我们现在生了病都不得拖，剩菜
剩饭也不得吃，因为健康很重要。”如
今，有了白继红这个健康卫士，同福
村村民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了。

“据统计，我国 70 多万名乡村医
生，平均每人要为 600 多名村民提供健
康服务。”白继红表示，随着乡村振兴
道路的走深走实，相信未来会有更多
的医务工作者加入到乡村医生的行
列，携手共进，推动农村医疗事业再
上新台阶。

坚守乡村16年 悬壶济世初心不改
——记重庆好人白继红

我区联合多个科研团队开展调查

摸清野生动植物“家底”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俊希 通讯员 袁兴海）日前，

区林业局与西南大学科研团队在四面山自然保护区
联合开展野生动物调查，本次调查主要针对江津范
围内野生动物的主要类群无脊椎动物。

据悉，我区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为了让
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更具系统性、科学性，摸清“家
底”尤为重要。自2021年9月开始，区林业局与西南大
学、南川药物种植研究所合作，在全区范围内全面启
动野生动植物资源监测调查，预计两年内完成。

本次调查采用野外实地调查、访问调查与文献
资料收集相结合，以大圆洞、云雾坪、四面山等 11
个自然保护地为重点调查区域，江津全域共设置样
线 33 条，每条样线长度约 1 至 2 千米。在调查现场，
调查员每人手持一个扫网或筛网，不时地蹲下身翻
看石头、落叶，沿路采集植物及林下落叶层的昆
虫、蜘蛛等无脊椎动物标本，并进行拍照存档。截
至目前，科研团队已对我区进行调查采集 3 次，共布
设马氏捕虫网21个，采集昆虫和蜘蛛标本约2万件。

这只是我区野生动植物调查的一个缩影。自
2016 年开始，区林业局与多个科研院所合作，在四
面山开展局部区域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调查统
计，四面山共有维管束植物 214 科 1041 属 3331 种，
发现四面山楼梯草、四面山梅花草等植物新种 10
个，在重庆市新分布植物 224 种。动物方面，已发现
四面山分布有脊椎动物78科195 属261 种。

通讯员 梁艺

近年来，四面山镇把打造“平安景
区”作为主要任务目标之一，以加强治
安防控为基础、化解矛盾为重点、宣传
走访为依托、队伍建设为保证，坚持问
题导向，树牢为民宗旨、强化责任意
识，创新基层治理各项工作举措，激发
基层治理新动能，确保人民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小网格，大作用，解民难

四面山镇构建镇、村、社、户社会
治理“四重”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辐
射全镇 255 平方公里。优化调整 57 个基
础 网 格 ， 共 配 备 网 格 长 （组 长） 44

人，网格管理员 57 人。同时，强化考
核机制，网格化服务管理覆盖率、专
兼 职 网 格 员 配 备 率 达 到 100% 。 按 照

“一巡查、两走访、三必到、四必访、
五必报”工作制度，充分发挥网格员
的 作 用 ， 调 动 各 种 力 量 来 到 群 众 身
边，把纠纷化解在基层，让群众在家
门口解忧。

让矛盾在村(社区)化解、让服务在
村(社区)“升温”，是打通市域社会治
理“最后一米”的具体实践。自网格化
管理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融合以来，四
面山镇规范化建设镇村调解室 7 个，成
功调处疑难纠纷 28 件。其中，书面调
解 1 件，口头调解 27 件，调解成功率达
99%。此外，做好基础信息采集、民意
收集、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引导公众

有序参与社会治安，辖区平安稳定氛围
浓厚。

广范围，零距离，强联动

四面山镇辖区面积 255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约 7000 人。该镇投资 3 万余元
建设“雪亮工程”，经过严密踏勘，规
划 48 个视频监控点，对场镇所有出入
口、重点村居、交通劝导站进行 24 小
时监控，构筑起立体平安网络。去年以
来，该镇已通过“雪亮工程”破获案件
5 件，诈骗案件追赃挽损 2800 元。平安
网络在协助破案、化解纠纷、交通事
故、找寻走失人
口方面发挥着实
效，有效提升了

社会治安立体化防控能力。
四面山镇组织镇驻村干部、政法

干部、村社干部巡逻队等力量，形成
镇干部 （民警） 包村、村干部包社、
社干部包户负责制，网格联防、部门
联动、群众共治的群防群治体系，让
群众安全感更有保障。

多样化，重宣传，出实效

四面山镇坚持普法为民，利用 LED
屏滚动播放平安宣传视频，设置平安宣
传专栏 7 处，开展集中宣传 20 余次，悬
挂安全宣传标语 300 余条，发放宣传资
料 5000 余 份 ， 营 造 了 良 好 的 法 治 氛
围。该镇立足打造“平安景区”，持续
不断让法律知识深入人心，营造良好的
法治氛围，从“以调为主”向“以防为
主”转变，为建设平安四面山构建良好
的法治环境。

四面山镇以四举措打造“平安景区”

激发基层治理新动能

石不常见 见则年丰

莲花石再次惊艳出水

莲花石 通讯员 李友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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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谢君 通讯员 谭和英） 春节，
是阖家团圆、迎新纳福的传统节日。春节假期，全
区医疗机构的许多医务工作者依然坚守岗位，为健
康“站岗”，为生命“守岁”，以细致入微的服务守
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用坚守诠释最美“敬
业福”。

1 月 22 日，大年初一，区二院在院领导率队看望
慰问春节期间仍坚守岗位的一线医务人员。该院领
导详细了解在院患者情况，叮嘱值班人员要继续做
好医疗救治工作，在新的一年为健康中国建设、守
护百姓健康、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据了解，春节期间，区二院把满足群众健康需
求、保障医疗安全放在首位，所有门诊上午正常接
诊。下午停诊期间，内外科门诊患者可到急诊科就
诊；中医科、皮肤科、口腔科患者可到原诊室就
诊；肿瘤科、康复科、儿科、眼耳鼻咽喉科门诊患
者可到住院部相关科室就诊。同时，急诊科 24 小时
值班。值得一提的是，区二院还加强各科室、中心
的值班人员配置，确保患者能够及时、顺利、有序
就诊，为患者提供优质、满意的医疗服务。

与此同时，在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区妇幼保
健院、区中医院等地，广大医务人员坚守工作岗
位，守护群众健康。他们忙碌的身影，成为节日里
一道独特且温暖的风景。

医务人员春节假期坚守岗位

守护群众健康

医务人员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区二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