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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艺

谢孔庸是井研县马踏镇七盘山村
人。从普通农民到村民组长，从村民
组长到马踏镇人大代表，他的身份在
改变，但一心为民的情怀始终如一。

因为踏实肯干、乐于助人，2017
年，谢孔庸当选为七盘山村六组组
长。凭借敢闯敢拼的劲头和过硬的技
术，他带领群众脱贫增收、发家致富，
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致富带头人。
2021年，谢孔庸当选为马踏镇人大代
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基层干部的责
任与担当。

产业富民的先行者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
产业是关键。2014年，谢孔庸敏锐捕
捉到生猪养殖市场机遇，率先投资发
展养猪产业。经过多年精心培育，如
今，他的猪场年出栏生猪达500头，年
产值达百万元。致富后的谢孔庸没有
独享成果，而是积极带动村民发展起
养殖业，累计帮助全村14户农户走上
养殖增收之路。

谢孔庸带头整治撂荒地15余亩，
累计承包土地 30余亩，种植水稻 15
亩、生姜2亩、玉米大豆10亩，并探索
出“水稻+油菜”“生姜+玉米+大豆”
的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收”，让闲
置土地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在他的
示范带动下，该组3户农户加入到生
姜种植的行列中。他还带动该组村
民种植柑橘 50余亩，形成集“种植+
管护+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户均年
增收达1万余元，让“荒土坡”变成“金
果园”。

美丽乡村的守护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谢孔庸
始终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视为肩头沉
甸甸的使命，在“五清”行动中以身作
则，主动挑起全组5公里组道日常维
护的重任。他每日巡查路面状况，组
织村民定期清理沟渠、路边杂草，清运
积存垃圾，累计清理各类垃圾 10 余
吨，整治卫生死角20余处，确保组道
整洁畅通、沟渠排水无阻。在他日复
一日的督促与示范下，村民们从“一旁
看”变为“动手干”，家家户户自觉落实

“门前三包”，曾经杂乱的组道如今干
净整洁，沟渠水流潺潺，村容村貌迎来
蝶变。

在推动农村“厕所革命”和危房改
造工作中，谢孔庸更是尽心尽力。他
逐户走访，了解村民需求，累计协调改
造房屋20户、厕所40户。他常对村民
说：“环境好了，日子才过得舒心，这不
仅是咱们农民的‘面子’，更是实实在
在的‘里子’。”

履职为民的践行者

作为人大代表兼村里的辅警，谢
孔庸始终将群众需求挂在心上，用双
重身份践行“为民办实事”的初心。前
不久，村民张某与邻居因牛羊误入承
包地引发土地边界纠纷，双方矛盾激
化，甚至发生肢体冲突。谢孔庸得知
后，第一时间启动“警民联调”机制，联

合村委会、司法所组成调解专班，连续
三天走访当事人，耐心倾听双方诉求，
并邀请镇农业服务中心携带测量仪实
地勘界。在精准还原土地四至界限
后，谢孔庸又组织双方现场确认，以法
理为据、以乡情为桥，促成双方签订和
解协议，不仅化解了积怨，更让两家恢
复了往日和睦。

谢孔庸不遗余力推广种种植养殖
技术。他积极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将
学到的农技知识整理成“田间手册”，
走家串户免费传授。针对村民反映
的水稻稻瘟病、生猪蓝耳病等难题，
他主动上门指导，帮助农户解决问
题。多年来，累计上门指导农户230
余人次，成功解决56起种植养殖技术
难题。如今，村民们只要遇到技术难
题，第一个念头就是“找谢代表问
问”。他无私传授专业技术，成为了
大伙口中的“土专家”。

谢孔庸：乡村振兴路上的“领头雁”

本报讯（记者 钟础蔚 涂子健 文/
图）6月9日晚，第十届中国原创话剧
邀请展乐山展演月“戏剧普及工作坊
及汇报演出”活动，在成都理工大学
工程技术学院青年影院举行。成都
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的学子们为
现场观众献上原创话剧《蔷薇花开》，
现场座无虚席。

演出中，学子们以精湛演技，将半
个世纪时空跨度里核工业人的坚守、
奉献与情感纠葛演绎得淋漓尽致。舞
台上，蔷薇花的播种、含苞待放到花团
锦簇，巧妙预示着我国核聚变事业从
曲折攀登到最终成功，几对青年男女

的命运起伏也牵动着观众的心。
据了解，6月5日至8日，中国国

家话剧院优秀演员杨晨、中国国家话
剧院艺术培训中心助教老师翁博妍，
为《蔷薇花开》进行表演培训与专业
指导。期间，国家话剧院的演员老师
们驻守排练现场，对剧目进行精细打
磨，学生们也在指导下对角色理解不
断深入。

“我十几年前来过乐山，这次是
第二次来。在指导中我能感受到学
生们的热情与青春朝气，他们的热情
也感染着我，看到他们能达到如此高
的水准，我很欣慰。”杨晨说。

原创话剧《蔷薇花开》
演绎别样精彩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记

者日前从乐山市道路运输服
务中心获悉，为规范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
车”）经营服务行为，加强对网
约车行业的规范管理和监督，
保障运营安全和乘客合法权
益，乐山市主城区范围内将全
面启用网约车“合规码”，于6
月11日起试运行。合规网约
车“一车一码”，乘客可扫码验
真。

乐山市道路运输服务中
心将为乐山主城区每辆合法
运营的网约车分配“唯一合规
可识别二维码”（以下简称“合
规码”），张贴于副驾驶前方和
副驾驶头枕后方，实行动态管
理。乘客通过扫码即可实现
核验车辆资质，真正实现“透
明出行”。

6月 11日至 7月 10日期
间，乐山主城区将开展为期1
个月的网约车“合规码”试运
行，所有合规网约车将张贴

“合规码”上路，接受群众监
督。乘客可打开“乐山交通
运输”微信公众号，在“便民
服务”界面点击“网约车验
真”功能进行扫码或输入车
牌号进行核验，对合规网约
车，系统会显示“合规”并生
成相关车辆信息；对非合规
网约车，系统会显示“不合
规”，乘客可点击“举报”界面
进入举报，根据提示填写乘
车信息及投诉人联系电话进
行举报，也可拨打交通运输
服务监督电话 12328 投诉举
报。对乘客举报核查属实的
不合规车辆，相关部门将依
法依规予以处罚。

7月11日起，有奖举报正
式实施。同时，对积极遵守

“合规码”制度且服务优良、安
全过硬的网约车驾驶员，相关
部门将在“共产党员示范车”
等评先评优中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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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钟杨 刘靓钰 记者 鲁倩
文）今年高考期间，乐山邮政各分公
司纷纷在考场外设置“暖心驿站”，为
考生及家长提供贴心助考服务，用行
动助力青春梦想。

期间，五通桥区邮政分公司在五
通桥中学旁的邮政驿站设立爱心服
务点，醒目的祝福横幅高高挂在门
头，为广大考生加油助威。志愿者贴
心地为站在门外守护的考生家长准

备矿泉水、扇子、解暑药品，同时积极
协助考场外的现场工作人员，全力以
赴确保校门口道路交通安全；主动与
家长谈心，并发放金融知识宣传资
料，在缓解家长紧张情绪的同时，让
家长们了解更多的金融知识。针对
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录取通知书
寄递问题，该分公司专门设置宣传折
页，并现场为大家普及录取通知书线
上查询渠道和流程。

犍为邮政分公司在高考考场外设
置驿站，在路旁撑起遮阳伞，为考生家
长提供矿泉水、避暑药品和休息座椅，
打造了一个温馨、便利的备考休息空
间。除基础保障外，邮政志愿者还向
家长普及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学行李、
日常家乡美食寄递，以及简易险、银行
卡等业务，引导家长加入“金榜题名 邮
我同行”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群，助
力莘莘学子考上理想的大学。

邮政“暖心驿站”护航学子逐梦

本报讯（记者 钟础蔚 文/
图）近日，由市中区民政局、市
中区妇联主办，乐山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承办，乐山市
礼智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举
办的“童心探大学·筑梦向未
来”关爱困境儿童活动，在乐
山师范学院举行。

活动当天，30 名儿童在
家长的陪伴下参与活动。在
操场上，孩子们尽情嬉戏，参
加趣味运动会，展现了活泼
可爱的天性。随后，他们走
进图书馆，感受浓厚的学术
氛围。在美术馆内，琳琅满
目的艺术作品激发了孩子们
对美的追求。在陶艺创作环
节，孩子们在陶艺老师的指
导下，亲手制作陶艺作品，培
养了他们的耐心与毅力。活
动最后，孩子们还品尝了大
学食堂的美食，感受了大学
生活的烟火气息。

童心探大学 筑梦向未来

演出现场

陶艺创作

本报讯（记者 徐珍）6月 10日，
第十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乐山展
演月专题座谈会在乐山师范学院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学者专家
齐聚一堂，围绕“人民城市理念下的
戏剧赋能——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
层的创新路径与实践范式”，共话优
质话剧资源与基层文化土壤的深度
融合路径。

中国国家话剧院党委书记巩保
江，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戏剧家
协会主席陈智林，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郭捷，乐山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刘
进，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党委
书记王珂出席会议。

第十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于4
月25日在北京国家话剧院开幕。“乐
山展演月”自5月10日启幕至今，开
展10场优秀剧目展演、9场经典剧目

放映，3场戏剧普及工作坊、1场专题
座谈等23场活动。截至6月 10日，
共计约15000余人次观看和参与了
本次活动，“追剧、评剧、周末到乐山
观剧”成为了乐山文旅网络热搜新话
题。

座谈会上，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常
务副院长、导演艺术家王晓鹰等10位
专家学者分别就不同议题进行发
言。他们以展演剧目为样本，共探优
质剧目走向基层的实践价值；结合乐
山地域文化特色，探讨文旅融合发展
的创新路径；围绕戏剧艺术普及教育
等话题分享见解，现场氛围热烈。

此次座谈会凝聚了产学研各界智
慧，为原创话剧的基层传播拓宽了思
路，也为乐山依托独特文化禀赋，探索
文艺浸润人民生活的“乐山路径”提供
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戏剧赋能
共探优质文化资源基层浸润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