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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从火锅
食材基地、火
锅食材加工到
火锅原辅料贸
易、火锅终端
消费的全产业
链，产值突破
3000亿元

在
重
庆
国
际
博
览
中
心
，市
民
在
品
尝
﹃
天
下
第
一
大
火
锅
﹄
。（
本
报
资
料
图
片
）

记
者

张
锦
辉

摄\

视
觉
重
庆

3月11日，下浩里老街奇香花生米店。 记者 何赛格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
报首席记者 周尤）“驻市水利局
纪检监察组编写的这本参考书，
对于解决派驻机构办案中遇到的
常见实际问题，提升派驻机构案
件整体质量很有价值。”近日，刚
拿到《派驻机构办案常用指引（试
行）》（以下简称《指引》）的市直机
关纪检监察工委有关负责人对这
本小册子赞不绝口。

监察体制改革以来，我市
先后印发了《重庆市纪检监察
机关监督执纪执法工作办法》
《重庆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
审查调查措施使用办法》等制度
性文件，有力推动全市纪检监察
机关监督执纪执法规范化标准
化建设。但从执纪执法工作实
践看，对派驻机构的相关要求散
见于大量规范性文件和相关工
作提示中，使用过程中存在依据
查找不便捷、文本使用效率不高
等问题。

为进一步加强监督执纪执
法标准化建设，构建全链条案

件质量保障体系，综合考虑派
驻机构在审批权限、工作流程、
措施使用等方面的特殊性，市
纪委监委驻市水利局纪检监察
组按照“清晰易懂、务实管用、
最新常用、新手能用”的原则，从
中央和市纪委监委印发的 100
余份规范性文件、工作提示和
300余份文书中，提炼、筛选、归
集、整合形成相关文书60余份，
设置操作要点100余条，对审查
调查各环节关键注意事项进行
针对性提示，对帮助派驻机构
干部系统了解办案流程规范、
快速精准锁定有关规定要求、
高质高效完成审查调查工作具
有实在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
用。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系统
观念，加强统筹指导，视情向联
系的派驻机构推广使用，发挥《指
引》办案工具、实训教材作用，提
升派驻机构案件办理质效。”市纪
委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有关负责
人表示。

市纪委监委驻市水利局纪检监察组编写《指引》

“小册子”推动监督
执纪执法规范化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近日，一段重庆市垫江某中
学初二年级班主任徐龙军背着
患嗜睡症的学生小源下楼，并
送其回家的视频感动了许多网
友。3月 11 日，记者联系上徐
龙军，他在电话里表示，自己和
学校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
小事。

“徐老师，小源又在寝室里
睡着了，一直喊不醒他。”3月5
日早上，正准备到教室上课的徐
龙军接到学校宿管老师电话，班
里患嗜睡症的小源在寝室睡着
了没起床。

徐龙军让宿管老师看着小
源，并给小源的外婆打去电话。
上午11点下课后，徐龙军赶到寝
室，小源仍在熟睡中。帮小源穿
好衣服和鞋子后，他背起小源从
寝室4层往下走。

此时，小源的外婆已赶到学
校，“我送小源回家休息吧。”徐
龙军背着小源在前面走，外婆拄
拐跟在后面。“我把他从寝室送
回家里，下午三点过他睡醒了，
我又将他接回学校来。”徐龙军
回忆说道，这不是第一次背小源
回家，这件“小事”他已经坚持了
一年半。

据了解，小源五岁多时，父
母离异，他一直跟着外公外婆生
活。“有时候，从晚上10点开始
睡觉，如果不喊他，他可以一直
睡到第二天下午三四点。”发现
小源一周会出现两三次醒不来
的情况，徐龙军便背着他到医院
就医。

“医生说他只是嗜睡，但如果
醒不来会有生命危险，所以需要
有人看着他休息。”徐龙军说，一
开始，班上的同学还对小源议论
纷纷，后来，在他的解释下，同学
们纷纷理解了小源，并对小源伸
出了援助之手。

“这对我来说只是一件普通
的小事，遇到这样的情况，老师都
会这么做。”徐龙军说，小源的外
公外婆都60多岁了，外公还在打
工挣钱维持家人的生活，特别不
容易。

目前，小源嗜睡的次数逐渐
减少，这学期是第一次出现。不
过，对于小源究竟为何会出现嗜
睡的情况，小源和外公外婆仍盼
望能有专家帮忙诊断。“他们想找
到真正的原因，也好着手治疗。”
徐龙军说，此外，小源还有一个愿
望，那就是希望找到10年未见的
妈妈。

学生经常嗜睡
班主任持续一年半背他回家

精彩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

党风廉政看巴渝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松

3月10日，铜梁区青少年宫
的老师带着50余名学生，来到潼
南区杨闇公同志旧居参观学习。

据了解，杨闇公同志旧居位
于潼南区双江古镇，于1992年正
式对外开放，是社会各界缅怀杨
闇公烈士、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全民国防教育的重
要阵地。日前公布的第九批重庆
市岗位学雷锋示范点，杨闇公同
志旧居成功入选。

杨闇公是中国共产主义运
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四川早
期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建者和卓
越领导人，党的早期军事工作优
秀领导人，他于1927年4月6日
被反动军阀杀害，牺牲在重庆佛
图关。

杨闇公同志旧居，除了是他
以前生活的地方外，也与党在各
个历史时期的许多重大活动联系
在一起，例如中共潼南党组织的
2次建立都是在杨闇公同志旧居
筹备的。

1992年，市政府公布杨闇公
同志旧居为首批“重庆市文物保
护单位”，并拨专款按原貌进行修
复，布置杨闇公烈士生平业绩展
览。

近年来，杨闇公同志旧居坚
持以人为本，依托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
范基地等平台，不断深化学雷锋
活动与本职岗位有机结合，在开
展社会教育中学雷锋、讲奉献，
弘扬雷锋精神，大力传播红色文
化。

例如，杨闇公同志旧居组织
开展了“学习党史 缅怀英烈”潼
南区社会各界纪念革命英烈清明
祭扫、烈士纪念日纪念暨零散烈
士墓迁葬仪式、重温入党誓词、我
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活动，以及
各类红色主题夏令营、党课进校
园、革命故事报告会等特色活动
近千场。

杨闇公同志旧居还开设了
“在线云展览”，先后推出“中国革
命先驱——杨闇公”“云游杨闇公
杨尚昆故里”“‘云水襟怀，松柏气
节’杨尚昆”线上展览。开展线上
有奖知识问答等互动形式，不断
激发群众学习兴趣和热情。

同时，杨闇公同志旧居采取
“文明引导”“一站式”服务等多种
方式，开展“学雷锋·树窗口·展形
象”活动300余次，近5年累计接
待观众近200万人次，提供义务
讲解8000余场，向全区中小学校
赠送《双江杨氏探微》《杨闇公文
选》等书籍1万余册，累计志愿服
务时长1585小时，既保护了革命
文物，又弘扬了伟大建党精神，传
承了红色文化。

杨闇公同志旧居
5年接待观众近200万人次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陈钧 周盈

“火锅料理师职业标准公布了，宣
告火锅界迎来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刻——火锅从业人员从此拥有了国家权
威认证的职业身份！”前不久，陆派巴倒烫
火锅创始人王文军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
这条喜讯。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
厅、商务部办公厅联合颁布了中式烹调师
（火锅料理师）国家职业标准（以下简称火
锅料理师国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国
标由重庆编制完成。这不仅能促进火锅
行业的发展，对重庆创建世界火锅之都也
意义重大。

重庆不断擦亮火锅这张
美食名片

“3月5日到重庆，寻找一名火锅搭
子。”

“来重庆就为一口火锅，求好吃的火
锅推荐，在线等。”

“家人们，我找到一家重庆火锅，好吃
不贵。”

……
有人戏言，在重庆没有什么是一顿火

锅解决不了的。火锅，是不少外地人对重
庆的第一印象。

有数据显示，重庆本土有2.2万家火
锅企业、3.2万家火锅门店。可以说，两江

边、街巷中、梯坎旁，山城无处不火锅。
火锅店多，火锅产业收入也很亮眼。

截至目前，重庆初步形成了从火锅食材基
地、火锅食材加工到火锅原辅料贸易、火
锅终端消费的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000
亿元。

为擦亮重庆火锅这张美食名片，推
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重庆动作频
繁——

去年6月，重庆提出打造“33618”现
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将火锅食材作为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产业的七大重点之一，提出
要大力发展火锅产业；

今年全市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将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做好“土特产”
文章，聚力打造火锅食材、粮油、生态畜牧
三大千亿级产业；

今年2月，重庆印发《推进火锅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重
庆成功创建世界火锅之都，重庆火锅产业
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支柱产
业，重庆火锅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新格
局全面形成。

“国标”编制中展现包容
兼具的“火锅精神”

火锅“一锅煮天下”，展现的正是包容
兼具的“火锅精神”。本次火锅料理师国
标，也恰好与“火锅精神”相契合。

作为开发编制专家组组长，王文军介
绍，火锅料理师国标编写由重庆市职业技
能鉴定指导中心牵头，联合重庆市火锅产
业协会，由全国火锅行业11位资深专家

组成编写小组，专家们来自全国各地，涉
及的火锅类别各不相同，但因由重庆牵头
制定职业标准，部分人担心标准最终呈现
会以重庆火锅为主。

对此，专家组决定通过线上调研和实
地调研，深入了解各地火锅派别的情况。
在线上，专家组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向上
海、广州、西安、南京、沈阳等15个城市的
行业协会、火锅企业、培训机构展开调
查。在线下，专家组分别走访了以北京、
郑州为代表的北方派，以深圳、汕头为代
表的南方派，以重庆、成都、贵阳为代表的
西南派。

经广泛开展全国火锅行业职业调查、
业内资深专家精心编写，历时一年，历经
20余个版本，火锅料理师国标最终顺利通
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审核并对
外公布。

火锅料理师国标涵盖了包括炒制类、
烹调类、熬煮类、发酵类等国内主要火锅
品类，如川渝麻辣火锅、北方铜锅涮肉火
锅、广东潮汕牛肉火锅、海南糟粕醋火锅
等，做到了真正属于全国的“火锅标准”。

同时，火锅料理师国标还明确了职业
定义、职业技能等级、职业培训要求、职业
技能评价要求、从业人员需具备的职业道
德和专业知识、各等级考核点及权重比例
等，为技能人才的培养评价定下国家标准。

借力创建“世界火锅
之都”

牵头编制火锅料理师国标，重庆不仅
实现了职业标准国标编制零的突破，还为

打造“世界火锅之都”带来新机遇。
“标准的制定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

也明确了职业晋升阶梯，可以培养更多的
行业专业性人才，从而推动火锅行业向规
范化和专业化发展。”王文军说。

“现在火锅行业所需的人才，不仅要
在前端了解消费者需求，在后端掌握产品
研发方向，还要具备专业的食品研发知
识、必要的食品安全管理知识。”洋马儿火
锅创始人泰山表示，火锅料理师国标出台
有助于重庆火锅产业的人才培养，从而强
化重庆火锅的品类优势。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
重庆陶然居集团董事长严琦表示，重庆创
建世界火锅之都条件已经成熟。

她建议，支持重庆开展火锅企业培优
活动，在政策上给予倾斜支持，推动构建
从原材料到深加工的一体化供应链体系，
促进火锅产业集团化、品牌化、规模化发
展。火锅料理师国标的出台，正为此提供
了支撑。

市商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火锅料理
师国标的公布给予了火锅从业人员“身份
证”，给火锅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
遇，对推进火锅产品提质、消费升级赋能、
产业发展增效，实现稳增长、稳就业目标
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市商务委将携手市人力社保
局强化火锅产业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开展
火锅料理师职业培训、实行火锅料理师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加快火锅产业、行业、就
业链条建设，为重庆火锅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生活品质提升服务。

编制火锅“国标”“烫热”火锅产业
■火锅从业人员有了国家权威认证的职业身份
■我市创建“世界火锅之都”又向前一步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郑三波

说到奇香花生米，不少重庆“好吃狗”
都表示：闻其名，知其味。

不过，这个曾经摆上我市各大超市货
架的品牌产品，在火了一段时间后，又慢
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最近，在南岸区下浩里老街，一家名
为奇香花生米的小店成为知名美食打卡
点。名是那个名，味有那个味，是一度退
市的奇香花生米重出江湖吗？记者日前
走进这家小店，一探究竟。

20 平方米小店卖花生
米，一月收入8万元

“小段，给我来两盒鱼皮花生米，又想
吃了哟。”

“要得，吴爷爷，花生米来了。”
3月11日下午，天气晴朗，下浩里老

街的游客熙熙攘攘，一间约20平方米的
小店门口，挤满了闻香而来的顾客。

这家小店，就是奇香花生米店，由段
氏炒货第四代传承人段余舜主理。

喊段余舜“小段”的人，是当地老居民
吴万国，他虽然已搬出了老街，但还时常
回老街看看，每次都顺便买上两盒花生
米。

“老味道，他家的花生米就是好吃，果
实饱满、粒粒香浓。”一边买花生米，吴万
国一边向排队的游客“打广告”。

段余舜双手不停拣货、装袋，店内收
款的提示音响个不停。

从贵阳来渝旅游的王石春一次性购

买了30盒花生米。“我尝了一下，每个品
种各有滋味，有的香酥脆爽、入口化渣，有
的香辣微甜、回味无穷。”王石春说，这是
很好的重庆特产，准备作为礼物带回去给
亲朋好友尝一尝。

在记者采访的40分钟里，至少有10
批顾客光顾小店。

“这几天天气不错，几乎每天都卖
2000元以上，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卖8万
元。”段余舜说。

曾因产品单一导致销量
下滑，被超市下架

谈及奇香花生米的沉浮，段余舜很是

感慨：“原来新世纪、重百、家乐福等超市
都卖奇香花生米产品。但到2006年，产
品却纷纷被超市下架了。”

那时，段余舜在小作坊里埋头炒货，
没有注意到市场的变化。奇香花生米虽
然好吃，但口味单一，逐渐在市场竞争中
败下阵来。

产品从超市下架后，段余舜关了炒货
店，到成都姑妈开的炒货店打工。

在姑妈的炒货店，段余舜才看到
了产品和营销的差距，每年炒货店都
会推出几个新口味或新品种。为打开
销路，姑妈将这些各式口味的炒货摆
上柜台，让顾客随意品尝。不少游客
主动在朋友圈里推荐，炒货店生意越

来越好。
“我什么时候能够开家姑妈这样的炒

货店，让奇香花生米重回巅峰呢？”段余舜
一边在姑妈店里打工，一边慢慢酝酿创业
重生。

把握老街改造机遇，老品牌
重获新生

10年之后，机会来了。
2017年，南岸区启动下浩里（原下龙

门浩）老街改造，将这里打造成既有厚重历
史文化底蕴、又具备现代时尚元素的老街，
吸引游客打卡。

对这个地方，段余舜太熟悉了，他最
初的炒货作坊就在这里，这是个好机遇。
段余舜回来盘下了现在这家小店，开始二
次创业。

口味如何突破和创新？
“以前那个年代，大家都比较喜欢吃

甜食，现如今，消费者已经不太喜欢吃太
甜的东西，我们将原来的配方进行调整，
既保留原料原有的香味，同时也不太甜，
口感更好，更符合当下消费者的需求。”段
余舜说，比如以前的花生糖口感偏甜，现
在的花生糖，没有添加白糖，但是做出来
的产品依旧是酥脆化渣，花生和芝麻的香
味更加浓郁。

口味创新变化，制作工艺却没有变，
仍然采用手工制作。“奇香花生米的手工
制作技艺于2018年成功申报重庆市非
遗，这是它的最大优势。”段余舜表示。

如今，段余舜已开发了 20 多个品
种。花生糖、怪味花生、花生酥、椒盐花
生……奇香花生米新口味不断推出，再加
上下浩里老街消费新地标、新场景的加
持，段余舜的小店火出了圈。

借助文化街区新平台，依靠创新推出新产品——

退市十年重出江湖 奇香花生米“火出圈”

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