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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解决问题超8000个

该栏目由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市监察局和市
政府纠风办、重庆广电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共
同主办，重庆广播电台和重庆晨报承办，开设的初
衷是为了促进政府部门和行业风气的改进。

该栏目在重庆晨报开设五年多，由总编和副总
编组成领导小组，资深记者主持采访，关注多起重
要事件的督办、推动多个政府部门风气的转变、促
进多个行业自审自查，刊发稿件700余篇，与其他
承办媒体一道处理市民热线电话和电子信箱反映
的民生问题8400余个，满意率在90%以上，解决率
达96%，反馈率100%。

负责该栏目的重庆晨报资深记者赵君辉介绍
说，在多起重要事件的解决过程中，都是由相关委
办局的领导亲自出面，显示了对政风改进和民生问
题的高度重视。

在开栏一周年之际，《阳光重庆》获得高度重
视，市政府纠风办将《阳光重庆》反映问题办理结
果，纳入一把手政绩考核体系，做得不好的将被
扣分。

重庆晨报的报道也引起了多位市领导的批
示，时任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徐敬业在一次采访
中对《阳光重庆》专栏记者赵君辉说：“重庆晨报
《阳光重庆》栏目，办得非常有特色，每一篇报道都
掷地有声，为纠正政府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发挥
了很好的舆论监督作用！”

多篇重磅报道直抵民心

在5年多的时间里，重庆晨报《阳光重庆》栏目
关注了多个重要民生问题，并督促解决。

2007年8月 推出报道《老太建议：为空巢老
人办‘婆婆食堂’》，关注老年人的就餐问题，这是重
庆最早关于社区食堂的呼吁。

2008年1月 推出报道《重庆市场茅台酒一
半是假的》，关注高端白酒造假猖狂的问题。

2008年2月 推出报道《全市事业单位招聘
应统一考试》，以一位报考事业单位的研究生视角
提出建议，全市事业单位招聘应统一考试。市人事
局相关领导做客《阳光重庆》，表示将完善公招制
度。时至今日，统一考试已经成为我市事业单位公
招的必要程序。

2008年4月 推出报道《公园跳坝坝舞不得
扰民》，关注坝坝舞的扰民问题，并推动相关部门出
台措施，对公园内的坝坝舞进行限时、限地、限音
量。2008年4月，推出报道《暗访公交车低俗广告》，
推动相关部门对公交车上低俗医疗广告进行整改。

2008年4月 推出报道《九旬翁携妻乘公交
被赶下》，推动公交集团改善老年人乘车服务环境。

2009年7月~9月 推出系列报道《渝安龙都
落地窗爆裂》，市安监局介入调查，发现玻璃有质量
问题，最终责令开发商为小区716户全部更换落地
窗玻璃。

2009年9月~11月 推出系列报道《农民联排
别墅 惊现栋栋危楼》，关注走马镇大石农民新村多
栋建筑出现裂缝成为危房的问题。记者调查发现，
该小区为没有审批、没有许可证的三无建筑，报道引
来九龙坡区纪委介入，最终采取拆除和加固的措施
进行解决，其中涉及的腐败问题也进行了处理。

2010年9月 推出报道《学校超市代收教辅
费24万元》，关注黔江一学校违规收取教辅费的问
题，最终所有费用全部退还给学生，校领导做书面
检查，小学取消年度评优资格。

如今，民生仍然是重庆晨报的核心内容，为此，
我们开设了《民生调查》《民生关注》《民生呼应》等
多个专栏。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廖平

刊发一封来信发起大讨论
“拆除人民大礼堂围墙，建人民广场，当年我是见

证者，也是参与者。”提起重庆晨报创刊以来经历的
“大事”，曾任重庆晨报副总编的西部国际传播中心董
事长赵吾君如数家珍，对重庆晨报当年助推人民广场
建立，他仍能记得一些细节。

1995年4月，重庆晨报创刊，赵吾君进入晨报当
了一名记者。1996年，他主持《山城时空》周刊，定位
于关注重庆的热点话题，拓展市民话语边界。1996
年7月6日，《山城时空》刊登署名“晓山”的江北读者
来信，从解放碑一场火灾烧出一片“敞亮”谈起，指出
广场是城市的客厅，是人们休闲、聚会的好去处，有关
部门应该建个真正的广场“给山城的老少爷们看看”。

“‘晓山’其实就是我自己。”赵吾君说，他还配发了一
条编后引导大家来讨论：“广场很久以来就是重庆市民的
一个话题，舆论也曾呼吁，但一直未见动静。重庆该不该
有个广场？重庆为啥至今没有一个广场？……”

新生的晨报犀利发声，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
晨报趁热打铁，发起“广场问题大家谈”大讨论。当年
担任大公报驻重庆记者的陈寿章，也接受赵吾君的邀
约写了一篇文章讨论广场建设的必要性。在一篇讨
论文章中，赵吾君给作者的文章加了一个尾巴，“至于
广场怎么建，先把人民广场的围墙拆了再说吧。”“人
民广场拆围墙”就这样进入了市民的视野。晨报随后
开设专栏《市民之声:广场问题》，就市民的呼声、建
议，连续推出了十余篇报道。

报道成为政协委员提案附件
就在媒体关注城市广场建设的同时，一些重庆市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开始走访调查，收集民意，关注
点很快聚焦到人民大礼堂的围墙是否应该拆除，人民
广场如何建设等问题上。

不久，当时的市政协第十四次会议召开，政协委
员李晞曚提出“拆除大礼堂围墙，建成人民广场”的建
议。当时，重庆城区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休闲广场，
提案中还阐明了拆除围墙是民心所向。

李晞曚的这个建议当即得到民建重庆市委全体
委员附议，形成集体提案，重庆晨报的相关报道也被
委员们作为提案附件提交，供市政府作决策参考。相
关提案提交之后，引起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1996
年12月，市府办公厅复函称：拆除人民大礼堂围墙、
建人民广场一事，政府已责成规划部门作方案。随后
市规划局发出《通知》，要求人民大礼堂内民工简易住
房及临时车库自行拆除，同时取消停车场、洗车场，将
其恢复为绿地。

按当时设计的基本思路，保留大礼堂原有风格，
以对称中轴线为中心，向两侧扩展，纵向延伸最后形
成广场烘托大礼堂。这一设计，体现了人工建筑和自
然环境协调统一，展现了人民广场的开放性。

在此期间，重庆晨报持续报道相关进展，推动人
民广场工程“落地”。

建广场市民捐款800万元
1997年3月，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3月

中旬完成施工单位招投标，5月底前完成人民广场第
一阶段建设，也就是拆除围墙、绿化环境，同时对中心
礼堂完成一次维修和翻新。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批
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修建人民广场被市委、市
政府列为重庆直辖市的第一项重点工程。重庆晨报及
时开设了“广场牵动市民心”专栏，报道工程进展。

因为广大市民对这项工程相当热情，有关部门顺
应民意，在大礼堂门前设立了捐赠点，集中捐赠时间
为3月22日~3月25日。因为老百姓的热情，原定3
天的集体捐赠时间被延长到3月29日，在这8天时间
里，共收到捐款700多万元，到一期工程完工，一共收
到市民捐款800余万元。

1997年5月25日，拆除围墙后的人民广场对外
开放，有关部门举行了剪彩仪式，老百姓载歌载舞，欢
庆人民广场的建成。

据了解，从发起修建广场的大讨论，到人民广场
的建成投用，重庆晨报共刊发相关新闻报道50余篇，
其中头版头条10篇。人民广场的示范效应是十分显
著的，重庆接着开建了解放碑步行街广场、朝天门广
场等市政广场，江北区委区政府大院率先拆掉行政机
关的围墙，鲜花绿树与民共享。如今，从社区到繁华
都市，广场、公园已成为重庆标配，“公园里的城市”蜚
声中外。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圣泉

在重庆晨报30年的发展历史中，
有一个栏目曾经引起巨大反响，这就是
《阳光重庆》，该栏目荣获2008年重庆
新闻奖一等奖，从市领导到新闻业同
行、读者都给与了高度评价。

重庆晨报鼓与呼
人民广场终建成

今天是重庆晨报创刊30周年。在30年的历程中，
作为重庆第一都市报，重庆晨报坚持以读者需求为导向，
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关注时政、聚焦民生、服务大局，以
思想为笔，以激情作墨，始终践行城市价值的发现者与
传播者。有许多报道或开风气之先，或陈时弊之痛，或者
点大势之眼，助推着城市的发展。今天，我们回访了一些
当年报道的当事人，共同回顾重庆晨报这30年来的几个
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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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捐款800万元

拆除围墙

1997年5月25日
人民广场对外开放

作为重庆的重要文化符号，人民大礼
堂这座独具特色的标志建筑物，在众多重
庆人心中庄严、肃穆、神秘。许多人或许不
知道，20多年前，人民大礼堂是被高墙大
院围起来的，市民并不能像现在这样可以
和它“零距离接触”。重庆晨报等主流媒体
的鼓与呼，才促进了1997年人民大礼堂
围墙的拆除，建立起现在的人民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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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重庆》栏目问政
问题解决率纳入政绩考核

人民广场上每天人流如织

当年关于人民广场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