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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各社会组织、广大市民：
今年2月，民政部颁布《取缔非法

社会组织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政部令第77号，以下简称《办法》），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了非法社会组织调
查处置工作。为认真贯彻落实《办
法》，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净
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荣昌区民政局
面向全区社会组织及市民发出如下
倡议：

一、提高警惕，认清非法社会组
织危害

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
社会组织名义活动，或被撤销登记后
继续活动的组织）常以公益、慈善、培
训等名义敛财牟利，损害公众利益，
扰乱社会秩序。其常见形式包括：冒
用合法组织名称、标识的“山寨”组
织；以“协会”“基金会”“联盟”等名义
开展非法活动；假借国家战略、政府
背景进行诈骗或传销等。

二、积极参与，自觉抵制非法社
会组织

全区社会组织、广大市民要严格
规范自身行为，不参与 非法社会组
织活动。

1、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应睁大
眼睛、站稳立场、提高警惕，对非法社
会组织坚决说不，不与非法社会组织
勾连开展活动或为其活动提供便利；
不参与成立或加入非法社会组织；不
接收非法社会组织作为分支或下属
机构；不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账户使
用等便利；不为非法社会组织进行虚
假宣传。

2、市民朋友请做到：参与各类活
动前，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
台 ”（https://chinanpo.mca.gov.cn）或

“重庆市民政局官网”查验组织合法
性；不参与非法社会组织活动，不为其
宣传或提供便利；警惕“高额回报”“权
威授权”等虚假宣传，保护个人信息与
财产安全。

三、共同监督，畅通举报渠道
如发现疑似非法社会组织，请通过以下方式举

报：
电话举报：荣昌区民政局 023-46737977；
现场举报：荣昌区农业大厦民政局420办公室
举报时请提供组织名称、活动地点、证据材料

等，我们将严格保密信息并及时核查处置。
四、共建共享，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监督，通过官方媒体、社区

宣传等途径普及识别知识，形成全社会合力打击非法
社会组织的良好氛围。让我们携手行动，为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重庆市荣昌区民政局
2025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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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集镇抱房村，黄华勇的藤艺厂绝非
普通的生意场所，更像是一个充满温情的

“家”：员工生病，他主动借钱解困；同行产品
滞销，他热心帮忙销售；村里老人行动不便，
他便送活上门……十年来，借出的款项鲜少
留下欠条，可他帮扶过的人，都将这份恩情铭
记于心。

黄华勇今年35岁，身形虽不高大，却尽
显精干利落。就是这样一位看似平凡的年
轻人，在藤艺厂里担当着“大家长”的角色，承
载着上百个家庭的希望。

“钱可以再挣，人不能不管”

54岁的杨云美弓着身子，手指灵活地飞
速缠绕着藤条。每编织一把椅子，她能挣得
15元左右。但在2011年她被查出患子宫
癌，家中情况尚是一团糟，房屋破旧，治病的
费用更是毫无头绪。

“修房时找黄厂长借了1万元，后来看病
又借了1.7万元。”杨云美摩挲着粗糙的双
手，回忆起那段艰难岁月，“厂长当时说‘你先
安心治病，钱不着急还’……”话未说完，她的
眼角已泛起泪花。

黄华勇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她家房子破
旧，丈夫不管不顾，孩子又年幼。这种情况，
我能不帮吗？”此后，杨云美的生活开支、孩子
上学费用，前前后后黄华勇又借给她两万元。

像杨云美这样受助的工人并非个例。旁
人曾为黄华勇担忧：“你这么帮他们，就不怕
最后自己吃亏吗？”

黄华勇坚定地回应：“钱没了可以再挣，
人要是不管，我良心上过不去。看到他们有
难处，不伸手帮一把，我心里不踏实。”

“给份工作，他们腰杆才能挺直”

库房中，59岁的杨运恩正专注地清点着
藤条。尽管左眼失明，手脚动作稍慢，但她工
作起来格外认真细致。这份工作，得从2016
年说起。

当年，杨运恩年仅3岁的孙女手指不慎
被洗衣机绞断，黄华勇的母亲主动借出3000
元，帮助杨运恩给孙女看病，及时缓解了她的
燃眉之急。

得知其家庭情况后，为了让杨运恩有一
份稳定的收入来源，黄华勇邀请她到厂里工
作，还专门为她安排了库房里相对轻松的活
儿。

杨运恩逢人便夸：“要不是黄厂长一家人
的帮助，像我左眼失明这种情况，怕是很难在
家门口找到工作。现在我每个月能挣2000
多元，日子总算有了盼头。”

79岁的邓国容同样让黄华勇牵挂不
已。老人独自带着有精神疾病的外孙艰难
生活，儿子在外打零工，收入极不稳定。黄
华勇每月按时将藤条送到其家中，再定期
上门收取成品，让老人不用出门就能获得
收入。

厂里的工人大多来自荣昌、大足以及四

川隆昌的农村地区，黄华勇的藤艺厂累计为
700余人提供了就业岗位。每个月，厂里要
发放40多万元的工资，即便厂里遇到经营困
难，黄华勇也从未拖欠过工人一分一毫。

每月8日上午，藤艺厂的会计室总是热
闹非凡，挤满了前来签字领钱的工人，欢声笑
语回荡在屋内。多年来，黄华勇始终坚守这
个承诺：“工人们都等着钱过日子，工资一定
要按时发！”

多年来，黄华勇厂里的员工多为“老弱病
残”群体。可他对此毫不在意，他说：“借钱、
给钱只能解一时之困，给他们一份工作，才能
让他们挺直腰杆做人。”

“同行不是冤家，有钱一起挣”

几年前，唐中华家的仓库里堆满了藤椅，
两三年都找不到销路。要是再卖不出去，这
些藤椅就得烂在家里，生意恐怕也做不下去。

黄华勇得知情况后，联系了自己在江西
的长期客户，带他们前往唐中华家看货，最终
成功帮助唐中华清空了库存。

类似的帮忙，黄华勇坚持了8年。
8年间，除了帮助本村的同行外，荣隆

镇、直升镇、盘龙镇、清流镇以及四川隆昌界
市镇的近10家藤椅厂都得到过他的援手，累
计帮助大家销售藤椅价值达1600万元。

在旁人眼中，“你帮他们，不就等于给自
己增加竞争压力吗？”

黄华勇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同行并
非冤家，有钱大家一起赚，这样行业才能共同
发展。”

窗外，夕阳的余晖将藤椅的影子拉得悠
长。在这个特殊的“大家庭”里，黄华勇凭借
一把把藤椅，编织着他人的希望，也稳稳撑起
了一个个家庭的生活。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慧 通讯员 杨
浩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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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运 动 我 快 乐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丽丹）
近日，荣昌区全民健身月千名职工“降减
强·全民健身一起跑”活动在铜鼓镇举行，
来自荣昌、大足的近千名健身爱好者齐聚
铜鼓山，用脚步丈量美丽风景，用汗水书写
拼搏激情。

上午9点40时许，随着一声鸣枪，大家

从铜鼓山英烈园出发，沿着铜鼓山天全寨
蜿蜒的山路开跑，全程 5公里。活动中，

“降指标、减体重、强体魄”的口号此起彼
伏，职工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运动，在“红
色文化+全民健身”的沉浸式体验中，缓解
工作压力、增进凝聚力。

作为全国第一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区，

近年来，我区通过探索“体育+旅游”“体育+
产业”“体育+文化”深度融合为目标，打出
高质量发展“健康牌”，每年组织开展大型区
级群众体育赛事100次以上，各类单项赛事
活动300次以上，举办国家级、市级赛事天
数达180天以上，形成“天天有健身、周周有
活动、月月有赛事”的浓厚健身氛围。

近千名职工共赴健身之约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向虹霖）
拉伸、压腿、活动关节……日前，在金科视
界城小区，30余名居民在志愿者的引导
下，认真做完热身运动，随后开始了夜跑

“打卡”。
自去年“全民健身一起跑”活动进小

区以来，一到傍晚时分，各个小区内都能
见到一群跑步爱好者迎着余晖奋力奔跑
的身影。急促的喘息声、有力的跑步声与
欢快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营造出热闹和
谐的运动氛围，为小区注入蓬勃生机。

截至目前，这项健身跑活动已在全区
17个小区及2个固定服务站点（体育场、
人民广场）顺利开展。其中，各小区将参
与者分成两个小组，每周组织3次跑步，
累计成立了73个小区跑团，带动越来越
多居民投身到全民健身的热潮中。

小区跑步点亮居民夜生活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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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仁义镇组织辖区内的干部职工、学
生、群众100余人，开展以“仁义老家·醉美原
乡”为主题的环三奇湖健步走活动。

活动全程沿着风光旖旎的三奇湖展开，
路线总长21公里。大家精神抖擞，迈着矫健
的步伐沿岸行走，在运动的同时一起欣赏沿
途风景、畅谈健康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健
身的热情，增强了环保意识与家乡认同感。

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杰 通讯员 廖
怡云 摄

环湖健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