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喉潜鸟,2022年底出现在江津区。危
骞说，黑喉潜鸟是我国罕见的冬候鸟和旅鸟，
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沿海及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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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又多了8种鸟看见

4月7日，由重庆观鸟会编撰的《重庆鸟类名录8.0》（以下简称《名录》）正式发布，在更新的
《名录》中，共记录重庆分布的野生鸟类种数538种，占全国鸟类种数的36%。相比2022年11
月发布的《重庆鸟类名录7.0》的530种，重庆鸟类增加了8种。

重庆观鸟会会长危骞表示，重庆新增加的8种鸟类分别是小黑领噪鹛、布氏鹨、栗鹀、白额
雁、黑喉潜鸟、彩鹮、黑翅鸢、高山兀鹫。

在重庆，麻辣火锅门店数量已超过4万
家，在如此激烈的红海竞争下，“李常在”重庆
火锅却成功突围。2024年元旦后，这家在重
庆传承了三代人的火锅店持续霸榜大众点评
全重庆美食人气榜第一名，并且每家李常在
火锅单日平均排队量达到100桌+，行业内人
士评论道：这已然成为重庆火锅行业黑马，是
重庆火锅的新希望。

如此受重庆街坊邻居喜爱，这是一家怎
样的火锅企业？重庆晚报记者了解到，“李常
在”目前已代表重庆火锅走向全国，所开设的
门店数量达到63家，目前发展态势犹如破
竹。在这背后是三十年的坚持，是女承父业
三代人的坚守与传承。

从第一代传承人王仁秀女士，到第二代
蔡小莉夫妻的芳芳火锅，“李常在”已经是传
承的第三代。

“那时候家里条件有限，一家人吃住都在
火锅店里，请不起员工，凌晨两三点父母还在
洗碗是常态。”“李常在”创始人告诉重庆晚报
记者，当时的芳芳火锅，只有十三张桌子，经
过其父母的努力，最多时，每天能坐上百多
桌，同年在重庆区域开了多家分店，当时以为
生活可以这样平淡地幸福下去，但突如其来
的打击，让一切跌到了谷底。

据重庆晚报记者了解，2014年，“李常
在”创始人父亲患上了胰腺癌，那是她第一次
感受到，在病魔面前生命是那么的脆弱。现
实是残酷的，病魔就这样带走了她的父亲，在
父亲临终前，拉着她的手说道：“要照顾好妈
妈，要把火锅传承下去。”

父亲的遗言，在她的心里，埋下了一颗延
续父亲火锅梦的种子。

为了筹备火锅店，她大学选择了市场营
销专业，参加全国创业和营销比赛，只为收获
更多的眼界和知识。为了火锅梦，她拒绝了
去北京的offer，去了重庆著名的餐饮策划公

司深造，短短半年，便从实习生干到了首席营
销策划师。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20年11
月，“李常在”创始人决定辞职回老家，创业开
火锅店，结合父母30年积累的火锅店经营经
验，结合自己专业营销知识，2021年 1月3
日，首家李常在火锅在合川开业就爆红，李常
在由此被食客称之为重庆区县火锅排队王。

正当“李常在”创始人以为爱情事业都蒸
蒸日上的时候，与她谈了5年的初恋男友，在
婚期还有9天的时候离她而去。面对创业的
压力与男友的离去，小李为了梦想，她选择继
续前行。

2022年，李常在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发
展策略，陆续在重庆周边开了十几家店，开一
家火一家。团队和模式打磨成熟后，李常在
毅然决然来到重庆核心商圈观音桥，观音桥
店开业后一跃成为全国火锅品牌中闪亮的新
星，观音桥店每日排队200+，在流动性如此
大的位置能达到10桌顾客，7桌回头客，在三
代人30年的传承中，李常在已然成为下沉市
场火锅王者。这也成为了李常在向全国发展
的里程碑。

而今，作为品牌创始人的她说：“总有人劝
我，不要那么辛苦，女生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可
我相信，脚踏实地，一点一点，只会离梦想更近，
希望我做的事，能帮到更多想做餐饮的人。”

在采访的最后，重庆晚报记者问了一个
问题：“为什么要叫李常在火锅。”

她回答道：“从我开第一家李常在开始，
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叫李常在，其实这个原
因很简单，包括现在我从李函芮改名成为李
常在，都是这一个原因，我的父亲姓李，我希
望他能常在我身边。”

“不忘初心，带着父亲的火锅梦，把重庆
火锅发扬到全世界，这是我终身奋斗的目
标。”她说。 本报记者

探秘李常在
爆火的重庆火锅背后，是父亲的遗言和三代人的坚持

近日，人和派出所接到市民聂女士求助，称自己的项链遗失了。经了解，聂女士系两江新
区某医院的保洁人员，工作时不慎将项链遗失在放射科卫生间门口，而这条项链是家人送的，
具有特殊的意义，已佩戴多年，对其十分重要，焦急之下只好求助人和派出所民警。

了解情况后，民警一边安慰群众，一边立即到医院查看监控。民警经过调查发现，一位老
人在经过时拾取了地上的项链，见无人认领便将其带走。

随后民警确定了老人居住的大概区域，但该区域有多个小区，民警通过多日的排查走访，
最终确定了该老人的居住地址并与其取得联系。说明情况后，老人将捡到的项链还给了聂女
士。

聂女士拿到失而复得的项链，激动地向民警连声道谢，“真的感谢你们，这个项链真的对我
很重要。”为了表达谢意，聂女士还专程制作了印有“为民排忧情深似海，尽职尽责关爱百姓”的
锦旗，送到人和派出所民警李尤手中。

重庆晚报-厢遇记者 陈丹

重庆长安望江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李雪松，熟练掌握高精度箱体类零件、高
精度螺旋宽槽的数控加工和数控编程、多项特种主产品关键零部件的核心加工技术。经他反
复试验后摸索出设计精度极高零件的加工技巧，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达99%以上。

2015年，“李雪松劳模创新工作室”正式成立，李雪松一边培养技术能手，一边带队攻坚技
术。近年来，李雪松围绕数字化、智能化等新兴领域，开设UG软件编程高级班、CIMCO Ed-
it仿真软件建模培训等，着力培养双师型技能领军人才，共为公司培养“三师”人才及技能带头
人10人，公司级劳动模范5人，技能等级提升86人，多名员工先后获“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称
号。

在技术攻关方面，他带领团队围绕核心技术问题，累计实施工艺改进、工艺攻关、质量攻关
等500余项，节创经济价值近800万元。其中，某两项质量攻关被评为2021年度兵器行业质
量管理小组成果三等奖，获1项发明专利和7项实用新型专利。

像“雪松”一样的标杆
他带领团队节创经济价值近800万元

丢失的黄金项链找回来了

2022年5月，观鸟会的会员们还在重庆
发现了布氏鹨和栗鹀的身影，经过讨论确认，
它们也被补录到了《名录》之中。

据上游新闻

布氏鹨和栗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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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
环境与保护研究所专家布设的红外相机，首
次记录到了小黑领噪鹛在巫山县五里坡活动
的身影。

危骞说，小黑领噪鹛属鹛科，体型大小与
鸽子相似，颈部有黑色领环，腹部和喉部为白
色，耳羽也是白色。小黑领噪鹛的叫声尖柔
而响亮，怪异而又富有节奏感，这也是它们名
字的由来。

黑翅鸢

黑翅鸢的身影在重庆周边省份都已经被
记录过，在重庆被发现后，填补上了黑翅鸢在
中国南方分布的最后一块拼图。

2024年，一只高山兀鹫在迁徙过程中途
经开州区，因体力不支落水被困，让人们找到
了它出现在重庆的证据。

高山兀鹫

开州区融媒体供图开州区融媒体供图

白额雁是这一版《名录》中唯一新增的雁
鸭类。白额雁是野生大雁的一种，喜欢生活
在有大量草滩的湿地内，通常在草滩或河滩
上觅食，重庆的长江湿地为白额雁提供了非
常好的栖息环境。

白额雁

《名录》中新增的彩鹮，是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动物，也是一度被认为在中国绝迹的珍
稀鸟类。2023年7月27日，观鸟爱好者在梁
平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发现了彩鹮。

危骞介绍，彩鹮和有着“东方宝石”之称
的朱鹮是近亲，虽然全球分布，但在我国属于
珍稀鸟类。

彩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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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领噪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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