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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大足区米粮小学以落实
“双减”政策为契机，积极探索开展“川剧文化进校园”
活动，有300多名学生走进了川剧练功房，近距离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米粮小学开展川剧传承教学，实现育人途径多元
化，给农村孩子搭建起发展平台。学校邀请重庆市非遗
传承人谭冬鸣、大足区川剧戏曲协会的7名艺人为主讲
教师，并设立专项资金5万元，加强对师生的戏曲培训。

川剧教学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取得了良好成
效。排演的川剧节目获多项全国、全市大奖。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7月 6日，重庆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大足区分中心、大足区妇联共同主办的

“巾帼心向党 喜迎二十大”巾帼大宣讲活动举行，全国
三八红旗手龙其贤带来《不负韶华逐梦时 当好妇女儿
童事业答卷人》主题宣讲。

龙其贤拥有七年多的妇联工作经验，被评为全国维
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结合妇联在维护妇女儿童
权益、关心爱护支持妇女儿童生存发展方面的具体案
例，龙其贤分享了工作体会并提出建议。她认为，做好
妇联工作，要讲究工作方式方法。基层妇联组织要围绕
上级妇联中心工作找结合点，围绕镇（街）党政重点工作
找准结合点，做好与其他单位的沟通协调抓统筹，贴近
群众需求狠抓精准服务，做好新闻宣传为妇联工作营
造良好氛围。

听了经验分享，与会妇联干部们纷纷表示获益良
多，将坚守为民情怀，提高工作能力，用心用情做好妇
联工作，为全区妇女儿童谋幸福不懈奋斗。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
烈，特别是疫情持续反复，许多市民对交通便利、设施
完善，可呼吸新鲜空气，能吃到有机绿色蔬菜的田园生
活强烈向往。但对哪里有闲置的农房、价格是否合理、
交通是否方便、配套是否完善等信息，居民却没有可靠
的获取渠道。同样，农民有闲置资源有意出租，也愁找
不到好的租客，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信息不对称，导致农
村闲置资源发挥不了效益。

建议开发一款大足区农村闲置资源云地图App，
大足各个镇街把辖区农村闲置的资源进行收集摸底，
再把这些摸底信息绘制成一张“资源云图”。客户只需
要打开App随便点开一户，就能够了解这一处闲置资
源的资源位置、周边环境、出租价格等基本信息，同时
可附带航拍图，便于全方位评估和了解价值。另外，需
要同步完善农村资产租赁的相关法律法规，对盘活农
村资源的企业和个人在资金、市场、人才等方面出台优
惠政策，鼓励更多的城市居民和企业参与。

（大足区棠香街道办事处 唐甜）

开发农村闲置资源云地图App

玉米地里涌来一群“云号手”

川剧进校园 传承传统文化

大足举办“巾帼大宣讲”

新渝报讯（记者 熊雅雯）为深学笃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引导
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坚定文化自信，厚植爱国情怀，共青
团重庆市委、共青团四川省委、重庆市文
化和旅游发展委、中共重庆市大足区委、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重庆日报决定联
合举办“第二届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大足石刻华服周”活动，活动持续至 11
月15日。

本次活动以“感悟唐宋风华 兴我礼
仪之邦”为主题，特设“着风华”“晒风华”
两大主题赛事。

着风华·大足石刻华服秀VLOG大
赛采取网络报名方式，报名通道即日起
正式开通，10月 10日 24：00关闭。全国
华服社团及爱好者可通过“大足青年”官
方微信公众号报名，所有参赛作品原视
频须于截止时间前发送至官方邮箱
dzskhfz@163.com。

同时，即日起至 10月 10日期间，凡
着华服进入大足石刻景区参观，并拍摄
主题VLOG视频上传至官方“抖音”平台
（话题#大足石刻华服周#）者也将视为
参赛（快手、微信视频号等视频平台可自
行同步建立话题并上传）。VLOG视频时
长不少于1分钟，作品中须包含以大足石
刻景区及大足经典文化元素为主的巴蜀
文旅资源，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带话题#
大足石刻华服周#上传至抖音平台，并@
重庆日报、@重庆共青团、@大足青年。

大赛采取线下综合评审和网络展示
相结合的方式评定获奖VLOG，并从获
奖前 10名VLOG视频的主创或主演中，
评选出“大足文旅推广大使”10名。主
办方将为“大足文旅推广大使”颁发聘
书，同时聘请其为“第三届大足石刻华服
周”形象大使；每位推广大使可获得价值
3000元文旅大礼包，并享本人一年内大
足石刻景区门票全免；在重庆日报部分
媒体平台及大足官方媒体为获评的“大

足文旅推广大使”作专题宣传等。
晒风华·大足石刻华服设计大赛报

名通道也从即日起正式开通，8月 30日
24：00关闭。期间，海内外从事服装设
计的职业服装设计师、服装设计院校在
读学生及爱好者等将作品投稿至官方邮
箱dzskhfz@163.com即视为参赛。

参赛作品须紧扣“展中华服装之
美 赏大足石刻之韵”这一主题设计，参
赛华服类别包括汉服、旗袍、新式华服
等，兼顾实用性、推广性，将艺术与商业
完美融合，并符合市场化、商品化、可大
批量生产及销售、转化的原创作品，充
分展现参赛者的设计转化能力和市场
把控敏锐度。初赛提交的作品图片应
符合应用可行性，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
作品名称、设计效果图（手绘、电脑均
可）、平面款式图、材料小样及 300字以
内主题理念说明文字。此外，本次大赛
为线上设计大赛，每件参赛作品只能提
供一张设计图纸（横构图），每张作品图

片尺寸为 A3横式幅面，注明 CMYK色
值及电子版（矢量格式，文件小于10M；或
者TIF、JPG格式，300dpi，文件小于10M）
图纸中不得出现与设计者相关的任何
信息。

专业评审组将从所有参赛作品中，
根据主题、创意等元素评审出优秀设计
作品，对入选优秀设计作品进行网络展
示，结合展示情况、设计创意、设计美
感、设计可执行性及推广性等，评选出
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
获奖者除获得 1000元到 3000元不等的
奖金、奖杯及荣誉证书外，还将获得主
办方提供的作品推广资源；获奖作品设
计者进入大足文旅相关单位供应商库，
在服饰供应领域优先推荐；推荐对接服
饰生产厂商，协助作品商业化。为提升
大赛参与度、包容性和开放度，主办方
还设置了最佳创意奖、最佳人气奖、最
佳推广奖、最佳风采奖等单项奖，并颁
发荣誉证书。

新渝报讯（见习记者 陈浩）“本次
抽奖活动公平、公正、公开、有效……”
7月 8日 19：00，在大足区公证处公证
员的全程见证下，“爱尚重庆·乐购大
足”夏日消费季活动第一轮抽奖活动
举行。

当晚，抽出特等奖1名，一等奖5名，
二等奖 10名，三等奖 100名，幸运奖 300
名，参与奖 500名，共计 916名幸运中
奖者。

本次活动得到了广大商家以及消
费者的热烈响应。据了解，截至 7月 8
日零时，第一期“爱尚重庆·乐购大足”
夏日消费季活动累计带动消费 320余

万元，共生成 2929张奖券号，参与商家
411家，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释放消费
潜力。

“消费季活动对我们商家产生了良
好的带动效果，特别是在客单价提升方
面有明显的助推效果。”渝州火锅店负
责人谢诚告诉记者。

为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提振消费

信心，大足区商务委牵头开展 2022年
大足区夏日消费季活动，从 6月起提供
将近 200万元政府资金助力消费，活动
将持续到 8月底。活动期间（6月1日至
8 月 31 日），在大足区消费达到一定额
度的个人消费者（参加活动的餐饮住宿
企业、零售行业商家、线上消费帮扶平
台等一次性消费达 300 元及以上；在参

加活动的家居建材专业市场、汽车销售
企业、家居卖场一次性消费达到3000元
以上）可凭发票及购物凭证在微信公众
号“重庆市大足区商务委员会”上参与
抽奖。

“这个活动大家都很欢迎，买东西
既有优惠，还能参与抽大奖，希望能多
举办这样的活动。”市民黄维说道。

大足区夏日消费季第一轮开奖活动举行

首期产生916名“幸运儿”

7月5日，市民在大足区圣迹湖
公园内的健身步道上锻炼。近年
来，大足区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
市建设当中，在提升生态公园功能
的同时，积极推进城市与公园建设
有机融合，并免费向公众开放公园
设施，不断提高群众幸福获得感。

新渝报记者 蒋世勇 实习生
曾亦嘉 摄

城市与公园建设
“双向奔赴”

7月11日，园林绿化工人为大足区永定河湿地公
园的绿化带浇水。连日来持续晴热高温，大足区积极
做好抗旱护绿工作，及时给公路、公园等地种植的绿化
树木浇水“解渴”。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树木树木““冲凉冲凉””

□ 新渝报记者 张琦 实习生 彭茜

“用竹片或竹条编织出骨架，鱼头、
鱼身、鱼尾，然后糊上棉纸，最后用彩笔
描绘装饰……”近日，在大足区第三小学
活动室里，一群来自大足区新的社会阶
层专业人士联合会（以下简称“大足区新
专联”）的叔叔阿姨们，正在给同学们讲
解大足鲤鱼灯的制作过程。

这场由大足区新专联开展的“非遗
文化进校园”公益活动，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大足鲤鱼灯舞”带进校园，让学生们

走进非遗、认识非遗、学习非遗，体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非遗文化与校园
文化相融。目前，这项活动已被大足区
多所学校列为延时课堂内容。

近年来，大足区新专联立足本职责
任，扎实开展“凝聚新力量·筑梦新时
代”、“寻美中国”主题系列活动、“今日阳
光·明天希望”“非遗文化进校园”等公益
活动，在抗击疫情、乡村振兴、社会服务、
成渝双城经济交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为强化思想引领、增进政治共识，大
足区新专联定期组织班子成员及全体会
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夯
实思想政治基础。同时，大足区新专联

着力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代表
人士的发掘和培养，吸引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中有影响的精英人士、专家学者和
高技术人才加入组织。目前，大足区新
专联已建成律师之家、自由职业者之家、
社会服务者之家、企业高管之家共4个实
践创新基地。

在社会服务方面，大足区新专联积
极助力乡村振兴。向家庭经济相对困难
和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帮助；承办“大丰
大足 网红有你”全民短视频宣传活动，
抖音话题访问量达到1600多万人次，助
力“二十四节气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新
媒体访问量超过9000万，推动了农旅文
商产业的融合发展；开展企业政策咨询、
法律讲堂 50余场，为中小企业复工复

产、纾困解难提供支持帮助。
未来，大足区新专联将继续贯彻落实

市第六次党代会和大足区第三次党代会
精神，为大足加快做靓享誉世界的文化会
客厅，建强链接成渝的“两高”桥头堡，全
力做好“国际文旅名城、特色产业高地、城
乡融合示范”三篇大文章贡献新力量。

历史沿革：
2019年12月，大足区新专联成立。
截至目前，大足区新专联下设企业

高管专委会、社会组织及中介组织专委
会、自由职业专委会和新媒体专委会，现
有会员60人。

大足区新专联：凝聚“新”力量 逐梦“新”征程

链接

邀你来当“大足文旅推广大使”
“第二届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大足石刻华服周”启幕

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区森林
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

为有效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切实保
障全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
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
防火条例》和《重庆市森林防火条例》相
关规定要求，现发布禁火令如下：

一、禁火时间：即日起至10月10日。
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区（含自

然保护区、风景区、森林公园，下同）及距
林缘100米范围以内区域。

三、禁火期内停止一切野外用火审
批，所有林区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凡进
入林区的单位和个人，严禁下列行为：

（一）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入林区；
（二）严禁吸烟、野炊、烧烤、照明、

放孔明灯以及燃放烟花爆竹、焚烧香烛
纸钱；

（三）严禁焚烧秸秆、枯枝烂叶、杂草
杂物、烧灰积肥等农事用火活动；

（四）严禁私设电网、放火驱兽；
（五）严禁其他易引起森林火灾的用

火行为。
四、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相关

涉林单位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行业部
门监管责任、经营单位主体责任以及护
林员巡山守卡的具体责任。要全面加强
对本行政区域内森林、林区设卡检查巡

查和森林防火宣传，同时认真落实精神
病患、智障人员及未成年人等特殊人群
的监护监管责任，防止他们玩火引发森
林火灾。

五、林区内输电线路、变电站、通讯
线路、采气平台、输气管道、易燃易爆物
品贮存仓库等的经营管理单位，要全面
排查、及时整改消除森林火灾隐患。

六、严格落实领导干部24小时在岗
应急值班。森林防火专业队伍靠前驻
防，做好随时扑救森林火灾的准备。

七、全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
人民群众要切实增强森林防火安全意
识，发现森林火灾隐患和火情应及时向

当地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报告，或者
拔 打 森 林 火 灾 报 警 电 话（森 防 办 ：
43761995、林业局：43722238、消防救援
支队：43730119）报警。

八、进入禁火区域内的人员和车辆
应当自觉接受防火、禁火检查，坚持扫码
进出林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
挠和妨碍检查。

九、对拒不执行禁火令有关规定的，
依法依规坚决予以严肃查处，构成犯罪
的，一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重庆市大足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2022年7月8日

重庆市大足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禁火令
大足森防指〔2022〕2号

新渝报讯（记者 蒋世勇 见习记者 崔晓玲 实习
生 邹欣益）眼下，正是玉米成熟的季节。大足区龙水
镇黄龙村顺龙农业发展股份合作社负责人唐良涛却愁
坏了。

“我们合作社今年实施了 200亩撂荒地的复耕复
种，现在玉米迎来丰收，却没有足够人手采收。”唐良涛
一筹莫展。

黄龙村正在积极推广“云号手”，通过App发布任
务，让志愿者“云”上抢单、实地服务。唐良涛赶紧将合
作社没有人工收玉米的消息发布上“云”，很快，就有志
愿者“抢单”。

在“抢”到任务后，全镇各村（社区）的 150余名志
愿者便开始分组前往玉米地进行采收。不一会儿，玉
米便采收完成。“今天的工作成效比较好，收获了近
3000斤玉米，为群众解决了实际困难。”志愿者、龙水
镇党群办工作人员张雨薇说。

“云号手”是依托“爱大足”App所推出的基层治理
信息化平台。大足区所有居民都可通过“云号手”平台
注册成为志愿者，发布、接取志愿活动。记者从龙水镇
获悉，自“云号手”平台上线以来，该镇按照“镇—村（社
区）—居民小组—小区或人口聚居区”的原则，梳理完
成“爱大足”App内的组织架构。截至目前，该镇“云号
手”志愿者注册人数达到830人，累计为群众解决环境
整治、交通劝导等各方面实事80余件。

7月7日，大足区委宣传部机关党支部、区创文办
的机关党员前往龙滩子街道，开展“四进”社区活动，提
高市民群众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的知晓率、参与
率和支持率，实现共创共享共赢。新渝报记者 罗冠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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