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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岁末年初，就业市场火
热。自1月11日起，由大足区人力社保局举办的2023
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系列招聘活动正式启动，
线上网络招聘活动和线下招聘会陆续举行，首场线下
招聘会于11日与求职者见面。

此次活动举办时间为1月至3月。1月11日—3月
31日，大足区人力社保局在网络招聘平台举行网络招
聘会。同时，近期将有 6场线下招聘活动在各镇街举
行：1月 11日，在大足人力资源产业园（大足区人力社
保局大院）举行现场招聘会；1月 30日，在双桥零工市
场举行现场招聘会；1月31日，在龙水镇金都广场举行
现场招聘会；2月 2日，在万古镇鲤鱼灯舞广场举行现
场招聘会；2月 3日，在邮亭镇举行现场招聘会；2月 4
日，在中敖镇举行现场招聘会。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
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的决策部署，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复工复产，促进农村劳动力、高校
毕业生、退役军人、残疾人、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实现
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满足广大求职者和各类企业的多
样化需求，我们广发英雄帖，组织众多企业前来招聘，
涉及的行业类型丰富，一些企业提供的薪酬待遇很有
竞争力。希望这次能够吸引更多有技能的大足人留在
家乡就业，并实现人尽其才，推动大足产业高质量发
展。”大足区人力社保局有关负责人说。

大足区“春风行动”
举办6场线下招聘活动

新渝报讯（记者 陈安林 龚文韬）
1月10日—1月11日，央视《千行百品就
业行》劳务品牌大型融媒体云推介活动
摄制组走进大足，探索全国知名劳务品
牌——“大足雕客”发展历程，深入了解

“大足雕客”劳务品牌对当地创、就业的
推动情况，为全国各地域优质劳务品牌
加速、高质发展“蓄水”助力。

摄制组先后前往大足石刻文创园、大
足职教中心、刘能风工作室、大足石刻宝顶
山景区等地，与园区负责人、“大足雕客”劳

务品牌从业者、相关单位负责人沟通交流，
全面了解“大足雕客”劳务品牌发展之路。

目前，“大足雕客”从业人员超 11
万人，年创收200亿元。全国87.3%的石
雕工程皆有“大足雕客”的身影。凭借精
湛的技艺，“大足雕客”已获得国家级个
人奖项56项、省部级奖项283项，拥有知
识产权160余项。在今年11月召开的全

国劳务品牌发展大会上，“大足雕客”入
选全国知名劳务品牌矩阵。

据悉，“千行百品就业行”劳务品牌
大型融媒体云推介活动由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乡村振
兴局联合举办。第一季活动共 5期，着
重展示包含“大足雕客”在内的5项知名
度较高、具有代表性的劳务品牌，全方位

展示劳务品牌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助力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全力营造“匠
心树品牌，劳动创未来”的浓厚氛围。

据摄制组介绍，2月中旬将正式来足拍
摄，届时，央视农业频道主持人李七月将以
观众视角感悟大足石刻千年底蕴，了解雕
刻技艺的传承和“大足雕客”品牌的成立和
发展，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大足雕客”。

央视关注“大足雕客”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吴春林）1月12日，
大足优抚医院建设项目举行主体结构封顶仪式。

据介绍，大足区优抚医院建设项目位于大足区人
民医院内，于 2021年 12月动工建设，总投资 1.3亿元，
项目占地面积6944平方米，床位规模500张。

“优抚医院是担负特殊任务的福利性公立医疗机
构。”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介绍，这是“平时通
用、战时支前、战后善后”的优抚事业单位，是重庆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重点打造的成渝地区示范型优抚医院，
是服务国防军队建设、服务优抚对象和人民群众的重
要阵地。下一步，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积极推进
优抚医院附属及配套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康复科、睡眠
新生科、老年科等专科建设。

据悉，该优抚医院将于今年底建成。建成后，医院
将充分发挥专科优抚医院在精神卫生、康复训练、职业
病救治、伤残护理、老年疾病诊治等方面的优势，更好
地满足残疾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的医疗和供养需求，
做好驻足部队现役军人及家属的医疗保障。

大足优抚医院建设项目封顶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春运临近，高速公路
车流量增大。近日，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高速公路第五支队四大队在渝蓉高速公路G5013科学城
开展入口检查时，发现一辆棕色宝骏七座客车行迹可疑。

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驾驶员神色慌张，意欲绕道
躲避检查，从车窗望去车内隐约十分拥挤，随即指挥该
车靠边接受检查。经核实，该车核载7人，实载9人，且
车内地板和后备箱堆满了行李和物品包。

一开始，驾驶员声称自己是顺路带几个朋友回老
家。但经过执法人员反复调查询问，得知其余 8名乘
客是通过介绍联系到驾驶员，约定乘车费用人均 100
元，目的地为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李家镇。

执法人员在检查中还发现，该车无车辆营运证且
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涉嫌非法营运。执法人
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
对该车实施暂扣车辆的决定，并将其超员违法行为移
交公安部门查处。

考虑到车上乘客急于返乡，且每个人随身携带的行
李都比较多。执法人员在调查取证完毕后，主动联系安
岳县客运公司，调派客车，将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

接下来，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将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重拳打击非法营运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的交通运输
秩序，为广大群众营造平安稳定的出行环境。

执法部门严打非法营运车辆

1月12日，随着春节临近，大足区
雍溪镇天华百卉园花卉基地越来越热
闹，双腺藤、康乃馨、郁金香等百余种
花卉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选
购。据悉，该镇的花卉园艺产业基地
位于石堡、慈云、团结、泡马、玉峡等
村，已建成1万亩，目前花卉正处于销
售旺季，销量相较淡季提升了60%。

新渝报记者 瞿波 蒋世勇
实习生 曾亦嘉 摄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昨日，记者
从大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
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科技部、共青团中央、中国残联、国家
乡村振兴局近期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
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活动中，“大足雕
客”劳务品牌培育项目获得大赛劳务品
牌专项赛“创翼之星”奖。

“大足雕客”是对大足籍的石雕石刻
匠人的统称。大足是著名的石雕艺术之
乡。大足石雕技艺在唐宋时期随着大足
石刻工程的推进而达至巅峰，而后传承
千年，如今收录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今天的大足，一帮国手级的石
雕匠人弘扬工匠精神，常年坚持潜心创
作，在他们手下，一件件精美的石雕作品
源源不断地问世。

近年来，大足区立足非遗文化资
源，深挖传统雕刻工艺，充分结合市场
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需求，科学主导
和因势利导，创建大足石刻文创园，通
过人力部门与园区联手，探索形成“统
一招募、组织培育、抱团创业、集中输
出”的模式，走出了劳务品牌促就业增
收的新路子。

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大足雕客”，是
石雕创作领域的一支劲旅。目前，“大足
雕客”遍布全国 10余个省及全球 9个国
家和地区，创业从业人员达 11万余人，
年创收200亿元。其中精品小雕从业人
员4.8万人，市政雕塑、文化广场、红色纪
念雕塑工程从业人员6万余人。名声赫
赫的“大足雕客”，已经是全国知名劳务
品牌。

“花花世界”喜迎春

璧山：守稳“菜篮子”鼓起“钱袋子”
□ 经济日报记者 吴陆牧

春节临近，“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
关系千家万户。1月8日清晨，记者驱车
来到距离重庆市中心城区最近的“菜篮
子”生产基地——璧山区璧北蔬菜基
地。每天有超500吨的新鲜蔬菜从这里
流向重庆市民的餐桌。

在璧山区七塘镇建设村1万多亩的
菜地里，菜农们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
村民何龙和妻子正拿着铲子采摘上海
青。收割、叠整、装筐一气呵成。37岁
的何龙已从事蔬菜种植10年，现在是当
地有名的种菜大户。他家150多亩的蔬
菜基地里，种植了冬苋菜、水白菜、白萝
卜等10多种蔬菜。

记者问起最近蔬菜收成情况，何龙
指着不远处的蔬菜大棚说：“去年 6月，
我在原有基础上又流转了40多亩地，新
建了 8个温室大棚，种上了市场需求量
大的西红柿、儿菜、莴笋等品种。这些菜

最近开始集中上市，今天有30吨左右蔬
菜会从这里发车，快的话下午就能到达
主城区的各大农贸市场和商超。”

在何龙的蔬菜大棚里，杀虫灯、防虫
网、滴灌系统等设施一应俱全。这些年，
尽管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产量逐年提高，
但他并没有因此放松对蔬菜质量的把
控。“既要保证市场供应充足，也要保证
质量安全，让大家吃得放心。”何龙介绍，
在璧山区科技特派员指导下，自家的蔬
菜从育苗、移栽到浇水、施肥，全部按照
有机蔬菜的标准操作，农忙时节还聘请
30多名村民进行人工除草、施肥、采摘。

在璧山区，像何龙这样的蔬菜种植
大户有 100多户，全区蔬菜播种面积超
35万亩。8日上午 10时，记者来到璧山
区大路街道高拱村，3辆前来拉菜的货
车整齐停靠在蔬菜基地旁，璧山新芽种
植股份合作社理事长李华和村民们正忙
着把一筐筐刚采收的蔬菜过磅、装车。

“近段时间，蔬菜长得不错，基地里

的白菜、儿菜已开始大面积采收，市场供
应有保障。”土生土长的璧山人李华
2012 年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种植蔬
菜。2014年，他发起成立新芽种植股份
合作社，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加
入合作社，推动蔬菜产业实现规模化发
展。如今，合作社的蔬菜种植规模已达
1400亩，覆盖璧山区 5个镇街 24个村和
社区。

科技支撑有力，蔬菜稳产才有底
气。“我们这块地里种的就是去年9月从
渝西蔬菜研发中心引进的儿菜新品种。”
李华带着记者实地看了当地的新品种蔬
菜。从外观上看，这款儿菜与平常看到
的儿菜并无明显差异。“你可别小看了
它，抗病强、耐高温、品质好，每亩地的产
量比过去高出25%，而且口感清爽，很受
市场欢迎。”李华说。

跟随李华的脚步，记者走进位于璧
山区七塘镇的渝西蔬菜研发中心。实验
大棚里，来自重庆市农科院的几名专家

正为培育新的蔬菜品种忙活着。“近几
年，通过引进试验，我们筛选出了100多
个适宜本土种植的蔬菜新品种，并对其
中 60多个品种进行大面积推广应用。”
渝西蔬菜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谊模
说，这些新品种的推广应用提高了璧山
蔬菜生产效能，丰富了“菜篮子”。

为确保“菜篮子”产品产得出、运得
走、供得上，璧山区在产销对接、畅通流
通渠道上下足了功夫。“我们充分发挥璧
山区农产品集散中心的作用，打通区外
销路。同时，广泛发动大型企业、生鲜超
市开展基地直采，每日基地直采生鲜蔬
菜超 15万斤。”璧山区商务委主任曾维
波说。

在璧山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满
满的“菜篮子”里装满了丰收的喜悦。聊
起未来的打算，李华看了看地里绿油油
的蔬菜说：“守稳守好‘菜篮子’，让大家
吃上放心菜，让乡亲们靠着种植蔬菜，钱
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好。”

“大足雕客”劳务项目获全国“创翼之星”奖

□ 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1月13日，“瑞雪红梅·乡聚过年”2023年武隆区仙
女山街道荆竹村“游购乡村”暨村晚演出在“最佳旅游
乡村”——荆竹村举行。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
节目，说的是乡音、唱的是乡愁、舞的是乡情，生动展现
了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当天，天色澄澈，山风悠长。荆竹村，家家户户贴
着大红春联、大红福字，挂着大红灯笼，一派喜气洋洋
的节日氛围。

该村四类村民，即老村民（原住民）、新村民（来村
创业的人）、云村民（到村旅游过的游客等）、荣誉村民
（院士基地的专家教授），齐聚村头广场或网端。

在曲风唯美的歌舞《上武隆》中，村晚拉开帷幕。木
叶独奏《土苗欢歌》、诗词朗诵《诗说武隆》、表演唱《怕你
人乖心不乖》、相声《选谁好》、民乐演奏《仙女山的月
亮》……一个个充满浓郁“乡风乡味”的节目次第上演。

纵使没有流光溢彩的舞台，但台上“民星”用土色
土香的演绎，讲述着田间地头的故事，台上与台下、演
员与观众融为一体，现场其乐融融，笑声、掌声、喝彩声
连绵不绝，把乡村田园化作欢乐海洋。

“我们没有高大上的‘天籁之音’，也没有大腕演
员，但‘草根’气息浓，演的是家乡美，赞的是新生活，年
味、农味、文化味足，彰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荆竹村

“80后”党支部书记谌菊乐呵呵地说。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文艺演出，荆竹村还通过网络

同步直播，推介了乡村美景好物，涵盖当地的苕粉、豆
干、羊肉等特色农产品，以及归原小镇、高山果园、无有
图书馆、精品民宿等景区景点。

“荆竹村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梦想田园，已形成‘旅
游景区+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特色产业
园’发展格局，有超过50％的村民在吃‘旅游饭’，前不久
还获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选的‘最佳旅游乡村’（全
国仅两个，另一个为广西大寨村）。春节将至，我们已准
备好年夜饭、精品民宿、民俗活动等，笑迎八方游客来这
里过‘乡村年’。”仙女山街道办事处主任李鹏程说。

“最佳旅游乡村”荆竹村上演精彩村晚

□ 大渡口报记者 罗超

在大渡口区心湖公园里，市民纷纷走
出家门，来到公园享受惬意时光。孩子们
在草坪上嬉戏玩耍、年轻人在球场上打球
锻炼、老年人聚在一起聊天……大家在这
里都能找到各自心仪的“项目”。

“小妍，走，我们到湖那边去耍。”“奶
奶，你看湖里面的水好清澈哟。”近日，家
住爱与山小区的周广香带着孙女在刚刚
完成改造提升的心湖公园尽情玩耍。

“前几年把家安在大渡口，就是看中
了这里的居住环境。”周广香称，连日好
天气，孙女放了寒假，最近每天都会带着
孩子到公园玩几个小时，特别放松舒适。

心湖公园周边有东海阿特豪斯、中
豪公园尚城、保利可爱岛、中交丽景等多
个小区，2018年建成投用后，成为了市
民经常前往休闲玩耍的好地方。

但是，湖泊附近市政管道破裂造成
了污水渗漏，使湖泊底泥受到污染，散发
着阵阵臭味，前往玩耍的市民也减少了
很多。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满足群众
需求，2022年8月，大渡口区启动了心湖
公园水体治理及景观提升工程。

改造中，采用湖底淤泥覆盖、种植水
生植物等方式，修复湖水生态、提升水体
透明度。同时，修建彩色跑道方便市民健
身，栽种花草树木美化公园环境，为广大
市民创造了一个更加亲水宜居的好去处。

“前几天，我从新闻媒体了解到，2023
年，与心湖公园仅一条道路之隔的爱情公
园也将进行改造，并与心湖公园连通，太
让人惊喜了！”对此，周广香十分期待。

大渡口区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
出，加快建设“公园大渡口、多彩艺术
湾”，实现公园城市建设新突破。一年
来，全区公园品质提升反响极好，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到 24.5平方米、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2022年，大渡口区实施22个
公园绿地项目，品质提升了大渡口公园、
心湖公园、义渡公园等综合公园，新建了
山城步道二期、跳磴河“清水绿岸”治理
二期等绿道项目，做靓了新华立交、文体
立交、钢花路口等入区门户关键节点，打
造了香涛公园、览江台社区公园、沪汉社
区小游园、晨花社区公园等一批公园，成
功拉开了“公园大渡口”建设序幕。

对公园建设带来的变化，九宫庙街
道居民王守忠老人感同身受，“晨花公园
视野特别好，边坡数十米落差，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临崖观江的好地方，实在太安
逸了。”已在这里生活40年的她，亲眼见
证了街边空地变身漂亮公园。

晨花公园前身是一块废弃多年的空
地，建设时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增设了景
观小品、健身步道、休闲座椅等各种设施

设备；复原上世纪八十年代冰糕厂元素
打造的特色景观平台，唤醒居民老街记
忆，引发了大家的共鸣。

记者从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获悉，
大渡口区推动由过去的“城中建公园”向

“园中建城市”转变，努力走出具有大渡
口特色的公园城市建设新路子。2023
年，大渡口区将持续加大公园建设力度，
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继
续统筹推进公园建设、城市绿道、城市节
点和生态治理等重点项目，实施心湖公
园、爱情公园、美德公园景观品质提升，
开工建设 I分区公园、和美花园、晨花公
园（二期）、新港社区小游园，打造技光村
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完成新九中路、中顺
大道等3条城市道路绿化补缺和品质提
升，完成 1条河流（双石河一期）绿化品
质提升，继续推进“两江四岸”4个项目
建设。

大渡口：绘就“园在城中、城在园中”美丽画卷

在刘能风技能专家工作室，刘能风等石雕艺人正在专注雕刻石雕。（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