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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多一点

新渝报讯（记者 罗冠骁）2月16日，居民杨女士来
到大足区公安局通桥派出所，将一面印有“热心为民
破案神速”字样的锦旗交到民警手中，对民警帮助自己
追回失窃的现金和香烟，表达诚挚的感谢。

2月 12日上午 8时许，通桥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
110转警，辖区金域都会小区外一门市内的现金及烟
被盗，价值数千元。值班警力立即到达现场，开展勘
查、调取现场周边监控视频、实地走访等工作，迅速锁
定 5名犯罪嫌疑人。民警发现一行人于 2月 11日晚，
在双路、通桥辖区实施盗窃后，去往永川。

2月13日，民警迅速赶往永川，12时许在一酒店将
李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抓获，找回并返还双路、通桥两
间被盗门市共计 1.5万余元的香烟及 1550元现金，48
小时内速破连环结伙盗窃案，及时挽回了群众损失。

经讯问，李某等人对其通过踹门锁的方式，强行闯
入门市实施盗窃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
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通桥派出所速破连环盗窃案

新渝报讯（记者 罗婷婷）近段时间，党的二十大代
表、重庆市委宣讲团成员、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
心主任陈卉丽赴大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双桥经
开区、大足区市场监管局等地开展了多场“榜样面对
面”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

作为党的二十大重庆代表团专业技术基层党代表
的陈卉丽，每场宣讲以自己参加党的二十大的所见、所
闻、所感为开端，带现场观众重新回忆党的二十大的种
种温暖瞬间。随后，陈卉丽用亲身经历的事例和接地
气的语言，重点讲述了党的二十大主题和主要成果。

听取宣讲的干部群众表示，宣讲既饱含情感，又充
满能量，不仅让他们深入学习了党的二十大精神，更激
发了他们干事创业的劲头。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保持昂
扬奋进的工作状态，确保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
在大足大地上，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大足。

2月22日，大足科技馆与大足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
联合开展“大手拉小手”科普志愿服务活动。该馆通过
机器人表演、电磁大舞台等展项，助力“双减”。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摄

榜样面对面 宣讲实打实
党的二十大代表陈卉丽走进机关宣讲

新渝报讯（记者 犹骥 通讯员 谭大
红）2月22日，记者从双钱轮胎（重庆）公
司获悉，该公司清洁能源技改项目顺利
完成并投入使用。公司每年可减排二氧
化硫108吨、氮氧化物31吨、粉尘11吨，
年减排3.1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
公司能源消耗总量将减少1.2万吨标煤，
年节约生产成本1800万元左右，项目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效果显著。

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在发

展中意识到随着全球资源、能源短缺和
环境污染问题的不断加剧，以资源效率
和环境友好为特征的绿色制造将成为制
造技术的发展方向。2017年，该公司提
出了“以绿色产品设计带动轮胎生产绿
色工艺升级”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的
工艺及对环境处理设施的改造升级，以

实现产品设计工程和生产过程的绿色
化，并通过项目的实施打造轮胎产品全
生命周期绿色评价体系及制定相关绿色
生产标准。

该公司制定了在 2025年前实现碳
综合的规划目标，并于 2022年 1月启动
了清洁能源技改项目。总投资 2850万

元，项目通过新建 1×35t/h燃气锅炉岛，
配套1套RTO蓄热热氧化有机废气处理
装置加 1套硫化乏汽引射利用装置，替
代原 2×75t/h燃煤电站锅炉机组。项目
于今年 1月正式投入使用，在保护环境
的同时降本增效，为企业实现碳综合目
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企业技改助力绿色发展

馆校合作 助力“双减”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实现“安居
梦”，是市民享受高品质生活的必然选
项。昨日，记者从大足区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获悉，该中心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扩
大大足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规模，让灵
活就业人员享受住房公积金缴存政策，
支持业务川渝跨省通办，通过用好用足
住房公积金政策，让更多用户更轻易地
实现“安居梦”。

大足区住房公积金缴存用户群体规
模在逐年扩大。该中心通过政策宣传、
上门服务、简化办事流程等方式，稳固现
有用户缴存基础，深挖企业缴存潜力，全
区住房公积金缴存规模持续增长，缴存
群体进一步扩大。数据显示，2022年大
足区新增住房公积金开户单位95个，新
增开户职工3134人，实现缴存额6.53亿
元；实缴单位 847个，实缴职工 5.19万
人，分别比上年增长11.01%、3.91%。同
时，该中心积极处理职工维权投诉5件，
帮助465名企业职工建制、补缴公积金，

切实维护保障了职工合法权益。
灵活就业人员开始尝到缴存住房公

积金的政策甜头。自 2021年 8月起，重
庆市实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
制度试点工作，支持灵活就业人员以自
有资金缴存住房公积金。该中心面向大
足灵活就业人员群体，精准开展政策宣
传，提升政策知晓率。去年大足新增灵
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开户3335人、缴
存金额475万元。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
推进，一大批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到了贷
款、补贴等多方面的红利，他们在大足拥
有了自己的住房。

支持用户租赁、购房等住房消费的
政策力度加大。针对多子女缴存职工家
庭实施购房倾斜政策，提高个人最高贷
款额度至60万元，降低购买第二套房最
低首付比例至 25%，用户的购房难度系

数显著降低。通过政策等手段，为贷款
职工节约利息支出约1亿元。据统计，去
年大足有 1681人提取 1459.50万元用于
租赁住房，有11289人提取3.55亿元用于
购买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用户
的住房消费需求得到了进一步释放。

成渝双城住房公积金一体化发展显
现成效。在 10个“川渝通办”事项的基
础上，通过全程网办和代收代办，支持川
渝两地职工跨区域办理住房公积金缴
存、提取、贷款业务。优化川渝两地间异
地转移接续手续，推动转移接续业务实
现当天办结；支持四川缴存职工在重庆
市申请个人住房贷款，并享受同城待
遇。2022年，大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共计办理两地职工转移接续 143人次，
转移金额 165.73万元，向四川职工发放
异地贷款34笔1236.3万元。

用户方便快捷办事的服务感知得到
强化。该中心以打造“五星”服务品牌为
目标，开展“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服
务提升行动，加快推进“一件事一次办”，
推动实现开办企业同步设立住房公积金
账户上线“E企办”，开设单位账户95个；
推进企业日常缴存业务线上办，724家
单位实现缴存业务线上办，占实际缴存
单位数的 85.47%；持续做好企业定向授
信服务，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定向授信贷
款 350万元，为拟上市企业提供开具住
房公积金缴存证明服务 6次；全面推广
提取业务在线办理、住房公积金冲还贷
和商业贷款约定提取业务，更好满足企
业和群众办事需求；推进“跨省通办”工
作，去年支持职工办理异地购房提取 19
笔 139.45万元，大大方便了企业和群众
异地办事。

大足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托起群众“安居梦”

□ 新渝报记者 邓小强

2月 22日下午 3时，天空灰蒙，气温
7度。坐在空旷的操场上，大足三中的
全体学生们忘记了寒冷，因为他们正在
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德育课。

给他们上课的是大足区公安局的一
群青年警官，以及“汪汪警官”——两只
训练有素、屡立战功的警犬，名叫狼姆、
黑豹。

身姿挺拔、充满阳刚之气的多位青
年警官带来警务文化展示：驾驶摩托车
的特技术、抓捕犯罪分子的擒拿术。动
作简洁、有力、有效，学生们目不转睛，惊
呼起来，张大了嘴巴。

“警察叔叔太帅了！”“飒爽英姿，长

大了我也要当警察。”学生们议论纷纷。
看到青春少年们热情高涨，青年警

官们现场传授简易实用的防卫、脱身动
作要领，让他们多一些自保自救能力。

狼姆、黑豹的专业表现同样“惊人”。
凭借出色的嗅觉，狼姆、黑豹在众多封闭
的包装好的物品中，快速锁定了毒品藏匿
之处，并对试图带走毒品的“坏人”角色咬
紧不放，既机灵又生猛。

“汪汪警官好专业，好敬业。”“汪汪
警官忠于职守，好样的！”操场上的赞叹
声此起彼伏。

“要看穿新型毒品的伪装和欺骗性，

千万不能因为好奇心驱使而去尝试毒
品。坚决对毒品说不！”警官适时带来禁
毒知识讲座，学生们听了频频点头。

随后，青年警官们展示和介绍特警
武器枪械装备，学生们有序依次上前，与
警官、警用枪械、警用摩托车合影，笑容
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叔叔，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们一样，
保护人民安全，消灭犯罪分子。”挽着警
官们的胳膊，不少学生不约而同诉说自
己的志向。“有志者事竟成。要好好学习
哦，做懂事守法的乖孩子。”警官们为少
年们加油鼓劲。

除了警官们的演示教导让学生们心
潮澎湃、热血沸腾，警官们的爱心善举也
让学生们感到心头一热。大足区公安局
携手三驱镇政府、大足邮政公司出资采
购了一批爱心物质，包括衣服、运动鞋、
书包、图书、文具等用品，现场送到大足
三中、灯塔小学、三驱小学等三驱镇辖区
的70名困难学生手中。

大足三中校长杨可顺说，这堂德育
课“有新意，效果十足”。大足区公安局
关心未成年人成长，派出青年警官用心
用情上好这堂德育课，为学生健康成长
指明了方向。

一堂“热力十足”的德育课

□ 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迎来新进展。2
月22日，“走进区域看发展·川渝奋楫谱
新篇”网上主题宣传采访团走进大足，探
访成渝中线高铁大足段项目建设情况。
目前成渝中线高铁大足石刻站正在设
计，沿线其余施工段则正在紧张有序的
施工中。

成渝中线高铁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引领性、标志性、示范性工程，
于去年 11月 28日全线开工建设。项目
自重庆枢纽重庆北站起，引入成都枢纽
成都站，正线全长292公里，部分区段预
留进一步提速条件。全线设重庆北、重
庆科学城、铜梁、大足石刻、安岳、乐至、
简州、成都8座车站。

其中，大足区线路长度 40公里，占
重庆段路线的39%，经大足区雍溪镇、国
梁镇、回龙镇、宝顶镇、中敖镇、高坪镇6
个镇23村。

“大足石刻站设于大足区宝顶镇慈
航社区，现在正在设计中。”大足区交通
局副局长谢吉生介绍，大足石刻站距大
足城区只有 5公里，到大足石刻旅游集
散中心只有0.8公里，建成投用后将极大
方便国内外游客参观大足石刻。该站站
房规模暂定为15000平方米，站场规模2

台 4线。考虑到大足未来经济社会发
展，以及大足石刻站特有的旅游及枢纽
功能，大足正在争取将站场、站房规模调
整至2台6线、20000平方米。

除了大足石刻站，成渝中线高铁大
足段其它施工段则正在紧密锣鼓的施工
中。位于大足区境内的黄连堡隧道，目
前就正在进行洞口场地平整、施工便道
硬化以及截水天沟的施工。

成渝中线高铁通车后，从大足到重
庆中心城区只需 15分钟，到成都只需
30多分钟。这将极大方便群众出行，同
时极大助力大足构建“成渝中轴综合交
通枢纽”，快速融入成渝双城综合交通
枢纽。

大足石刻作为世界八大石窟之一，
是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成渝中线
高铁建成后，将更有利于“保护、研究、利
用”大足石刻。根据预测，仅通过高铁到
大足旅游的人员每年可达300万。

未来，大足将依托成渝中线高铁大
足石刻站，加快规划建设站城一体、产城
景文融合发展的“未来城市封面”，高起
点规划建设大足石刻文化城。届时大足
石刻站将成为大足石刻文化城中形象
性、标志性建筑，是大足区做靓享誉世界
文化会客厅的门户，也是沪汉渝蓉沿江
大通道的窗口。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忙

今后中心城区到大足仅需15分钟

近日，14家中央新闻网站和10家川
渝新闻网站共同组成的宣传团来到大足，
深入大足石刻文创园进行实地考察和采
访，挖掘大足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中的精彩故事。

据了解，“走进区域看发展·川渝奋
楫谱新篇”网上主题宣传活动由中央网
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重庆市委网信办、

四川省委网信办、中国经济网共同主办，
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开展多
角度、多层次、多媒体深度报道，唱响中
国经济光明论，在网络空间营造奋进新
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舆论氛围。大
足站采访结束后，宣传团还将赴四川省
成都市开展采访报道。

新渝报记者 侯小梅 摄

20余家媒体“组团”走进大足“看”发展

昨日，大足区电商产业园，主
播正在网络直播销售五金农具。
据悉，大足区与阿里巴巴合作建设
大足云智慧市场，推动以龙水五金
市场为代表的专业市场集群线上
线下协调发展，拓宽了销售渠道，
共带动当地 481 家五金企业通过

“云销售”，实现每天约 2000 张销
单，抢占了市场商机，获得了更好
的经济效益。

新渝报记者 欧柚希 摄

直播“带货”忙

□ 罗义华

2月18日，重庆市2023年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活动举行。作为全市12个视频连线分现场之一的
大足分现场，一行具有明显大足辨识度的宣传语“精美
的石刻会说话”醒目呈现。同时，大足石刻游客中心，
一幅以“国之瑰宝”千手观音为背景的显示屏上，“精美
的石刻会说话”生动洒脱地闪现，仿佛在和中外游客热
情地打招呼。实际上，这句展现大足石刻千年魅力的
宣传语，已在大足户外宣传牌、车站以及多种外宣平台
等不同地方、不同场景呈现——“精美的石刻会说话”，
已成为大足的新“地标”。

与“精美的石刻会说话”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足
无声”。

2001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刊登了
题为《大足无声》的文章。文章描绘的内容就是宝顶山
石刻，文末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濛濛细雨挟裹着历史的
烟云，荡涤着这马蹄湾缕缕、袅袅的香火青烟。掸去浑
扬的尘垢，马蹄湾的石像依然壁立在这青山绿水之间，
裸裎着那只古老而沉重的大足……大足无声。”文章惋
惜：极有价值的大足石刻，是被世人遗忘了的文化瑰宝。

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一位当时大足的领导曾
在大会上说，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
让四海宾客汇聚大足。

从二十年前的“无声”，到现在的“活化”，大足石刻
的变化已是翻天覆地。仅去年，大足石刻保护传承列
入国家“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宣部“十四五”重点
项目；被专家称为“是国内石窟寺考古报告里程碑式的
代表作”《大足石刻全集》非常亮丽的呈现在参观党的
二十大主题成就展的二十大代表面前；举办中国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川渝主场城市活动；大足石刻系列微视
频在近600家国内外媒体平台全球发布；大足狮等文
创产品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创意赛事金奖……

在保护好大足石刻的前提下，让大足石刻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让大足石刻文化活在当
下、服务当代，是当代大足人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加快做靓享誉世界的文化会客厅，大足的“三篇大文
章”之一的“国际文旅名城”，都是让大足石刻活起来的
重要载体。

全力建设世界知名研究院、不断提升大足石刻景
区国际化水平、推动龙水湖国家级旅游区创建、持续推
进全域旅游建设……“日月辉映、繁星闪烁”，文旅深度
融合，把大足石刻文化“用”起来、“活”起来、“新”起来，
可谓前所未有，力度空前。

现在，大足正以世界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和成渝双
城经济圈桥头堡城市的定位，加快打造有国际范、中国
味、巴蜀韵的国际文旅名城。

“大足无声”已永远走入历史的烟尘，“精美的石刻
会说话”已成为大足的一个闪
亮的符号，一个新大足的标志，
一个让“开山化石 励志图新”
的大足城市精神深入人心、植
入生活、融入社会的一首劲歌。

从“大足无声”到“精美的石刻会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