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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雨后，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
清新以及芳草的味道。

顺着大足区中敖镇峰山村乡村旅游导
览牌的指引，记者于静谧清幽的竹林间，走
过一段蜿蜒青石板路，这里“藏匿”着重庆
市文物保护单位——峰山寺摩崖造像。

峰山寺摩崖造像始凿于南宋，通编
13号，存像50余身，分布于高7米、宽40
米的崖壁上。青石路面雨渍未干，檐廊
覆盖的石刻造像保护区域却保持着通
透、干爽。这得益于大足石刻研究院启
动的中小石窟保护建设项目。

中小石窟亟待保护

大足石刻是大足区境内所有石刻造
像的总称，除了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的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
篆山、妙高山、舒成岩等“七山”石窟外，
还有68处市、区级中小石窟。

这些中小型石窟营建上起自唐代，
下讫于清代，跨时千余年，雕刻精美，题
材多样，内涵丰富，真实反映了川渝地区
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情
形，为研究各时期的宗教、艺术、建筑、服
饰、民俗、哲学思想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资料。但受各种条件影响，总体保护状
况较差。

近年来，中小石窟的保护状况备受
关注。2001—2019年，大足石刻研究院
维修了 68处中小石窟中的 13处石窟保
护建筑，加固了3处石窟岩体，但仍有大
量石窟造像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常年的
风吹日晒，产生了岩体开裂松动、渗水、
苔藓、彩绘剥落、风化剥蚀等病害，加速
了造像破坏，危及造像本体安全。

全国率先启动专项保护

“安全形势严峻！”大足石刻研究院
副院长蒋思维警告说，68处中，有 31处
缺少电源、50处缺少完整的安防监控设
施，不利于开展造像的安全监测和考古
研究等保护工作。

为了进一步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化遗产阐释传承工作，探索中小石窟保
护新模式，更好地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按
照“保护棚建设特色化、安防监控集中
化、价值阐释规范化、开放利用便民化、
创新建设乡村遗产公园”的总体目标，

2021年，大足区率先在全国启动实施了
中小石窟保护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从长效机制、本体保护、安全防
范、环境整治、设施配套等多方面入手，
全面改善中小石窟文物保护管理现状，
总建设面积约4万平方米。

项目范围包括中小石窟69处，其中
大足6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区级
文物保护单位 62处），潼南 1处（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项目计划分三期实施完成，第一期
21处、第二期25处、第三期23处，工程经
费总估算约4943万元。截至记者发稿，
第一期21处已完工14处、在建4处、待建
3处，一期工程预计今年7月全面完成。

蒋思维表示，大足石刻研究院以往
主要聚焦在大型石窟的保护上，但随着
国家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和投入不断加
大，以及文物保护队伍的壮大，中小石窟
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针对中小石
窟的保护和投入也在逐年增加。

给山野间的宝贝一个“家”

大足68处中小石窟分散在18个镇街
的山野中，管理难度极大。以中敖镇峰山

寺摩崖造像为例，过去，这里保护建筑檩条
断裂、屋面渗水，周边环境杂乱，外界几乎
无人知晓还有这么一处精美的石刻造像。

彭秀荣是重庆石柱人，两年前，嫁到
了大足区中敖镇峰山村。她说，小时侯就
在书上见过大足石刻，很喜欢，和丈夫恋
爱时，她曾去过宝顶山、北山参观过石刻，
感觉非常震撼。

彭秀荣的家离峰山寺步行只要20多
分钟，喜欢石刻的她，一有空就会去逛
逛，“和宝顶山、北山不同，这里设施简陋，
崖壁还渗水，游客来了，连石刻造像雕凿
的年代都不清楚。”彭秀荣遗憾地说。

2021年 7月，中小石窟保护设施建
设项目开工实施第一期 5处试点，峰山
寺位列其中。

工程实施以后，新建的保护建筑外
观古朴庄重、与石刻区的环境相得益
彰。同时还配套建设了人行步道、旅游
厕所、安防设施、价值阐释牌等基础设
施，不仅让石刻有了“新家”，更为当地村
民提供了一处文化休闲空间，同时还吸
引了不少周边自驾游客慕名前来参观。
彭秀荣感慨地说：“如今的峰山寺，整洁
清幽，好似一处修身养性之地。”

“我们不仅要让石刻更加安全，还要
让大众知晓石窟的内容。”大足石刻研究
院规划建设处副处长刘坚介绍，峰山寺
摩崖造像共有造像10余龛，每一龛的前
方都设置了文物简介牌，以中英双语的
形式，介绍文物故事，这是之前没有的。
这既能让当地居民更加了解石刻，也为
专家研究石刻提供了便利。

助力乡村振兴

山野间的石窟有了人气，乡村旅游经
济发展就有了源动力。中敖镇看准这一
契机，借助峰山寺周边蜿蜒起伏的山势，
山下湖光秀色的美景，大力发展柑橘、李
子等特色产业。眼下，该镇500亩李花迎
春绽放，品石刻、赏春花、泛小舟，丰富的
游玩项目，足够充实游客们半日时光。

大足区中敖镇党委书记龚文川介

绍，除了峰山寺，中敖镇还有板昌沟、普
圣庙、玉皇庙等多个中小石窟点，目前这
些石窟群均已完成改造整治工作。“赏石
刻、看美景”的乡村旅游环线也基本形
成，去年开始，游客数量明显增多，根据
最新数据统计，目前已超过10万余人。

随着中小石窟保护建设项目的有序
推进，结合各镇街不同乡村旅游资源，在
适宜的时间节点打卡各个石窟点，成了
不少游客开启大足石刻深度游的选择。

邻近中敖的高坪镇，同样拥有不少
石刻资源，目前已实施完成光明殿、石壁
寺等3处中小石窟保护工程，老君庙、玄
顶村保护工程也将于近期完工。

高坪镇宣传委员黄秀琼说，过去，高
坪镇的优势旅游资源单一，很难让游客
留下来。石刻旅游资源得到释放后，该
镇将高峰寺、小川东道、冒咕田园楠木林
串珠成链，打造出一条特色的乡村旅游
路线，受到游客欢迎。“4月是高坪千亩
楠木林开花的季节，我们溪上月民宿已
经预定客满，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

其实，这只是中小石窟保护建设项
目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自启动大
足石刻中小石窟保护修缮计划以来，全
区 68处中小石窟不仅有了更好的保存
环境，其蕴含的旅游价值属性也得到进
一步释放。辖区镇街围绕乡村振兴，以
各处石刻造像群为圆点，串联起镇街打
造沿线农业、旅游产业，收效甚佳。

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长蒋思维介
绍，探索中小石窟保护与乡村振兴工作
的有机结合，是该院努力实现文物活化
利用的初衷，不仅要让石窟的保护状况
和展示条件得到很好的改善，还要保护
工程发挥更大价值，让散落乡野的文物
能够真正活起来。

未来，大足石刻研究院还将继续推
动中小石窟寺保护利用融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农文
旅产业发展，有效释放文物资源活力，助
力建设高质量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
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小石窟寺
保护利用之路。

新渝报讯（记者 崔晓玲）3月 21日，大足区科技
局联合龙石镇开展科技服务乡村振兴活动，邀请市
科技特派员、西南大学国内合作处主任程运康作专
题讲座。

活动中，市级科技特派员先后前往保家村樱桃基
地、石龙村稻虾养殖场、万福村黑山羊养殖场等地进行
调研，通过实地走访查看，详细了解当地产业发展情
况。在随后的专题讲座上，程运康用通俗易懂、贴近实
际的案例，对龙石镇的发展区位、发展条件等方面进行
分析，并就实施乡村振兴的方法论、龙石镇怎么在乡村
振兴中发展等进行讲解。

据悉，自去年以来，来自西南大学、重庆社会科学
院等校的 23名市级科技特派员先后深入大足区各个
镇街，主要成效包括延长葛根产品链条提高市场价值，
为宝鼎酿造、邓鼎计公司制定企业标准，打造季家镇中
药材示范园、高坪镇蜜蜂等特色产业。

下一步，大足区科技局将进一步深入实施科技特
派员制度，建立“特派员+服务对象”的技术帮扶关系，
整合现有资源，培育本地人才，通过科技特派员培育一
批本地化的全产业链人才，壮大全区特色产业，真正实
现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全覆盖。

3月21日，“良好睡眠 健康之源”义诊宣传活动在
大足区宏声文化广场举行，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大足
区人民医院、大足区精神卫生中心联合专家团队为群
众义诊义检，并向公众普及睡眠常识。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摄

义诊活动关注睡眠

保护与利用同行

让散落乡野的文物真正“活起来”

修复后的板昌沟。

重庆市大足区珠溪镇下坝村6组赵中福（身份
证号：510230196910137054）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102301969101370546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八柱村 4 组 95 号陈向彬
（身份证号：50022519870822111X）遗失其残疾证（编
号：50022519870822111X4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金山镇街村4组王文烈（身份证
号 ：510230195808255279）遗 失 其 残 疾 证（编 号 ：
5102301958082552796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国梁镇曲水村4组李仲全（身份
证号：510230195105016730）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1023019510501673014），特此声明。

新渝报讯（记者 罗冠骁）近日，国家电网重庆市电
力公司双桥经开区供电分公司党支部前往重庆工程学
院，为学校师生上“电力安全小课堂”，检查用电设备，
普及电力知识，为校园安全用电保驾护航。

课堂内，工作人员结合生动有趣的事例，通过PPT
讲解和现场解答等形式，详细介绍了如何识别和认知
电力安全标志、家庭安全用电常识、电力设施保护等内
容，同学们在快乐轻松的氛围中掌握了安全用电、节约
用电的知识。

同时，工作人员还对校外架设的电力线路进行巡
检，检查用电情况，排查安全隐患。对校内配电房的
电气设备进行了全方位检查，并指导用户整改消除安
全隐患等，为学校营造了一个安全、可靠、舒心的用电
环境。

下一步，该公司将以党员服务队为载体，持续促进
“电力雷锋”常态化，加强用电服务保障和支持，升级优
质暖心服务，以实际行动守护万家灯火。

“电力小课堂”进校园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陈荣逸）非法捕
鱼、非法狩猎都是违法行为，对生态持续健康发展会
造成重大影响。近日，大足警方破获一起非法捕捞水
产品案。

办案民警朱朝岗介绍，3月15日，铁山派出所接到
群众举报，称辖窟窿河有人进行非法捕捞。民警立即
赶到现场，发现两名男子正在窟窿河使用锚鱼器捕鱼，
当场将二人抓获。民警随后在其车上发现电鱼设备1
套、粘网1张，以及部分渔获物。

据嫌疑人供述，二人系父子，平日除了非法捕捞，
有时还要上山捕捉野味。

随后，民警在其家中搜出了捕兽夹10个、诱捕器2
个、钢珠弹弓等工具，以及各类雀鸟、野鸡等野生动物
冻体。

经讯问，该父子二人从 3月 3日起，多次使用工具
实施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狩猎行为。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非法捕捞、狩猎对水生资源环
境、野生动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具有极大破坏性，同时
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公安机关对此类行为始终保
持严厉打击、绝不姑息的高压态势，请广大市民积极监
督，共同保护好自然环境资源。

大足警方破获一起
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3月15日，大足区龙水镇高坡
村的村民正在打太极，运动成为了
当地村民的习惯乃至社交方式。
近年来，该镇大力修建公共体育设
施，并广泛开展太极拳、柔力球、健
步走等老年人体育活动，提升老年
人健康素养，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摄

体育让人民
生活更美好

修复后的峰山寺吸引了不少游客。

市级科技特派员
送技下乡

遗失启事

新渝报讯（记者 黄舒 通讯员 胡晓
音）春风吹新绿，植树正当时。连日来，
大足区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植树造
林，大足区义务植树基地也迎来了建成
后的首个植树高峰。

大足区义务植树基地是全市72个义
务植树基地之一，也是大足首个义务植树
基地，位于通桥街道茅店社区，目前启用

植树面积150亩，包括义务植树示范林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区、拥抱春天共建绿色
家园区。基地免费向社会各界人士提供
植树场所和树木管护服务，同时不断丰富
和完善义务植树形式，激发全民植树热

情。良好的植树条件吸引了社会各界前
来植树。阳春三月，大家在基地里与朋
友、家人一起撸起袖子挥锹铲土、培土固
苗、提水浇灌，栽种了一株株树苗。

“打造这个义务植树基地，就是为了

方便市民在家门口植树。”大足林业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锋说，社会各界人士
均可以预约植树，个人栽植的树还可以
挂牌认养，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为
大足增添更多新绿。

义务植树基地为棠城添新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