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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张玮

日前，“云上龙门”系列直播活动第
三季“走进大足”大型直播活动圆满收
官。8场直播，100余条新媒体产品，全
网累计浏览量突破 5900万次，大足石
刻、龙门石窟两大世界文化遗产首次云
端“牵手”，获得网友一致好评。

据了解，该系列直播活动此前已成功
开展两季，先后探访了龙门石窟、云冈石窟
两大世界文化遗产。此次第三季“走进大
足”直播活动通过两大世界文化遗产石窟
寺的联动，展现由盛唐到两宋，从皇家石窟
寺到民间儒道释三教合一的石窟群风貌。

两大世界文化遗产首次
云端“牵手”

“云上龙门走进大足”大型直播活动
由龙门石窟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联
合推出。两大世界文化遗产首次云端

“牵手”，用动人的故事展现中国石窟寺
和中华文化的魅力。

选取龙门石窟与大足石刻云端“牵
手”，符合石刻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演进历
程。作为中国石刻艺术的高峰，龙门石
窟历经北魏至盛唐的发展，兴举国之力
开窟造像，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题材多
样。而大足石刻在唐宋社会变革与文化
转型的历史背景下，融合了儒道释三教
文化精神，创造了世界石窟艺术史上具
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典
案例。

大足石刻研究院原院长、研究馆员
黎方银表示，两大石窟文脉相承又风格
各异，都是中华文明灿烂的文化遗产。

8场直播亮点纷呈

“云上龙门走进大足”大型直播活动
从 3月 14日一直持续到 3月 24日，8场
直播活动不仅带领广大网友近距离领略
了两大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同时还有
国内石窟寺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深入浅
出地对两大石窟的开凿背景和艺术特点
进行趣味化、专业化解读。

直播活动开展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对直播地点也进行了精心选择。首场直
播，龙门石窟研究院历史人文研究中心主
任路伟以《大唐盛世的明证和图景——唐
代龙门石窟文化与艺术》为题，带领大家
走进盛唐时期营造的皇家、贵族洞窟，感

受藏在龙门石窟中的盛唐气象。
第二场、第三场直播依然围绕龙门

石窟展开。第二场直播由龙门石窟研究
院陈列展示中心的高丹以《再放异彩
——龙门宋代文化活动寻踪》为题，揭秘
了北宋政坛、文坛巨擎欧阳修、文彦博、
司马光的龙门往事；第三场直播，龙门石
窟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主任高俊苹以
《离散·聚合——龙门石窟的前世今生》
为题，为大家讲述流失海外的龙门“国
宝”回归故乡的故事。

随后的4场直播围绕大足石刻进行。
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主任、研
究馆员米德昉率先登场，他以《大足石刻
——中国石窟艺术史的压轴戏》为题，向
大家生动展示了大足石刻独特的文化和
艺术魅力；第五场、第六场，大足石刻研究
院大足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李小
强，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刘
贤高分别以《美轮美奂——崖壁上的观音
造像陈列馆》《石篆山石窟：看北宋乡绅的
家国情怀》为题，带领广大网友领略北山
石窟、石篆山石窟的魅力；第七场，大足石
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蒋思维以《大
足石刻保护中的古今智慧》为题，为网友
讲述石窟保护和病害防治技术。

最后一场直播邀请到了两位嘉宾——
大足石刻研究院原院长、研究馆员黎方银
和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他们以
《龙门石窟对话大足石刻——从皇家威
仪到人间烟火》为题，深入浅出对两大石
窟的开凿背景和艺术特点进行趣味化、
专业化解读，并发布两大石窟的考古最
新成果及两大石窟保护、研究、数字化领
域未来规划。

下一步，大足石刻研究院和龙门石
窟研究院将加强合作研究，在石刻类文
物保护、文物数字化领域展开合作，对标
国际一流，全力推动我国石窟寺保护、研
究、传承、利用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我
国世界遗产保护利用的示范、文明交流
互鉴的典范、石窟寺领域的样板。

全媒体聚合发力直播活
动“出圈”

来自大足石刻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
示，截至3月26日，“云上龙门走进大足”
大型直播活动共进行了 8场，发布原创
新媒体产品 100余件，各类转发 700余
篇，#云上龙门走进大足#微博话题阅读
量达 5080万次，全网累计浏览量突破

5900万次。与直播相关的两条短视频
登上抖音热榜，最后一场直播被新京报
App进行全网弹窗推送。

本次直播活动在重庆与洛阳两地媒
体、大足与龙门两大石窟官方新媒体平
台同步推出。包括中新社、中国文物报、
重庆发布、河南日报、河南广播电视台、
顶端新闻、大象新闻、大河报、新京报、大
足融媒等在内的 60余家媒体加入到直
播当中。同时，腾讯新闻客户端、学习强
国平台、“文博中国”视频号、“文博圈”视
频号等也进行了联播。

8场直播，从碧波荡漾的伊河泛舟，到
藏在深山的石篆山石刻，通过直播画面，
广大网友与千年石窟“面对面”互动交流。

“这个雕像太好看了，线条满分！”
“专家讲解深入浅出，我记了好多

笔记。”
“感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精湛技艺。”
……
本次直播让网友们听到了更专业、

更有趣的讲解，相关的宣传视频也在微
信朋友圈“刷屏”。同时，活动以直播为
核心，相关的视频、文图、海报等形式多
样的新媒体产品，全平台、多角度的传播
又对活动本身的宣传形成了合力。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3月 27日，记者从大足
区星级农家乐产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上获悉，协会
将以全区推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为契机，全力
推动农家乐健康发展，助力大足乡村休闲旅游提档
升级。

大足区星级农家乐产业协会自 2017年 4月成立
以来，目前已经发展拥有 50多家星级农家乐会员。
协会积极发挥“农家乐娘家人”和“政府助手”的作用，
组织农家乐经营人员、厨师、服务员等学习行业知
识，总结交流农家乐休闲产业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
每年承担全区星级农家乐评审工作，严格按照重庆市
星级农家乐评定标准，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每年的评审
工作。

为做强农家乐品牌，拓展全区农家乐市场，下一
步，大足区星级农家乐产业协会还将促进农家乐融入

“旅游+”，向休闲观光、农耕体验、生态采摘、乡村度假
等“感知体验”旅游模式转型升级，并通过培训来提高
协会各会员单位的经营水平和服务水平，在厨艺、管理
和礼仪等方面进行提素提质，助力大足区建设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

市农家乐产业协会、大足区商务委、区文旅委、区
市场监管局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参会，并为2022年新晋
三星级农家乐以及会员单位授牌。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 文/图）为提升救治危重
病患者诊疗能力，3月 24日至 25日，由重庆市医药生
物技术协会主办，大足区医学会、大足区急危重症专业
委员会承办的机械通气及支气管镜肺泡灌洗培训会
议举行，来自基层的 100多名医务工作者聆听市级专
家团队传经授课、学术交流，观摩纤支镜肺泡灌洗操作
技能培训。

目前，机械通气技术已经成为临床医学中不可或
缺的生命支持技术，能够为原发病治疗提供缓冲时间，
极大地提升呼吸衰竭诊疗水平。同时，支气管肺泡灌
洗治疗能提高肺侵袭性真菌感染的诊断率，做到提前
诊断、减少漏诊，并提前干预、避免误诊，可以有效地减
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来自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重症医学科的蒋正
英、吴桂新等5位专家教授作了《生死攸关——紧急人
工气道的建立》《行稳致远——基于肺保护的基本呼吸
力学监测》等专题讲座。专家学者围绕气道迅速的建
立、有创无创呼吸机的合理正确使用、呼吸机波形的解
读、脱机拔管时机、纤支镜肺泡灌洗等技术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讲解，并交流临床经验。

提升基层危重病患者治疗水平

市级专家团队到大足传经送宝

培训现场。

大足区龙水镇陈庆鱼庄遗失其食品许可证（许
可证编号：JY25001110083636），特此声明。

大足区邮亭镇天福村 2 组胡邦国（身份证号：
510230196306178116）遗 失 其 残 疾 证（ 编 号 ：
51023019630617811614），特此声明。

又是一年春草绿，梨花风起清明
时。清明节是我们缅怀先烈、祭奠逝者、
追思故人的传统节日。为确保群众度过
一个“文明、祥和、安全、有序”的清明节，
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道德
素质，区文明办、区民政局联合发出如下
倡议：

一、文明祭祀。提倡献一束花、植
一棵树、讲一段往事以及清扫墓碑等方
式来缅怀先烈、追思先人，将祭拜逝者的
传统习俗以更加文明的方式表达，自觉
抵制低俗的祭祀用品，告别祭祀陋习、倡
导文明新风，变注重实地实物祭祀为注
重精神传承，积极营造文明祭祀的社会
氛围。

二、平安祭祀。倡导在家祭祀、公墓
代祭，尽量减少人员聚集。科学合理安
排祭扫时间和路线，避开祭扫高峰时段，
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服从交管部门指挥，
增强安全意识，严格遵守森林防火有关
规定，自觉服从防火工作人员的管理，不
携带任何火种进入林区，不在林区吸烟、
烧纸焚香、点燃蜡烛、燃放鞭炮，确保祭
扫安全、顺畅、有序进行。

三、环保祭祀。提倡网上祭奠、公祭
悼念、家庭追思等多样式、现代式祭扫活
动，将祭拜逝者的传统习俗用科学、健康

的形式表达。树立环保意识，做到在祭
祀过程中不乱扔杂物、不破坏草地树木、
不污染空气河流、不影响他人生活，大力
维护优美整洁的城乡环境。

四、节俭祭祀。发扬中华民族勤俭
节约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孝老爱亲传
统美德，树立厚养薄葬的新观念。提倡
对在世老人多尽孝心，使他们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老人逝去后，不大操大
办、铺张浪费、相互攀比，以节俭方式寄
托哀思。

全区广大市民，让我们积极行动起

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做文明祭
扫的践行者，用文明祭祀的实际行动，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用科
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引领时代新
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祭祀服务电话：
长寿寨陵园 023-43774888
双桥巴灵公墓 023-43390644
万古镇七宝山公墓 023-43450766
铁山镇盘龙苑公墓 023-43384106
回龙镇灵鹤山公墓 023-43336777

重庆市大足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
2023年3月22日

文明祭祀倡议书

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左一）对话大足石刻研究院原院长、研究馆员黎方银（中）。（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

大足区星级农家乐产业协会

助力乡村休闲旅游提档升级

遗失启事

8场直播 全网累计浏览量突破5900万次

大足石刻云端“牵手”龙门石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