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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李丽辉从铜梁区卖完火龙
果回到大足区古龙镇忠义村，天色早已
漆黑一片，但李丽辉没有一点疲惫，高兴
地和姑姐、侄女说着今天的“战绩”——3个
小时不到，100多公斤火龙果便销售一空。

“这 100多公斤火龙果卖了，第三批
火龙果就全部卖完了！”李丽辉乐呵呵地
说，今年采摘从 7月初开始，产量和销售
都不错。

李丽辉今年 53岁，本是云南省弥勒
市人。7年前，她和丈夫回到古龙镇忠义
村种植火龙果。从一个被质疑的外地人
到村里的“致富明星”，一路走来，李丽辉
靠的是一股不怕吃苦的拼劲。

12年前，李丽辉与古龙镇忠义村村
民颜台可结婚。为了生计，两人四处打
工，入不敷出的窘境和漂泊无依的生活，
让李丽辉想到回乡创业。

2016年，李丽辉拿出自己仅有的 10
万元，在忠义村承包了20亩土地，先后种
植过葡萄、蔬菜，但效果都不好。在一次
新型农民培训中，李丽辉看中了红心火
龙果产业。

“火龙果不仅价格好，它还是分批成
熟，产量大，采摘期长达4到5个月，种植
一次可以成活10到15年。”李丽辉说。

2018年，李丽辉说服丈夫贷款投资
15万元，从璧山引进“京都一号”种苗。
因为资金的短缺和对火龙果栽种的不了
解，李丽辉的种植事业一开始并不被看
好。担心拿不到工钱，大家不愿意为她
家做工。

为了节约成本，火龙果基地的水泥
桩全部由李丽辉和丈夫制作，1200多根
水泥桩，他们足足用了两个多月的时
间。那段时间，李丽辉还买了许多农业
方面的书籍，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
的字。

夫妇俩每天起早贪黑，在他们的精
心管护下，火龙果当年便陆续挂果，以每
公斤 30元的价格卖了 5000余元。第二
年火龙果每公斤的价格跌到 16元，好在
过来采摘的人多，当年6批次火龙果全部
以采摘体验的形式售出。

“如果以这个行情发展下去，我想 3
年就能回本。”李丽辉说。

然而，到了2020年，火龙果一度面临
滞销。尽管有大足区妇联等部门帮忙，
但仍有上千斤火龙果因无人采摘烂在了
地里。李丽辉痛定思痛，意识到要拓宽
销售渠道，不能仅仅依靠采摘。后来，李
丽辉通过线上和到外地售卖的方式，拓
宽了火龙果的销路。

除了种植火龙果，李丽辉还发展起
生猪养殖，最多的时候喂了 60余头。火

龙果加养猪的收入，让李丽辉家的生活
有了明显的起色。2021年，李丽辉家里
加盖了楼房，还买了车。

看着李丽辉家的变化，村民对这个
“外地人”的看法有了改观，但凡她家有
农活，大家都会抢着干。而李丽辉也从
不拖欠村民的工资。

“最近我在学抖音，把果园的视频发
出去，让更多的人来我的果园采摘。”李

丽辉说，除了在销售方面下功夫，她还打
算添置一些烘干设备，把火龙果和花朵做
成干货，不仅方便储存，还能增加收入。

如今，生活越过越好的李丽辉没有
停下脚步，她又租了30亩地种植黄精、柑
橘。未来，她想带动更多村民一起增收
致富，除了提供到基地务工的机会，只要
村民愿意栽种，她还免费传授火龙果种
植技术。

李丽辉正在修剪枝条。

新渝报讯（记者 刘星）8月29日，在大足区龙水镇
年中人代会上，一份一份调研报告主题鲜明、思路清
醒、措施明确，为代表们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打下了
坚实基础。

据悉，会前，龙水镇组织辖区镇、区两级人大代表
深入一线开展走访视察调研，倾听民声民意，梳理出全
镇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百姓“急难愁盼”的现
实问题，为助力龙水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献计献策。调研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涉及残疾人无障碍改造、道路交通安全、
村级财务管理“双代管”、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农村厕所
革命五个方面，并形成专题调研报告提交年中人代会。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是人大代表履行好代表职责
的基本功，其目的是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
龙水镇人大主席胡治德表示，将打通调查研究“最后一
公里”，抓好跟踪问效和调研成果转化运用工作，把群
众的“问题清单”转变为代表的“履职清单”，把调研成
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方法实效。

龙水镇

专题调研提升人大代表履职能力

重庆市大足区中敖镇双
柏村4组34号周正勋（身份证
号：510230196402212011）于
2001年10月上旬在大足区中
敖镇长源村拾得一名37岁左
右的女性，特征：身高150厘
米，短发（无其他特殊特征）。
请此人的相关亲人持有效证
件与周正勋联系，联系电话：
19562484022，即日起30日内
无人认领，此人将被依法安置。

为了给返校学
生营造一个安全舒
适的校园环境，连日
来，大足区各学校的
教职员工陆续返校，
投入到紧张有序的
开学前准备工作中。
图为教职员工正在
为学生准备小礼物。

新 渝 报 记 者
李东 陈柯男 摄

近日，大足区
消防部门加大了校
园隐患排查力度，
成立专班为各学校
清理蜂窝，目前已对
8 所学校的蜂窝进
行了清理。

新 渝 报 记 者
李东 陈柯男 摄

重庆市大足区宝兴镇转龙村2组陈代华（身份
证号：510230194704103444）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102301947041034446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翠屏社区4组43号杨明
（身份证号：500225198911180368）遗失其残疾证（编
号：5002251989111803686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宝顶镇慈航社区8组彭炳基（身
份证号：510230194304181216）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1023019430418121641），特此声明。

新渝报讯（记者 犹骥 通讯员 郭瑞）作为老年人
群体占比较高的街道，大足区龙滩子街道近年来在养
老服务中积极探索，不断提升服务品质，以“文化养老”
为突破口，让老年人享有优质养老保障。

为了推动文化养老服务，龙滩子街道积极搭建老
年群体文化交流平台。以市民文化活动中心为主阵
地，开设了主要面向老年群体的舞蹈、葫芦丝、太极、声
乐、柔力球、书画、门球、乒乓球共 8个文化兴趣班，结
合辖区文化资源开办特色课程，聘请专业教师每周免
费开课，近年来每年开办培训课程200余班次、每年培
训达1万余人次。

在此基础上，龙滩子街道积极参与、主办各类文化
体育赛事。今年 1—8月，组织或组队参与老年人象
棋、乒乓球、健身操等各类比赛表演活动26次，获得大
小奖项18个，参与居民达2000余人次。结合重要节庆
日，开展文艺汇演展示活动15场。大大小小的文体活
动，丰富了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为老年人展示自我、
释放热情创造了条件。

随着参与文化活动的老年人越来越多，龙滩子街
道还不断推进便老设施建设，让大家共享优质体育文
化服务资源。该街道多方筹资800万元，将占地3.9万
平方米的原川汽厂足球场改建为市级中型体育公园，
今年已向社会开放。近年来，龙滩子街道新修健身步
道 5.6公里、新增健身路径 8套、建立老年活动室 6个、
专设了老年阅览区域。

社会为老年人服务，老年人也积极参与基层治
理。近年来，龙滩子街道组建的 20人红岩先锋“五老
队伍”一直奔走在矛盾大化解、民情大走访、实事大督
查、文化大讲堂、政策大宣传“五大活动”中。今年，先
锋队伍举办了以“川汽文化”为主题的党课40余场、政
策宣讲 10余次，主动参与社区纠纷调解 42次，解决问
题38件次。

龙滩子街道

“文化养老”让老人共享优质服务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 实习生 陈可）8月 29日，
由大足区委宣传部、大足区文明办主办的大足区“理
响重庆·身边红岩”主题活动走进企业大足高新区的
施密特电梯有限公司。20多名职工一起听革命故
事，学党的理论，看革命影片，坚定信心跟党走，同心
建设新大足。

“我给大家讲讲大足走出的抗美援朝二级战斗英
雄杨国良的故事。”作为金钱板非遗传承人，刘启忠打
响金钱板，声情并茂地讲述英雄杨国良赤诚报国的光
辉人生。当讲到杨国良在上甘岭战役中独守阵地，手
持最后一根爆破筒同敌人同归于尽时，在场听众如临
其境、深受震撼，大家为英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而感
动，再一次深切感受到革命先烈以身许国、忠诚为民的
崇高风范。

大足区委党校教师唐蕊深入浅出地讲解《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她结合习近平总书
记的成长、学习、工作经历，讲解人民至上、新发展理
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思想的现实来源和精神
本质，并向职工们赠送学习书籍。

活动中，全体人员还观看了影片《浴血大别山》，重
温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为了人民得到解放，在大
别山同反动派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党同人民心贴
心，广大党员为了保护人民、拯救人民而前仆后继、无
惧牺牲，我们要牢记历史，永远跟党走，把祖国建设好，
实现‘中国梦’。”职工们说道。

大足区“理响重庆·身边红岩”
主题活动走进企业

致富路上的“拼命三娘”

寻亲启事

遗失启事

新渝报讯（记者 张琦 杨琢 冯叶飞
文/图）8月 31日，大足区海棠幼儿园的
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陆续来到学校
报到。该园组织开展了一场“晒秋收”

“串秋果”特色活动，家长和孩子们共同
制作“秋收”手工串，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活动中，家长和孩子将一串串辣椒、
一个个藕片、一排排冬瓜等秋季果蔬串在
绳子上。不一会儿，学校的长廊上就挂满
了五颜六色的蔬菜果实。“我觉得开学时
带着孩子一起体验这种手工很有意义，可
以带孩子们认识很多秋天的食物、果实，
感受这个季节带来的丰收的喜悦。”大一
班家长钟万平说。

针对秋季新学期，海棠幼儿园在原
有的基础上新增了 3个班级，目前已开
满 18个班，满足近 700幼儿入学需求。
新学期，该园在原本“森呼吸”课程中新
增“自在呼吸”特色课程，以满足不同年
龄段幼儿的发展需求，让孩子们在大自
然中自主进行深度探索、深度学习，在
互动中发现自我、感知自我。

海棠幼儿园

“串秋果”迎开学

家长和学生正在“串秋果”。

□ 新渝报记者 余佳 李海 文/图

“古城镇政府对南山石塔多久开
展一次巡查，有没有巡查记录？”“文物
保护经费主要用于哪些方面？”“你们
认为镇政府具有哪些文物保护职责，
依据是什么？”……在一场关于文物保
护的行政公益诉讼案听证会现场，多名
听证员正极力向本案件的检察官和行
政当事人提问。

而这场讨论激烈的听证会却并非
一次法律意义上的程序执行，而是一场
具有法治科普意义的“剧本杀”游戏。8
月30日，在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
保护区内，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为大足区龙岗一小的学生们
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
课”。课堂上，“文保行政公益诉讼案听
证会”法治“剧本杀”环节，让学生们直
呼“烧脑”“涨知识”。

当天，龙岗一小5年级的24名学生
来到位于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展览馆内
的听证室，分别扮演起主持人、检察官、
当事人、听证员等角色。在检察官的指
导下，模拟听证会过程高度还原了真实
的检察工作，学生们真切体会到了原汁
原味的检察听证过程。

该法治剧本以著名文物古迹南山
石塔遭遇破坏为背景，以检察机关介
入，履行公益诉讼职能为开端，融入文

物自然风化、侵蚀，人为刻画、涂污，周
遭环境破坏等文保领域热点话题。将
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与法治常识交融于

“剧本杀”的互动体验中，寓教于乐，让
未成年既感受到了法律的威严，又提高
了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文物保护最重要的法律就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它颁布于
1982年，上面明确了‘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有保护文物的义务’。同学们，你们
作为祖国的小主人，有义务保护好我们
国家的文物，以后出去要多多宣传文物
保护！”在“剧本杀”游戏环节中，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的检察官们在一旁及时地
向同学们讲解相关的法律知识。

除了现场体验，龙岗一小的老师还
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让身在校园里的
师生也能实时参与到“剧本杀”的互动
体验中。

“剧本杀”游戏结束后，大家意犹未
尽，现场的检察官们带领学生们参观了

“泱泱古国 悠悠巴渝”“历史使命 检察
担当”等 4个主题展厅，通过现场讲解、
视频展播、图文互动等方式，学生们了
解到了关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
度的发展历程、重庆文化遗产的地理分
布情况以及全国检察机关有关文化遗
产保护的76个典型案例。

“今天以这样的方式开启开学第一
课，是为了让孩子们了解更多关于文化

遗产保护的知识，当好家乡文化的保
护者和传承者。”龙岗一小副校长覃贤
表示，学校将与检察院合作，培养一批
小小文保法治讲解员，让孩子们在探
索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探讨文
化遗产继承保护发展过程中承担起应
有的责任和使命。

据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坐落于世界文化遗产——

大足石刻宝顶山保护区内，是融“专业
化检察办案、恢复性司法保护、综合性
法治宣传”等功能为一体的省级文物
和文化遗产保护法治基地。自今年 6
月向公众开放以来，中心先后与部分
中小学校开展科普合作，旨在为青年
学生提供了解文化遗产知识、增强法
治意识、探索学科融合、体验文化浸润
的场所。

学生们参与法治“剧本杀”。

法治“剧本杀”让学生沉浸式体验文物保护

天下大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