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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侯小梅 实习生 易思远）日前，大
足区中药材种植技术培训会在大足区商务委举行，来
自宝顶、珠溪、铁山等 12个重点镇街的中药材企业负
责人和技术骨干齐聚一堂，共同学习探讨中药材种植
技术，提升中药材种植产量。

培训会上，专家就中药材种植技术的基础知识进
行了讲授，围绕中药材产地环境、栽培管理、采收加工、
质量标准等内容向参会人员作专题辅导，并结合实际
案例详细讲解了种植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技术要点。
此外，专家还与学员面对面交换经验、共同探讨解决在
中药材种植、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所遇到的难题，进
一步提升培训实效。

目前，大足全区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2.2万亩，产量
1.64万吨，产值1.76亿元，种植区域覆盖20个镇街，中
药材种植品种超 200个，以佛手、白芷、黄精、车前子、
石菖蒲、枳壳、川芎、葛根为主，种植面积均达到 1000
亩以上，现已培育中药材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1家，
中药材加工企业 4家，中药材加工厂房占地面积近 50
亩，年加工量 2800余吨，加工品种 400多个，加工产值
超2.5亿元。

本次培训会的举办，为全区中药材企业的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提升了各企业负责人和技术骨
干的专业素质。下一步，大足区将会继续加大培训力
度，积极探索轮值培训模式，主动邀请专家开展中药
材种植、病虫害防治、产地初加工等方面的现场培训、
讲座和技术指导，推动全区中药材产业标准化发展，
以标准化引领实现中药材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双赢
目标。

大足培训中药材种植技术

□ 新渝报记者 毛双 张玮 文/图

连日来，大足区智凤街道的一个仓
库里，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将大大小小的

“石头”打包进18个木箱里，过几日发往
美国迈阿密。

“忙了两天，第二批货终于打包完
了！过段时间，还有几批货要发到英国、
比利时。”货主夏兴明一遍又一遍清点完
货箱之后，终于松了口气。

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把“石头”运往海
外？原来，这些“石头”是大足石雕工艺
成品和半成品。作为大足石雕艺人，夏
兴明从2008年开始，就把以大足石刻为
主要创作主题的石雕工艺品带到新加
坡、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展销，拓宽销
路的同时，也让大足石雕这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
刻走向世界各地。

学艺养家

今年 54岁的夏兴明出生在大足一
个普通家庭。1987年，18岁的夏兴明来
到北山石刻景区，跟着姐夫黄珍学学习

“打石头”。
20世纪80年代，北山石刻景区迎来

了一批又一批外国游客。随着景区人气
的兴盛，本地石雕艺人看到了商机——
到景区摆摊卖石雕工艺品。

“对石雕的第一印象就是精美，觉得
会雕石刻很了不起！”看着一块普通的石
头，在师父黄珍学一锤一錾的雕刻下，

“蜕变”成一件活灵活现的石雕作品时，
夏兴明目瞪口呆，兴致勃勃的他决定把
这门手艺学好。

白天早早来到北山跟师父学，晚上
回家一个人关起门练习，天天如此。夏
兴明认为，石雕作品中最难雕刻的是眼
睛，为了雕好眼睛，他每天反复练习，常
常忙到深夜。

一年之后，他终于能独立雕刻大足
石刻中经典形象——“莲花童子”等一些
小件石雕作品了。熟练之后，他开始“临
摹”大足石刻中难度更大的经典造像，这
也成了他日后雕刻的主要题材。

“那时效益不错，一个小件能卖1块

5左右，每天做 10多个，当天就能卖完，
有时甚至供不应求。”夏兴明回忆，1993
年，他每个月能挣两三百元，这些收入足
够养活一家人。

好景不长，几年后，北山石刻景区的
生意不好做了。迫于生活压力，夏兴明
开始转战其他景点。从1996年开始，他
辗转重庆、成都多个旅游景点售卖石雕
工艺品。

然而，随着国内工艺品行业的发展，
石雕销售开始下滑，“卖不动”成了夏兴
明最大的心病。

首展告捷

2008年，一位做艺术品展销的朋友
找到夏兴明，邀请他到新加坡参加一场
中国民间工艺品的展销会。交通、食
宿、物流都有人安排，夏兴明没有犹豫，
带着石雕工具和作品踏上了第一次国
外之行。

展销会在新加坡一家大型商场举
行，来自中国的近30位民间艺人带着他
们的作品参展。其中，有书法、水墨画、
剪纸等艺术品，但石雕独夏兴明一人。

摆好展位，看着一件件大小不一的
石雕作品，夏兴明心里还是没底。展销
会他不陌生，但是在国外开展销会还是
第一次，这里的人会喜欢大足石雕吗？

他从包里拿出一本关于大足石刻的
书，里面有大足石刻经典龛窟的图片和
文字介绍。见有人来展位用华语询问，
他便用带着浓浓乡音的普通话，向对方
介绍起书中的大足石刻，以及石雕作品
和大足石刻的渊源，甚至还现场展示雕
刻技艺。

“太神奇了！这么精美的工艺品居
然是石头雕刻的！”“这些石雕已经很美
了，很难想象大足石刻得多震撼！”没想
到，观展的人对石雕作品十分感兴趣。
眨眼的工夫，展位前便挤满了人，他们一
边听着夏兴明的讲解，一边俯下身端详
着一件件石雕作品。

“我记得，当时开展没多久，我就卖
了一件，挣了 4000多元。”首单成功，让
夏兴明很振奋，“好东西是有人欣赏的！”

第二单、第三单……晚上，别的展位

都开始收摊了，夏兴明还在接单。有些
题材的石雕作品很快售卖一空，他就现
场雕刻“补货”。

展销会持续了40余天，夏兴明总共
卖了30余万元。欣喜之余，他看到了国
外市场的巨大潜力。

组团“出海”

那场展销会之后，夏兴明又去了几
次新加坡参展，反响都很好。后来，他又
去了美国、意大利、英国、卡塔尔等国参
展，每年在国内的时间不到 4个月。为
了更好地发展国外市场，夏兴明甚至自
学了英语，以便用英语向外国人介绍大
足石刻和石雕作品。

“在参展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外
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无
论是大足石刻，还是石雕工艺品，都很受
欢迎。”夏兴明说，石雕作品中，以紫袍玉
雕刻的大足石刻主题类的作品最受欢
迎，其次是龙、象、狮子、鹰等动物造型。

随着参展场次的增加，大足石雕工
艺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仅靠夏兴明一
人雕刻远远不行。于是，他开始收购大
足本地艺人的一些石雕作品和半成品，

并将它们通过展会带到世界各地。
夏兴明说，一场展会要准备几百件

展品，最多的时候，一年发往国外的大大
小小的石雕工艺品达 2000余件。大足
石雕走俏海外的消息不胫而走，有人还
专程登门拜师学艺。

红火的行情一直持续到 2019年。
到了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
多人转行。这三年，夏兴明也没出国。

去年，他再次受邀出国参展。市场
的反馈让他充满信心。

今年，夏兴明收到很多邀请，从9月
下旬开始，他将辗转美国、英国、比利时
等国参加多场展会，为此，他提前收集了
近2000件大足石雕工艺品。目前，已打
包了两批货前期抵达了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他准备让大足
本地10余名石雕艺人和他一起出国参展。

“今年时间紧，去的地方多，一个人
忙不过来。同时，我也想让我们本地的
艺人走出去看看，共同把这个市场做
大。”夏兴明说，出国参展并非易事，对雕
刻技术、沟通交流、销售知识都有一定的
要求。未来，他希望有更多的“大足雕
客”和他一起，把大足石刻文化和大足石
雕推广到海外。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9月 6日记
者从大足区市场监管局获悉，大足区
出台了《质量强区建设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对新时代质量强区建
设作出安排部署，全面提升大足区质
量总体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

近年来，大足区委、区政府深入实
施质量提升行动，大力开展质量强区建
设，着力推动产品、工程、服务质量提
升，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将大足独特的
区位、资源、政策等优势加速转化为发
展优势，为加快做靓享誉世界的文化会

客厅、建强链接成渝的“两高”桥头堡提
供质量支撑。为构建更加适配的质量
供给体系、更高水平的质量支撑体系、
更加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聚力打造产
业质量竞争力新高地、高质量产品聚集
地、高品质服务引领地，全方位建设质
量强区、标准强区、品牌强区、制造强
区，出台了此《方案》。

《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
一部分为总体要求，明确了指导思想，提
出了到 2027年和 2035年两个时间节点
的发展目标，以及全区质量和品牌综合
实力达到全市先进水平的总体定位；第

二部分是构建更加适配的质量供给体
系，分别从推动大足产业质量竞争力增
强、推动大足产品高端化发展、推动大足
工程高品质建造、推动大足服务高品质
供给等方面提出质量强区建设重点，共
计14项重点任务；第三部分是构建更高
水平的质量支撑体系，提出了不断壮大
大足质量品牌矩阵、不断提升质量基础
设施服务效能、不断完善现代化质量治
理体系三方面具体工作；第四部分是构
建更加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明确了完
善组织领导机制、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完
善质量考核机制、完善宣传教育机制四

项措施支持。
大足区还将健全《方案》实施推进机

制，强化对质量创新的鼓励、引导和保
护；完善质量发展经费多元筹集和保障
机制；探索设立质量发展专项基金，加大
质量攻关和投入保障；重点扶持中小企
业质量基础建设、质量技术服务、质量攻
关和质量提升工作，持续推进质量工作
取得新成效。

大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谢勇表
示，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工作力度，加强
对质量强区建设行动目标任务落实情况
的跟踪督导，切实保障《方案》落地落实。

大足出台《质量强区建设实施方案》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日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知识大赛总决赛在浙江省宁波市举行，来自全国
29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家庭代表队各展才智，
角逐终极大奖。大足区家庭组（苏思颖家庭）代表重庆
市参加全国总决赛，荣获三等奖。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大赛是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系列活动之一，
以“分类，让城市更美好——垃圾分类全民赛，文明中
国新时尚”为主题。此次总决赛分为家庭赛和团队（专
业）赛，其中，家庭赛打破知识竞答类赛事惯有的答题
形式，通过亲子互动考验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协作和
默契度，在科普垃圾分类知识的同时提升了节目的观
赏性。大足区家庭组（苏思颖家庭）经过个人赛、抢答
赛、冲刺赛、冠军赛四轮激烈角逐，代表重庆市荣获全
国总决赛三等奖。

据悉，近年来，大足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宣传，动员全社会积极
参与，推动居民习惯养成和文明素质提升。截至目前，
大足区建成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36个，行业示范点 20
个，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41.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 100%，基本实现 6个街道、39个社区生活垃圾
分类全覆盖，居民知晓率、参与率、准确率显著提高。

新渝报讯（记者 侯小梅 实习生 易思远）今年 9
月9日是第24个“世界急救日”。9月8日，大足区应急
局在南门广场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进一
步增强群众紧急避险意识，提升应急救护能力。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演示了心肺复苏、创伤包扎、
海姆立克急救法教学，并向群众普及如何紧急处理气
道异物梗阻、溺水避险逃生等急救技能及注意事项。
讲解演示完毕后，社区居民们纷纷上前模拟体验心肺
复苏，按压、找点、人工呼吸等环节有条不紊进行，在工
作人员手把手地指导下，大家很快就掌握了心肺复苏
急救技能。

此外，工作人员还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如何正确
拨打120等多种急救知识，现场解答群众疑惑，帮助群
众正确掌握急救技能。

本次活动提升了社区居民紧急救护能力，增强了
大家对生命的敬畏感和主动参与救助的社会责任感，营
造了“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应急救护氛围。

大足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熊敏秀）“没想到，我钓鱼时
被落石砸伤，还有保险赔偿！”9月 8日，当大足区残联
负责人以及人保财险大足支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上门回
访慰问时，邮亭镇学堂村村民吴加兴感激地说，“这次
受伤让我真切感受到了政府和残联对我们残疾人的关
爱，5000多元的保险赔偿帮了大忙。”

据了解，残疾人作为弱势群体，抵御风险的能力
弱。为了给他们多一份保障，大足区残联为全区重度
持证残疾人等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的工作已经开展了近
10年。今年有13名残疾人因为意外伤害，共计获得11
万余元的赔付金。

吴加兴和陈伟具有代表性。当天，大足区残联负
责人以及人保财险大足支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专程带着
慰问品上门进行了走访和慰问，深入了解他们的身体
恢复情况以及生活情况。

32岁的吴加兴幼时患小儿麻痹落下残疾，经评定
为肢体残疾二级。去年12月，在鱼塘边钓鱼的吴加兴
被一滚落的石头砸伤了右脚掌致骨头断裂，总计花费
5万元，医保报销后自付 2万元。这笔经济支出，对他
的家庭来说，压力非常大。正在焦头烂额时，吴加兴听
说大足区残联为重度残疾人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他递交了资料，很快就得到了 5097
元的赔付金，这让他十分感动。

和吴加兴一样，聋哑一级的陈伟也在去年受了
伤。陈伟是龙水人，去年7月，他在街上骑自行车意外
摔倒，医院治疗共花费了 2万元，医保报销后自付 1万
元。通过大足区残联投保的意外伤害保险，陈伟获得
赔偿4298元。

大足区残联理事长徐小玉表示，残疾人在日常工
作和生活中有诸多不便，也比普通人更容易发生意外
伤害，这项措施的实施加强了残疾人家庭抵御风险的
能力，也为残疾人织牢了关爱网。

意外伤害保险为残疾人保驾护航

一个大足石雕艺人的“国际化”

夏兴明正在雕刻作品。

全国垃圾分类大赛

大足家庭获三等奖

新渝报讯（记者 罗婷婷 实习生 赵
元元 文/图）9月8日，大足区第三次全国
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工作启动仪式在
拾万镇楠木村举行，标志着大足区第三次
全国土壤普查工作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启动仪式现场，市级土壤普查专家
指导采样人员进行现场实操演练。演练
过程中，专家详细介绍了土壤表层样点
调查与采样各个环节技术要点、操作流
程、采样工具的用途及正确使用方法、注
意事项。

据了解，大足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对象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
用地的土壤，调查采样点总数为 1303

个。调查内容包括土壤性状普查、土壤
类型普查、土壤立地条件普查、土壤利用
情况普查等。此次普查以完善土壤分类
系统与校核补充土壤类型为基础，以土
壤理化性状普查为重点，将更新和完善
大足的土壤基础数据。

重庆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办公
室渝西片区专家技术组组长孙彭寿表
示，土壤普查是一项基础的国情调查，
是通过对田间的取样进行室内检测分
析，再综合农情调查，对土壤状况进行
全面诊断，对持续利用好耕地，做好科
学施肥，促进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大足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启动

日前，大足中学初中部，2026级
新生进行行为规范集训成果展示汇
演。当天，该校举行了初2026届建
队仪式暨学生行为规范集训成果展
示，检验为期一周的行为规范集训
成果，1300余名少年以朝气蓬勃、昂
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现了训练成
果，赢得了在场师生们的阵阵掌声。

新渝报记者 瞿波 蒋世勇 摄

新生集训

土壤采样土壤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