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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张琦 杨琢）9月25
日，大足区镇街“晒产业·晒产品”专题推
介活动迎来第七期拾万镇篇。本期“双
晒”以“魅力稻乡 和美拾万”为主题，随
着拾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姜从志的讲
解，“稻+”、李子、皮蛋等当地特色产业逐
一呈现在观众面前。

近年来，拾万镇依托隆平五彩田园景
区等核心文旅资源，扎实有效推进城乡融
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在隆平五彩田园景
区所在地——拾万镇长虹村，该村党支部

书记李云仲告诉记者，这次“双晒”晒出了
拾万镇的产业风采，让他们倍感振奋。“村
里正大力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今后将
用好袁隆平院士工作站这个金字招牌，
做强研学产业，壮大集体经济收入，让群
众吃上农旅饭，腰包鼓起来。”李云仲说。

“参加这次‘双晒’活动，让我们发展的
信心更足了。”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植

物染绣传承人刘平说，“我们正努力申请非
遗工坊的建设，准备带领村民一起来学习
这一项古老的文化技艺，把它发扬光大。”

在“双晒”活动中亮相后，拾万镇另一
位区级非遗传承人也有了今后的发展计
划。2020年10月，黄汉涛和妻子创办了重
庆尊香园食品有限公司，使用传统工艺制
作灰包松花皮蛋，目前年产量已超过300

万枚，产品远销非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
我们会发展连锁经营，争取三年内在全国各
地发展50到100家加盟厂商。”黄汉涛说。

“在这里工作两年多，还没有这么全
面地了解拾万的特色产业。”从重庆主城
来到拾万工作的谭礼强表示，拾万镇的
田园美丽、产业兴旺，他会向各地朋友们
推荐拾万，让更多人爱上这里。

五彩田园“晒”出好“丰”景

新渝报讯（记者 崔晓玲）为贯彻落实低收入妇女
“两癌”救助政策，9月 26日，大足区妇联举行“低收入
妇女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发放仪式，为 11
名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给予每人一次性
救助一万元。

发放仪式上，大足区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两
癌”救助的原则、条件，并鼓励患病妇女坚定信心、乐观
面对困难和疾病，把各方关爱化作战胜疾病的力量。

随后，大足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王红玫为与会
妇女带来了健康知识讲座，为大家普及癌症的形成、发
生和防治的措施。

“两癌”检查工作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截
至2023年春节前，大足区累计得到救助的“两癌”妇女
290名，涉及资金 290万元；累计自筹资金慰问“两癌”
妇女575名，涉及资金约17万元。

11名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获救助金

新渝报讯（记者 侯小梅 实习生 易思远）9月 22
日，大足区慈善会萤火虫志愿服务中队联合大足区红
十字会志愿服务队走进中敖中学，开展“红十字生命教
育，点亮多彩青春”主题活动，用寓教于乐的方式为学
生讲解生命健康与应急救护知识，提升在校学生近视
预防、急救互救等方面的能力。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化身情景剧演员，将近视防控
知识融入剧情中，生动形象演绎了如何预防近视，沉浸
式的互动体验吸引了同学们的眼球，现场反响热烈。

随后，来自大足区佳华医院的医护人员现场演示
了心肺复苏流程，详细讲解了心肺复苏急救技术的重
要性、基本原则、方法与注意事项，让大家对心肺复苏
全过程有了最基本的了解。同学们还在仿真人体上演
练了人工呼吸、心肺复苏技能，更好掌握了急救的基本
要领。

当天，志愿者们还为24名困境学生赠送了文具用
品和礼品，并为中敖中学捐赠了课外书籍、体育用品等。

生命教育进校园

□ 新渝报记者 李东 陈柯男 张玮 文/图

大足石刻雕凿技艺精湛、造像精美，
其中有很多世俗化、生活化的形象，鲜活
地反映了唐宋时期的社会与家庭生活，
后人还能在其中看到不少失传已久的中
国古代乐器造像。宝顶山大佛湾 17号
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中的吹笛女，头梳
长辫，纤手横持弓笛，头略左偏，双目微
闭，撮口横吹，似独自陶醉于悠扬的笛声
之中……

这弓笛就是乐器专家在吹笛女造像
的启发下研制而成的。经过几代人的努
力，日前，第三代“弓笛”问世，其外形与
吹笛女手中的乐器几乎可以实现 1:1重
叠。大足石刻研究院文博研究员米德昉
称:“这一次革新，把800年前已经失传的
笛子完全复原、复制出来了，可以说是真
正意义上的一种‘活化’。”

缘起：70年前的“相遇”

“弓笛”这一乐器在文献中没有任何
记载，只有在大足石刻中可以窥见它的
存在。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竹笛演奏
家、作曲家胡结续游览大足石刻，看到吹
笛女手中的乐器后尤为震惊：“我们平时
吹奏的笛子都是直的，为何石刻造像上
的笛子却是弯的？”

胡结续认为，这是已经失传了的某
种笛子。从那以后，吹笛女手中弯曲的
竹笛就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

80年代初，胡结续用塑料管制作出
了第一支与石刻造像上外形相似的笛
子，可算是弓笛的雏形。

1985年，著名的乐器制作师杨声到
胡结续家做客，见到这件塑料管制成的
乐器，很感兴趣。

后来，两人翻阅大量资料，经过反复
实验后，终于在1987年成功制作出了第
一支发音较理想、外形近似吹笛女手中
乐器的笛子。

由于它外形像弯弓，“弓”又与宫商
角徵羽的“宫”谐音，因此命名为“弓
笛”，两人也因此一起获得了弓笛的发
明专利。

然而，在胡结续看来，“这不是发明，只
不过是让沉睡近千年的弓笛复活而已。”

两人共同研制的第一支弓笛，选用
的是软硬适度的枫木，但由于材质成本
较高，制作工艺考究，过去很多年，它只
在小范围流传，普及程度并不高。

革新：师徒两代研制弓笛

2019 年，受大足区实验小学的邀
请，胡结续带着王德勇等弟子一起来足
授课，给孩子们普及弓笛。其间，胡结续
萌生了改进弓笛的想法。

吹笛女手中的笛子有明显的竹节，
从这个特征看来，弓笛是由竹子制作而
成。而且，与枫木相比，竹子的成本低，
取材也更容易，更利于普及。

于是，在胡结续的指导下，由技艺精
湛的制笛师历经数月，制作出了竹材的
弓笛。“它与枫木材质的弓笛形似，可算
是‘第二代弓笛’。”胡结续说。

王德勇自幼喜欢竹笛的演奏和制
作。2010年，他正式跟随胡结续先生学
习竹笛的演奏、作曲及制作。通过多年
努力，王德勇成为胡结续先生笛子艺术
的主要传承人之一。

对于弓笛的研究，胡结续先生从未
止步，不断创作弓笛乐曲，一边摸索更加
完善的制作方法。他也向王德勇讲授了
许多相关知识，并鼓励他制作弓笛，力争
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但由于制作难度大
等多方面的原因，王德勇迟迟没有尝试。

直到今年 6月，王德勇受邀来足参
加“第十八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直播
节目，他第一次在宝顶山景区见到了“吹
笛女”，受到前所未有的触动。

“这是胡老复原弓笛灵感来源的地
方。”王德勇坦言，当他把手中的弓笛吹

响时，有一种跨越时空的笛声在交融回
荡的感觉。脑海里，他与恩师探讨弓笛
的情景历历在目，于是，他在心中暗暗决
定——用竹材去高度复原弓笛！

离开大足后，王德勇就行动起来了，
他把整个夏天的时间都用在潜心研制弓
笛上，甚至专门去多个地方走访了竹艺
匠人、制笛师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之前弓笛的基
础上，王德勇融合了多种竹艺和笛子制
作技巧，经过无数次的实验，他逐步探索
出了一套独特的弓笛制作方法，用竹材复
原出外形高度近似吹笛女手中的弓笛。

“我的制作方法中最难的是‘控制弯
度’和开孔调音。”王德勇介绍，他采取炙
烤等方式，通过手工与专用设备相结合，
让竹笛自然弯曲近似石刻造像上的笛
子。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他找到多种竹
材，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实验，经过至少上
百次失败之后，最终取得了成功。

接着便是开孔调音。王德勇说，直
笛用机器开孔比较方便，因为有数据而
且技术也很成熟。而弓笛，没有数据可
循，只得自己测量、计算和画线，手工开
孔，费时费力。

孔开好了，调音也不简单，特别是有
弯曲，有弧度的地方，往往内部需要调
整，王德勇也琢磨了很久才得以解决。

第三代弓笛与大足石刻中“吹笛女”
手中的乐器几乎可以实现 1:1重叠。研
发过程中，王德勇发现，弯型的笛子更符
合人体工学，因为笛身弧度大，缩短了吹
孔到发音孔的直线距离，特别是大笛子
的演奏，握笛会更轻松、舒适。此外，有
着柔美线条的弓笛在音色和音域等方面
也有着不俗的表现。

“这一次‘革新’进步很大。”大足石
刻研究院文博研究员米德昉表示，第三
代弓笛的弯度是从吹孔的地方弯过去
的，这恰恰就是石刻中笛子的造型特
征。“第三代弓笛”把 800年前已经失传
的笛子完全复原、复制出来，可以说是真

正意义上的一种“活化”。

传承：崖壁笛乐再笙歌

带着新鲜出炉的第三代弓笛，王德
勇日前再次来到大足区实验小学，与学
校师生分享这份喜悦。

“学校在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活
动中，无意发现了弓笛和胡结续先生。”
大足区实验小学书记康中刚介绍，2019
年大足春晚特意邀请胡老来足演出。此
后，他多次来足开班授课，传授弓笛演奏
技艺。实验小学派出音乐老师专门学
习，以便回校开展教学。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实验小学
在 3年级以上的学生中，专门增设了弓
笛社团。学校社团开设这样的课程，激发
了同学们传承民族文化的热情，自发报
名参加弓笛社团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经过几年积累，实验小学已经组建
了自己的弓笛演奏队，通过区内外各种
活动和比赛，进一步扩大了弓笛的影响
力。与此同时，该校还利用弓笛的演奏
特点，创作属于家乡的“石刻之音”，让更
多人感受到了“吹笛女”特有的魅力。

“弓笛是代表大足独有的文化传承
符号，孩子们在演奏时不仅仅感受到了
它的音色美，更加感受到了大足人的自
豪与自信，以及家乡传统文化的魅力。”
康中刚表示，下一步，该校将在音乐课程
中增加弓笛内容，使学生能够系统地学
习弓笛的演奏技巧、乐理知识以及传统
文化。同时，通过聘请以王德勇为代表
的弓笛艺术专家到校或者派音乐教师外
出学习的方式加强师资培训力量，以保
证弓笛授课质量。

米德昉说:“今天我们把它传承下
来，把它复原出来，不断去推广，这就是
我们石刻文化的活化，转化、利用。”

如今，800多年前的古乐器在校园
焕发出新的生机，空灵悠扬的笛声再次
飘扬回荡在石刻之乡的上空。

王德勇制作弓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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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弓笛问世，高度复原大足石刻“吹笛女”手中弓笛——

崖壁笛乐再笙歌

9月23日，大足科技馆举办国防教育科普课。大
足中学物理高级教师李一平向40名小学生讲授了以

《爱祖国 知航母——大国重器之航空母舰》为主题的
科普课，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热爱祖国 关注国防”的
种子，助力发掘培养科技报国后备力量。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通讯员 李艳丽 摄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 实习生 陈可）9月22日，
大足区委政法委在城区孝文化广场开展大足区 2023
年防范邪教宣传月活动主场活动，向群众宣传反邪教
知识，联手群众共同打击邪教，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展板、发放宣传资
料、讲解案例、普及法规，引导群众学习了解国家依法
打击邪教的法律法规，识别和抵制邪教。

工作人员告知群众，国家依法取缔各类邪教，严厉
打击邪教活动。邪教采取的骗人手段主要是用暴力胁
迫人、用治病免灾诱惑人、用小恩小惠笼络人、用歪理
邪说欺骗人、用宗教幌子蒙蔽人。全能神、统一教等组
织都是邪教。

如何分辨宗教和邪教？大足区反邪教协会会长覃
朔彬介绍，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区分：从活动场所来
看，宗教是在公开的场所进行活动，邪教是在秘密的场
所进行活动；从对待生命上来看，邪教主张生病不吃
药，而宗教主张生病吃药、打针；在维护社会和谐方面，
邪教主张信徒与社会对抗，而宗教主张信徒遵纪守法，
遵守公共秩序。

覃朔彬提醒，群众遇到邪教要做到不听、不信、不
传、不参与，同时检举揭发邪教的违法活动，及时向村
（社区）干部和公安机关报告。

大足开展防范邪教宣传活动

新渝报讯（记者 犹骥 余杰）9月 26日，大足区
2023年食品安全宣传周在吾悦广场正式启动。相关
部门、街镇将联合发力，扎实推进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工作，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压实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公众食品安全意识，营造食品安
全共治共享良好氛围。

遵循“尚俭崇信尽责·同心共护食品安全”的主题，
大足区食药安办主任、市场监管局、公安局、教委等部
门和棠香、龙岗、智凤街道在现场设置了咨询台，接受
群众对食品安全领域虚假宣传、不放心食品的投诉和
举报，并向消费者宣传食品安全要点、反食品浪费、餐
饮消费陷阱、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等知识。工
作人员向公众发放食品安全宣传资料3000余份，并为
消费者和餐饮行业从业人员讲解政策和维权知识。

当天，大足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还开展了食品安
全“你点我检”专场活动，现场对老百姓送检菜品进行
快速检测，进一步拉近了食品抽检与群众的距离，提升
了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的参与度、获得感。

下一步，大足区食药安办、各镇街及相关成员单位
将按照宣传周活动方案，以“进社区、进乡村、进网络、
进校园、进商超”五进科普宣贯、“食品安全你我同查”、
食品安全大讲堂等方式，多途径持续开展宣传周活动，
为推进食品安全诚信文化建设，维护群众身体健康，促
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实保障。

大足区部门街镇共护食品安全

小学生上国防教育科普课

新渝报讯（记者 胡才荣 何美林 欧
柚希）9月22日，攀钢大足剪切配送基地正
式建成运营，标志着大足钢材市场尤其是
剪切配送服务取得历史性突破，大足五
金制造延裢补链有了强力原材料支撑。

大足五金制造历史千年，但原材料
供应及剪切技术一直成为发展之痛，成
本居高不下。作为“娘家”的大足五金商
会急发展之急，在两年前与攀钢集团下
属的重庆攀中伊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开
展谈判并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投资
2亿元建设大足剪切配送基地，组织会
员投资、引入攀中伊红管理经验和攀钢

资源，共同打造服务大足制造、辐射成渝
的钢材剪切配送基地。

“大足钢材市场需求巨大，钢铁运输
到达条件具备，物流成本低。”攀中伊红
公司负责人介绍，大足区年钢铁使用量
200—250万吨左右，龙水镇作为西南地
区传统的冷轧利用材、废料集散使用地，
年钢铁使用量约120—150万吨，其中线

材、型材、棒材类60—80万吨/年；热轧板
卷类 10—20万吨/年；冷轧板卷类 60—
70万吨/年，值得攀钢信赖与合作。

大足投资方、重庆足金新材料公司
负责人蒋大伟告诉记者，在大足区政府
大力支持下，新建成的攀钢大足剪切配
送基地占地 11800平方米，建成数字化
纵剪生产线2条、大横剪生产线2条和激

光切割生产线1条，精度误差10丝以内，
可为五金材料用户提供各种规格的冷热
轧钢卷纵剪、横切及配送服务。

“攀钢大足剪切配送基地在大足工业
园区建成运营，这将有效地推动大足五金
制造企业节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大足企
业仅原材料采购成本一项可降低 3%—
5%。”大足五金商会会长罗辉伦介绍。

攀钢大足剪切配送基地建成运营
大足企业仅原材料采购成本一项可降低3%—5%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 通讯员 彭
倩）9月 25日，天空虽然下着蒙蒙细雨，
但在大足区高升镇旭光村菌菇种植基
地，却是一片热火朝天。记者在现场看
到，一个个黑皮鸡枞长势喜人，工人们正
忙着采摘、削根去泥、分拣、包装、准备国
庆中秋外销，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在人大代表的帮助下，引进了
山趣合作种植公司，采用‘公司+合作社+
农户’运营模式，与农民形成风险共担、互
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经济利益共同体。”旭

光村食用菌农民合作社负责人李天寿说。
今年，旭光村按照高升镇党委、政府

产业发展规划，坚持党建引领，以做大、做
强、做优食用菌产业为目标，全面推进食
用菌产业智能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改
造种植期间，吸纳本村和周边群众就近务
工，增加务工收入。村集体也采取投资和
入股方式发展食用菌产业，拓宽村集体经

济收入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如
今，旭光村主要种植赤松茸、金耳、榆黄
蘑、黑皮鸡枞等六个品种，菌菇种植面积
1000亩，亩产量达 1200斤，总产量达到
120万斤，可以增收1000万元。

二组村民蒋凤说:“今年我帮着采
摘、分拣菌菇，收入也比较好，工资一年
也能挣3万多元，明年我打算自己种植，

增加收入。”
旭光村党支部书记陈凯表示，村里

的菌菇种植基地带动了 10多户村民专
门从事食用菌栽培工作。下一步还将鼓
励群众学习食用菌种植技术，投身食用
菌种植，扩大规模，增加收入，努力把食
用菌产业做成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特
色产业，实现产业兴旺，助力乡村振兴。

“小菌菇”成富民兴村“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