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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10月30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为进一步扩大
开放共享的公园绿地范围，更好地满足市民对公园绿地开
放共享需求，重庆第二批43个公园绿地77处公共空间开
放共享。

据了解，第二批43个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时间从10月
开始，共享区域分为帐篷区、野餐（冷餐）区以及休闲健身
区等，日常开放时间与公园开放时间同步，不允许使用明
火，原则上不过夜。

今年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关于开展城市公
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因地制宜，
在公园草坪区、空闲地和林下空间划定开放共享区域，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亲近自然、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等户外
活动需求。

市城市管理局制定了《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今年4月我市首批35个公园已开展开放
共享试点工作。

“全市正按照‘分类管理、安全有序、共建共享’的原
则，开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工作。”市城市管理
局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园绿地整体以开放公
益、全龄友好、便民利民为导向，欢迎市民就如何进一步
完善配套设施意见提出意见和建议。

目前，全市已开放78个公园绿地。
该负责人介绍说，接下来公园绿地还将增加科普、读

书会等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公园活力。

重庆第二批43个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可搭帐篷可野餐，日常开放时间与公园开放时间同步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昨日记者从大足区水利局获
悉，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有望2025年全面完工，投入运行
后每天可向大足供水40万立方米，全年平均可供水0.78亿
立方米，从根本上解决大足区严重缺水的现状。

据悉，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向大足区的供水是从江
津圣中水库取水，以隧洞型式穿过云雾山至临江加压站，
经临江加压站加压后分水向西提水至双石加压站，再次
加压提水至玉滩水库，经玉滩水库石家湾提水泵站提水
至双桥和石马先锋高位水池，再向大足城区和周边区域
供水。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在大足区内的总投资约17.61亿
元，目前大足段完成投资约8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水库二级提水泵站2座，包括张家坡泵站和石家湾泵站，
张家坡泵站提供荣昌片区供水，石家湾泵站提供大足区供
水；3座长26.8千米隧洞，其中双桥隧洞长15.09千米，为
渝西项目控制性节点工程，计划工期54个月；总长51.03
千米的输水管道以及占地面积约10亩的石马高位水池。

该工程于 2020年 12月底开工，目前，大足段张家坡
及石家湾主体已基本完工，正进行泵站机电设备安装，附
属建筑已完成，隧洞完成开挖及支护17.2千米，石马高位
水池主体工程已完成，全线已完成埋管38公里。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是重庆7项纳入国家“十四五”
规划纲要重大工程项目中唯一的水利基建项目，也是重
庆市历史上投资最大、涉及面最广、受益人口最多的重大
民生水利项目。该工程在充分挖掘区内水资源、利用自
然水资源南枯北丰特点的基础上，采用“大集中、小组团”
的总体布局，通过新建1座中型水库、7座水源泵站、5座
加压泵站、8座水库二级提水泵站、445公里输水线路，利
用区域内已成的 7座水库，形成“江库联通、长江嘉陵江
两江互济”的水资源配置网络，充足保障包括大足在内的
渝西片区水资源需求。

新渝报讯（记者 崔晓玲 易晏玮）10月
30日，大足区“晒产业·晒产品”专题推介活
动迎来国梁篇。本期“双晒”以“红色国梁·大
有田园”为主题，以“农业发展”为核心，对国
梁镇红色文化底蕴、乡村振兴产业集群、农文
旅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度阐释。

国梁镇人杰地灵、英雄辈出，诞生了革命
先烈饶国梁、红岩村女主人饶国模、大足本地

“第一个共产党员”赵庆提等杰出人物，具有
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作为全区红色资源最
厚重的区域之一，近年来，国梁镇深入挖掘革
命文化，策划实施“大有田园”项目，成功创建

国家级AAA景区，被评为“重庆市乡村振兴
示范产业镇”。

“国梁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饶国
梁、饶国模的故事在我们这里家喻户晓。”
饶国梁纪念馆工作人员周发莲观看了本期
视频后说道，视频里深入地介绍了国梁深
挖红色资源、促进产业融合的故事，希望国
梁能继续在擦亮文化品牌、做强绿色农产
品方面发力。

近年来，为了让广大村民真正挑上“金扁
担”，拓宽增收渠道，国梁镇顺应新时代融合
发展，大力实施农文旅融合发展。“大有田园”
项目正是以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为
核心，扎根基层，扎实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助力国梁产业振兴。

“我今天全程观看了国梁镇‘双晒’视频，
看到国梁农业产业发展得很好，我从心底里
为国梁的发展感到高兴。同时，我作为国梁

的农业产业业主，将继续做好特色蔬菜的种
植，精心管理好现有的100亩流转土地，把蔬
菜的品质提高、产量提高、销量提高，带动周
边乡亲共同增收致富。”国梁镇蒲家菜地负责
人胥国模说。

目前，“大有田园”景区及饶国梁纪念馆
先后获得国家 3A级旅游景区、“市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全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
村”等荣誉。

□ 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钱奕婷

10 月 24 日，江北区石子山体育公园，
2023年重庆市老年人柔力球（套路）比赛现
场，在数百位选手的注视下，市民陈建军以精
彩的表现获得雷鸣般的掌声，最终获得单人
自选套路第一名。

陈建军已练习柔力球6年多。在这项运
动中，他收获了心灵的慰藉，更获得了健康的
身体。在重庆，像他一样，爱上体育运动并从
中受益的老年人越来越多，“银发体育”也在
老年人圈中已成时尚。

在此背景下，如何让老年人享受更多运
动乐趣？如何丰富老年人赛事活动？老年人
体育锻炼又该注意些什么？

老年人也是运动“忠粉”

早上5点起床，6点半抵达瑜伽馆练瑜伽，
这是两江新区市民王永宁的日常，风雨无阻。

和记者交谈时，她逻辑清晰，声音悦耳，
让人很难想象她已68岁。2015年，王永宁从
老家河南鹤壁迁居重庆。气候变了，饮食变
了，但她对瑜伽的热爱却从未变。她说，瑜伽
不仅让她保持活力，更让她的内心变得平静
且有力量。

运动并非年轻人的专属，老年人也是运
动的“忠粉”。老年群体是全民健身的基础人
群，他们有内需、有热情、有时间。

从运动种类来看，快走、慢跑、太极、广场
舞、钓鱼、空竹、骑行等运动成为银发族的首
选。多位受访老年人表示，坚持运动是他们

保持身心健康的秘诀。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

也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市
60岁以上老年人有 712.11万人，占人口总数
22.16%，是全国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省市之一。

在业界专家看来，促进老年体育锻炼是
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翟振武等在《推进老年人体育锻炼战略布局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一文中指出：“老年体
育锻炼能够改善身心健康、延缓认知衰退、提
升健康预期寿命、丰富社会交往形式，从而有
助于缓解国家医疗服务压力，激发老年人社
会参与活力，促进老年人自我养老，减轻国家
机构养老压力和养老保障的财政负担。”

让老年人就近享受运动乐趣

除了日常锻炼，许多老年人还期待在舞
台上展示运动风采。

10月21日晚，重庆奥体五环广场灯火璀
璨，热闹非凡。2023年中国广场舞大赛重庆分
站赛在此举行，川渝20支代表队、近400名广场
舞参赛者，联袂为市民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荣昌区的翊阳舞蹈
团，凭借《扇乡欢歌》获得第一名。记者注意
到，翊阳舞蹈团参赛的 16人中，有一位身高
187厘米的00后小伙儿，名叫杨雷。

杨雷是荣昌人，就读于四川文化艺术学
院舞蹈教育专业。课余时间，他会到荣昌区
文化馆兼职，指导广场舞爱好者练习舞蹈。

“她们中一半的人是零基础，但她们勤学苦

练，细抠每一个动作和表情，我很感动。”杨雷
说，希望更多年轻人加进来，给广场舞带来更
多活力，也给老年人带来更为专业的指导。

重庆市时尚大妈艺术团也是 2023年中
国广场舞大赛重庆分站赛参赛团队之一。艺
术团团长瞿任惠已74岁，她作为观众给团员
加油助威。

“在家门口举办水平这么高的比赛，既能
尽情展示，又能提高眼界。”她说，期待有关部
门举办更多高水平的广场舞比赛和活动，给
爱好者提供更多展示提高的平台，进一步丰
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国家体育总局在《关于进一步做好老年
人体育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建立健全老年人
体育政策”“丰富老年人赛事活动”“加强老年
人科学健身指导”等意见举措。

如何丰富老年人赛事活动？
在这方面，重庆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已坚

定前行 40年。《重庆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2023
年下半年赛事及培训活动》显示，接下来，重
庆还将举办持杖走比赛、健步走活动、广场舞
大赛等面向老年人的赛事活动。各区县也正
在举办诸多相关活动，回应老年人的诉求。
如 10月 23日开幕的铜梁区老年人气排球比
赛，就吸引了各镇街、部门的50支队伍参赛，
现场气氛非常活跃。

有了赛事活动，如何满足老年人就近健
身需求？

数据显示，重庆城市“15分钟健身圈”覆
盖率 100%，且正在向“10分钟健身圈”迈进，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7.65%，国民
体质监测合格率90.9%。

“近年来，重庆的山城步道、体育公园等
修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漂亮，特别是很多边角
地变身社区公园、体育公园，给老年人跳广场
舞、唱歌等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重庆市老年
人体育协会相关负责人说。

锻炼不能盲目追求“高难度”

今年，第四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在老年人们的期盼中举行。

大会设柔力球、气排球、健身球操、持杖
健走、太极拳（剑）、广场舞、乒乓球、门球、网
球、健身气功、健身秧歌、棋牌（中国象棋、围
棋、桥牌）、钓鱼、地掷球等14个项目，重庆全
项目参赛，并收获佳绩。

不难看出，这些运动相对舒缓、对抗性不
强，适合老年人开展锻炼。

“就拿持杖健走来说，走路时多了两支手
杖的辅助后，手脚动作更加规范，而且可以减
轻腰部、膝关节的压力。”重庆市老年人体育
协会相关负责人说，在不断提高老年人参与
体育健身积极性的同时，也要推广科学健身
方法，倡导科学健身理念，“我们要通过培训
等方式，培养更多热爱老年体育工作的社会
体育指导员，带动更多老年人科学健身，提高
健身水平。”

据杨雷观察，一些老年人对高难度舞蹈
有些迷恋。他说，对于初学者而言，去模仿网
络视频中的高难度舞蹈动作是不可行的。有
着十余年瑜伽从业经历的教练岑拾柒也建议
老年朋友，不能盲目练习高难度动作，应在专
业老师指导下少量、持续运动，行稳方可致远。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连日来，大足区市场监管局
广泛开展“诚信经营·放心消费”主题创建活动，规范市场
秩序，监督引导商家诚信经营，在全区范围内营造安全放
心的消费环境。

今年10月以来，大足区市场监管局采取“监督检查+
信用承诺”的方式，走进双路、龙水、拾万等镇街，围绕摊
贩、商超、集贸市场等民生消费领域，开展食品安全、价格
公示、计量诚信监督检查，督促商家从正规渠道购进商
品，明码标价，定期对使用的电子秤等计量器具进行送
检，确保交易诚信公平。在“诚信经营·放心消费”主题创
建活动期间，累计检查经营主体 80余户，签订发放信用
承诺40余份，发现问题16个，均已按规定进行有效处置。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近年来，大足黑山羊
产业发展势头喜人。良种是养殖业高速发展的关键，近
日，大足黑山羊正在接受亲缘关系普查，以更好地扩种
繁育。

在大足区石马镇腾达牧业有限公司黑山羊保种场，
来自西南大学的研究团队及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技术
专家组正在采集黑山羊血样，摸清大足黑山羊遗传资源
家底。

据了解，过去，大足本地黑山羊养殖缺乏科学的技术
指导和管理方法，疫病防控能力不足，加上种羊近亲繁殖
普遍、提纯复壮工作滞后等原因，导致大足黑山羊保种问
题日益严重。近年来，大足区积极改进传统养殖方法，编
制《黑山羊产业发展规划》，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引领村民
科学养殖。

本次开展的黑山羊亲缘关系普查将覆盖全区近 20
万只黑山羊，就像是给黑山羊做亲子鉴定一样，为黑山羊
种群编制“家谱”。此次普查工作将于今年底阶段性结
束。“此项研究能用于重庆不同品种山羊亲缘关系鉴定，
避免在繁殖交配中出现近交情况，提高后代质量。”西南
大学博士研究生方兴强说。

近年来，大足把黑山羊作为全区农业发展的重要抓
手，坚持种质保护与养殖扩繁并重，加强数智引领、三产
联动，建成百头以上规模羊场 129个。据统计，2022年，
大足黑山羊出栏23.6万只、存栏18.9万只，综合产值超过
10亿元。目前，大足黑山羊已被纳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
源及其保护“双名录”“双地理标志商标”，是全国唯一的
山羊类“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给大足黑山羊种群编“家谱”

□ 新渝报记者 毛双

前不久，市民王女士的女儿连续多天出
现发烧、咳嗽的症状，原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
没想到去医院却被确诊为肺炎支原体肺炎。

“我们之前不了解肺炎支原体肺炎，孩子
发烧、咳嗽，我们开始以为只是一般的感冒。”
王女士的女儿今年5岁，半个月前，孩子开始
出现咳嗽、高烧的情况，连续吃了几天的药不
见效后，她立即带着孩子到医院就诊，最终被
诊断为肺炎支原体肺炎。经过一个星期的住
院治疗，孩子逐渐康复。

秋冬季是呼吸系统疾病的高发期，近期，
肺炎支原体在部分地区流行，一些医院接诊
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病例增多。究竟什么是
肺炎支原体肺炎？应该怎么预防和治疗？对
此，记者采访了重医附属大足医院儿童中心
主治医师张娟。

“肺炎支原体肺炎是由肺炎支原体引起

的肺部炎症，可以累及支气管、细支气管、肺
泡和肺间质。”张娟说，肺炎支原体既不属于
细菌，也不属于病毒，是一种介于细菌和病毒
之间、目前世界上已知能独立生存的最小微
生物。它通过粘附呼吸道上皮引起宿主细胞
肿胀、坏死等，引起间质性肺炎。

张娟介绍，肺炎支原体感染是我国儿童
常见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多见于 5岁及以
上儿童，但5岁以下儿童也可发病。

“根据我们今年收治的情况来看，低龄化
的特点比较明显，有不少患儿都是5岁以下的
孩子。”张娟说，肺炎支原体主要通过飞沫传
播，在咳嗽、打喷嚏、流鼻涕时的分泌物中均可
携带病原体，肺炎支原体感染患者和无症状

感染者是主要的传染源，潜伏期为1—3周。
关于肺炎支原体感染的症状，张娟说该

病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可伴有头痛、
流涕、咽痛、耳痛等，持续高热提示病情可能较
重。部分患儿有喘息表现，以婴幼儿多见。

“在治疗方面，由于肺炎支原体没有细胞
壁，大家所熟悉的青霉素和头孢，这类抗生素
都是以细胞壁作为靶点，因此对肺炎支原体
完全无效。”张娟说，肺炎支原体感染常用药
物为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如阿奇霉素等都
是目前首选治疗药物。若患者出现阿奇霉素
耐药性，也不必过于惊慌，可以用新四环素类
抗生素，如多西环素、米诺环素，以及喹诺酮
类抗生素，比如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等，但

新四环素类和喹诺酮类抗菌药物有严格的使
用指针，均需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如何预防肺炎支原体感染？张娟表示，目
前没有预防肺炎支原体感染的疫苗。预防肺
炎支原体感染最重要的是养成良好的个人卫
生习惯。比如，注意手部卫生，尽量避免到人
员密集和通风不良的公共场所，必要时戴好口
罩。同时，室内要常通风，每次通风不少于30
分钟。此外，要坚持适当的运动，增强体质。

张娟提醒，肺炎支原体肺炎虽然不属于我
国法定传染病，但具有传染性，所以一旦出现
相关症状，要做好防护，避免传染给其他人。
如果出现发热伴有剧烈咳嗽，应及时就诊，尽
快查明病因，规范治疗，切忌自行盲目用药。

他们爱健身、有时间、乐于展示自我风采——

“银发体育”已成老人圈新时尚

□ 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

10月27日，“地下之城”胡家岩文旅小镇
项目正式启动，作为该项目的首个亮相之作，

“地下之城”老火锅店同步开门迎客，市民品
尝地道重庆老火锅，又多一个好去处。

据悉，在渝北区龙头寺公园到江北区九
街之间，有一个由18条防空洞组成的面积达
2万平方米的防空洞群。其中，最大的一条
防空洞被打造成“地下之城”老火锅店。该火
锅店占地面积达 4500平方米，设有 208个桌
位。500多米长的洞子里，两边摆满了餐桌、

椅子，其中最大的长桌可容纳36人就餐。
除了开在防空洞内、规模大，这家火锅店

也颇具特色。比如，为了做出最地道的重庆味
道，该店邀请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火
锅高级技师潘恋担任技术指导；在菜品配置
上，该店既有经典火锅菜品，也有哈尔滨红肠、
北京羊蝎子、成都冒烤鸭、广西猪皮扣肉等来
自全国各地的“认个老乡呗”系列美食。此外，

店内还有“人少不好点菜”系列菜品，推出套餐
拼配，即使人少吃火锅也能吃到丰富菜品。

此外，这家超级火锅店还打造了充满特色
的天空之境、围炉煮茶、千灯万盏、折叠重庆、孤
独酒馆等地下之城“火锅十景”，让消费者得以
沉浸式感受重庆这座城市独有的热情和味道。

据介绍，该火锅店是胡家岩文旅小镇的
首个项目。根据相关规划，胡家岩文旅小镇

项目将按照4A级都市旅游风景区标准，建成
一个城市级文旅综合体。整个项目分三期进
行建设：一期除了火锅店外，还将建设创意市
集、国防展厅和短视频直播基地；二期将建设
花山吊脚楼、咖啡厅、洞穴酒吧；三期将打造
公园艺术街区。其中，一期项目的创意市集、
国防展厅和短视频直播基地正在加紧建设
中，不久即将亮相。

国梁：“晒”出红色文化 推动产业发展

部分地区流行肺炎支原体肺炎
医生支招说防治

防空洞内的超级火锅店亮相
“地下之城”项目正式启动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
正加快建设
投用后每天可向大足供水40万立方米

诚信经营 放心消费
大足检查经营主体80余户

10 月 30 日，航拍下的大足区雍溪
镇石堡村，成片鱼塘水与村落、田园交
相辉映。

近年来，大足区利用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和地理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渔业，
并通过乡村风貌改造，布局休闲垂钓、乡
村观光、尝农家菜等项目，走出一条渔文
旅融合发展的现代渔业之路，助推乡村
产业和乡村旅游同步振兴。今年上半
年，全区生态渔业养殖面积8.6万亩、产
量达2.53万吨，带动了村民增收。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生态鱼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