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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11月 20日，大
足区 2023年镇街“晒产业·晒产品”专题推
介活动走进高坪镇，本期“双晒”以“多彩高
坪 甜美乡村”为主题，展示高坪镇的产品
和文旅产业，让观众感受甜美乡村的高坪
魅力。

本期节目中，观众跟随高坪镇镇长江振
声的推介，走进生态资源丰富的高坪镇，感受
冒咕田园优质蜂蜜、楠木林风光秀美、高峰寺
文化深厚、小川东古道古韵悠长、乡村民宿静
谧闲适，三百傻蛋、高坪腊肉、素包等特色美
食令人食指大动，山清水秀、特产丰饶的高坪
镇令观众产生向往，更为当地干部群众提振

了发展信心。
高坪镇养蜂大户夏国财养了大半辈子蜂

蜜，见证了高坪镇蜂蜜产业的发展史。在他
看来，高坪镇8个村（社区）在发展蜂蜜产业，

“多彩高坪 甜蜜小镇”的美誉可谓名副其
实。蜂蜜不只是高坪镇的主导产业之一，也
是他们家庭几代人的传统产业，只不过过去
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他家的蜂蜜一度滞销，
幸得最近几年通过高坪镇政府的大力宣传推
广，冒咕村“冒咕田园”蜂蜜品牌越来越知名，

销量明显增长。夏国财今年养蜂酿蜜，销售
了 2吨蜂蜜，荷包鼓了起来。“我有信心和决
心把养蜂这个甜蜜事业做大做强，让更多的
游客和消费者吃到生态、无添加的冒咕田园
土蜂蜜，让大家收获健康和快乐。”谈及未来，
夏国财信心满满。

“看了高坪镇的‘双晒’视频，作为一名基
层干部，我内心很激动，很振奋。”从外地嫁到
高坪镇的冒咕村本土人才杨太玲细数高坪镇
的发展成绩：这几年，高坪镇立足山清水秀的

自然资源，因地制宜走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发
展蜂蜜产业、楠木林旅游、乡村民宿等绿色产
业、文旅产业，原本沉睡的资源得到了激活，
乡村振兴路子越走越宽。

杨太玲认为，这既能满足广大消费者对
于健康消费、旅游消费等多方面的需求，也能
带动村民吃上旅游饭，把物美价廉的土货销
售出去，实现增收。“高坪镇的未来令人期待，
我也将履行好村干部的责任，努力为产业发
展服务。”

□ 新渝报记者 犹骥 罗冠骁

2023年，双桥经开区人民医院大事、喜
事不断。6月，该院成功完成了国家二级甲
等综合医院的创建工作，同时向大足区深改
会提交了《医共体一体化建设改革方案》，医
院业务大楼二期工程建设地申请也已提交至
国家发改委。

作为双桥经开区人民医院的党委书
记、检验科主任医师，陈行辉与同事们不

知熬了多少夜、跑了多少路程。在“健康
大足”的目标指引下，双桥经开区人民医
院重点加强院前急诊急救和 120 队伍建
设，陆续成立了重症监护室（ICU），启动了
国家基层版胸痛中心创建工作。为了补
齐短板、大力满足群众健康需求，该院先
后开设了儿科、内三科（呼吸内科）、中医
门诊和住院部等，并持续增加便民服务措
施和设施 20余项、新增临停车位 80余个、
大力建设智慧医院。为了提升医疗质量
管理、规避廉政风险，院内成立了质控办、
招标采购办等部门。

完成繁重的行政管理和业务工作的同

时，作为一名政协委员，52岁的陈行辉深感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始终关注着社会民生和
全区的发展大计。

2023年，围绕城市建设和医疗卫生工
作，陈行辉经过走访调研、汇集群众意见，向
区政协提交了 1条社情民意和 2个提案。为
了弘扬川汽厂重汽文化，他提交的《关于建设

“重汽文化”文旅城的提案》得到了高度重视，
被确立为区领导重点提案督办事项，目前正
在跟进办理中。另外一个提案是《关于设立
轻度精神病人短期治疗点的建议》，陈行辉希
望在双桥经开区人民医院设立一个轻度精神
病人短期治疗点，让病人能够就近获得医疗

服务的同时，也能减轻大足区精神卫生中心
的压力。

为了让精神病患者弱势群体得到更广泛
的关注和更好的关爱，陈行辉表示，2024年，
他将联合各方力量，重点推动《关于设立轻度
精神病人短期治疗点的建议》提案得到落实，
更好地维护全区的稳定大局。

陈行辉深知，政协委员不仅是一项荣誉，
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他说，在以
后的工作中，将会继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深
入群众一线，积极开展走访调研活动，提升参
政议政的本领，积极建言献策，为大足区的发
展贡献一份力量。

新渝报讯（记者 熊敏秀 实习生 杨心雨）专业化、现
代化的辅具是残障儿童进入校园、适应班级、融入课堂的
强有力保障。近日，大足区残联开展“辅具进校园”活动，
为5名残障学生送上了适配的辅助器具。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根据残障学生的身体功能、学
习环境及自身需求，精准地给他们提供了轮椅、助视器、
矫形鞋等个性化辅助器具，细心地为每一位残障学生调
试并穿戴好辅具，并仔细询问他们的穿戴感受，引导他们
快速适应器具。同时，工作人员还耐心地为家长讲解器
具的使用方式和护理方法，并向家长和学生普及辅助器
具适配、康复救助及惠残政策等相关知识。

本次“辅具进校园”活动共为大足区 22名残障学生
免费适配辅助器具，为残障学生的生活、学习提供了便
利。下一步，大足区残联将做好辅具适配后续跟踪服务，
全面推动辅助器具进校园精准适配工作，助力残障学生
健康成长。

22名残障学生
获免费适配辅助器具

本人赵廷忍，不慎遗失重庆唐卡装饰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5 日手写填开收据（票据号：
2208726）和签约合同（合同号：8007146），声明作废。

□ 新渝报记者 邓小强

如果用词语来形容重庆好人、大足石刻
研究院石质文物修复师彭柳升，工作29年经
历三个阶段的他，对应的有三个成语：当保安
时，他“金刚怒目”，同盗窃大足石刻文物的亡
命之徒搏斗，成功保护了国宝周全；当文物修
复师时，他“夸父逐日”，同侵蚀磨损大足石刻
文物的时光赛跑，修复受损的文物，为文物续
命；当石雕大师傅时，他“愚公移山”，希冀通
过复刻大足石刻经典造像，建造自己的大足
石刻博物馆，用另一种方式延续大足石刻生
命，坚韧如愚公，知其难为而为之。在熟悉他
的同事眼中，退伍老兵彭柳升“有点轴”，29
年来挑战高难度，活成了成语中的人物，是个
永远热血沸腾而又出人意料的奋斗者。

金刚怒目：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大足石刻

彭柳升1974年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90
年来到大足县武警支队当兵。来到大足不
久，他第一次看到大足石刻时被震撼了。“要
是能在大足石刻景区上班多好，与这些艺术
品朝夕相对，一定很幸福。”彭柳升心想。

军营里的彭柳升体格健壮，身手敏捷，被
重庆市武警总队评为擒敌格斗能手。内里他
是一个心思细腻的文艺青年，自小便学习碳
积画，并苦练画技。为了能近距离研习大足
石刻美术作品，提升自己的绘画水平，1994
年退伍时彭柳升主动到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竞聘成为保安员。

彭柳升负责保护宝顶山石刻文物，他决
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它们。日常，他一边
巡逻，一边仔细观察大足石刻造像，有时还掏
出画纸快速写生。其中的怒目金刚造像让他
觉得亲近。“威武的金刚，有着菩萨心肠，却也
金刚怒目，有霹雳雷霆手段，令坏人望而生
畏，也让好人感到安心。”日夜保护大足石刻
的彭柳升自比怒目金刚，他要让盗窃文物的
坏人不能得逞。

1997年，一群盗卖文物的犯罪分子盯上
了宝顶山石刻文物。发现他们的行迹后，彭
柳升作为保安主力，和两名保安连续几个夜

晚埋伏在草丛中，准备抓现行。盗窃文物是
重罪，盗贼都是亡命之徒，抓捕他们危险性极
大，彭柳升做好了舍命一搏的心理准备。一
晚，终于撞见盗窃分子，彭柳升带头冲上前与
挥舞凶器的三名盗贼搏斗，经过激烈的打斗，
彭柳升制服了首恶分子，三名盗贼全部落
网。彭柳升成功做了一回怒目金刚。

从 1994年到 2011年，彭柳升当保安，一
干干了17年。在他的保护下，宝顶山石刻再
无一件文物受损或被盗。

夸父逐日：
追光者永远在同时光顽强赛跑

2011年，因为擅长绘画和石雕技艺，彭柳升
被大足石刻研究院选拔进入宝顶山石刻千手观
音石质文物修复组。脱下保安服，换上白大褂，
彭柳升边干边学，文物修复技术进步很快。

在彭柳升看来，文物修复师的工作就是
在与时间赛跑，抢在时光消磨摧毁文物之前，
用高超的修复技术把文物留存在时光隧道
中，为它们尽可能地延续生命。他想到了与
太阳赛跑的夸父。

上古的夸父追逐太阳至死方休，由此产
生了成语“夸父逐日”。有人说夸父不自量

力。彭柳升却认为夸父志气很大、勇气可
嘉。在今天，运用高科技的现代“夸父”有可
能成功。

到2015年，千手观音完成了历时八年的
修复工程。“夸父”们首次追光成功。此时的
彭柳升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文物修复师，
在全国文物界都属于稀缺人才。

2015年至今，彭柳升足迹遍布全国各
地，受邀去帮助修复文物。他前往邻近的四
川省，修复巴中石刻、乐至县陈毅故居石头造
像、三星堆博物馆文物、安岳县卧佛寺与圆觉
洞雕像；修复过重庆市内的三峡博物馆、潼南
大佛寺、合川钓鱼城、丰都鬼城、奉节博物馆、
涪陵水下博物馆、南岸大佛寺等地文物；还去
帮助河北省博物馆、河北蔚县博物馆修复石
质文化……

“各地越来越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了，文物
修复师工作接到手软。”彭柳升感到自豪的
是，他作为追光者，成功地让时光慢了下来，
让一件件文物“返老还童”，恢复昔日容颜。

愚公移山：
把浩瀚的大足石刻再复刻一遍

尽管修复文物得心应手，确实能助文物

减缓衰老速度，不过彭柳升心里清楚，文物的
生命终究有限，早晚还是会彻底消失。这几
年，他尝试用另一种方式来延续大足石刻文
物生命：复刻它们。

彭柳升要用余生独自来干这件事。大足
石刻经典造像数以万计，要一一复刻它们，对
彭柳升而言，难度之大如同愚公移山，不过，
他明知难为而为之。

当下要复刻大足石刻，整个大足兴许只
有彭柳升最适合来干。彭柳升不只擅长绘
画，还是石雕雕刻高手，在工作之余，经过30
多年的苦练，他已经是大足一流的石雕匠人，
获得了重庆市优秀民间工艺家、重庆民间工
艺大师等艺术头衔。而且他擅长文物修复技
术，通过小心考证文物原貌，能够雕刻还原残
缺石像的原本形态，这就比其他雕刻师“技高
一筹”。再加上大足石刻进入高速风化期，时
间不等人，彭柳升马不停蹄开始工作。

这几年，他每年自掏腰包一两万元购买
红砂岩，潜心复刻大足石刻卧佛、圆觉洞等经
典造像，目前已经复刻了40件石像。

“再用十年时间，每年复制十件左右的大
足石刻经典造像，到退休的时候就办一个大
足石刻博物馆，里面都是我的作品。”彭柳升
说，这个愚公，他当定了。

彭柳升修复千手观音造像。受访者供图

彭柳升正在修复
文物。
新渝报记者 瞿波 摄

新渝报讯（记者 何美林）1982年11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公布实施，为文物提供了重要法律保
障。今年正值其颁布41周年，11月21日，大足石刻研究
院、大足区文物局相关工作人员来到中敖镇，会同当地镇
政府开展宣传咨询活动。

当天，活动利用赶集日，向来往群众发放文物保护相
关法律法规宣传资料，并为前来咨询的群众一一解答困
惑，进一步增强全民文物保护意识。随后，大足石刻研究
院、大足区文物局工作人员前往雷公嘴摩崖造像、普圣庙
摩崖造像等市区级文物点，实地查看中敖镇文物保护工
作情况，排查消除文物安全隐患风险。

据了解，大足区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共计 111
处。按级别分，国家级8处，市级11处，区级92处。在文
物保护方面，大足已构建起党委政府主导、各级各部门广
泛参与支持、文物部门具体负责的长效工作机制，文物管
理已经从“死看硬守”发展到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的立
体防护，特别是《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条例》的实施，标志
着大足石刻保护管理走上法治化轨道，推动大足文物保
护事业迈上新台阶。

文物保护宣传“赶大集”

近日，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高速公路第五支队大足
大队开展了模拟道路事故现场勘查比武竞赛，提升交通
事故处理工作能力，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

新渝报记者 李东 陈柯男 熊敏秀 摄

高速交巡警开展冬季大练兵

陈行辉：医者仁心 履职为民

多彩高坪引人向往

遗失启事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昨日记者从大足区铁山镇
获悉，投资 1600万元，位于大安农业园区的全封闭恒温
生物絮团水产育苗中心项目已建成投用。该项目的投
产，可以使“冬虾”种苗实现工厂化恒温培育，并进行室内
外反季节养殖。

据悉，铁山镇是“大足冬虾”核心产区，渝西川东地区
重要的小龙虾集散地。为了做大做强“大足冬虾”产业，
全封闭恒温生物絮团水产育苗中心项目成功落户大安农
业园区。预计项目一期年总培育量达到罗氏沼虾苗种2
亿尾，高端有机无抗对虾（南美白对虾、斑节虾等）10万
公斤。目前，产品全部签约“盒马鲜生（重庆）”，仍处于供
不应求状态。

“我们通过生物絮团技术来操控水体营养结构。起
到维持水环境稳定、减少换水量、提高养殖成活率、增加
产量。”该项目技术人员说。

“项目的苗种提供、技术指导、产品销售，可以带动铁
山镇周边200户水产养殖农户从事工厂化水产养殖，促进
大足地区的水产养殖产业工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从
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助推大足区特
色农业产业发展。”大安农业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大足“冬虾种苗”
实现工厂化恒温培育

近日，大足区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大足高新区企业了
解惠企政策、改革措施落地情况。大足区纪委监委通过
发放优化营商环境监督卡、组建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监督
组、选派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员入驻政务服务大厅等方式，
着力发现营商环境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推动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监督护航营商环境

政协委员之声

石质文物修复师彭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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