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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张玮 毛双 文/图

谷雨前后，正是春耕农忙时节，大足田间
地头一派忙碌景象。尽管现代化的农机不断
普及，但铁犁牛耕的方式仍被沿用。茫茫天
地间，一人一牛的场景，与千年前凿刻在大足
宝顶崖壁间的《牧牛图》遥相呼应。

在大足石刻宝顶大佛湾南崖西端，有一
龛长达 27米的巨幅组雕《牧牛图》，画面上，
牧人或挥鞭驯牛、牵牛徐行，或并肩耳语、横
笛独奏，或袒胸露怀、憨然憩睡；牛群或舔蹄
饮水，或跪地而息。抛开造像蕴含的修行哲
理不谈，造像所表现的场景何尝不是千年前
大足“田园牧歌”的一个生动缩影呢？

铁犁牛耕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
古代农业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推动了生产力
的发展和井田制的解体。至唐朝，农业的迅
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铁犁牛耕的
进一步推广。

“宝顶山石刻的《牧牛图》这组造像，从侧
面反映出当时大足地区农业生产中耕牛的普
及，以及农耕的发达。”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
员李小强说。

据文献记载，晚唐乾符年间，蝗旱相继，
战乱频仍，赋役繁重，民不聊生。黄巢起义席
卷中原，唐僖宗仓皇奔蜀，三川随之鼎沸，兵
戈四起，波及昌州。昌元县令韦君靖在今天
的大足龙岗山一带“合置义兵，招安户口，抑
强扶弱，务织劝农，足兵足食”。在他的治理
下，大足后来出现了“粮贮十年，兵屯数万”的
盛况。

“大足气候适宜，温光条件比较好，自古
就有‘大丰大足’的美誉，物丰粮足，是四川盆
地粮食主产区之一。”大足区农业技术服务中
心高级农艺师王权志说。

对此，原大足县相关县志文献资料记载，
建县前的初唐武周长安年间即有“大足川侨
户辐凑”之载，物丰粮足，唐末韦君靖在此“务
织劝农”，宋代兴修水利，农业生产获得较大
发展。清中叶以后引进红苕，粮食产量提高，
宣统元年粮食总产量为74.72万石。

而农业的兴旺在大足的一些诗词中也有
所体现。

现存大足南山三清洞外左边石壁上，
一首名为“左朝请大夫知剑州军州事张宗
彦题”的南宋七言诗提到：“极目稻塍平浩
渺，一川麦陇翠蒙茸。”短短两句便勾勒出
当时春日景象，一望无际翠绿的水稻和小
麦跃然眼前。

又如，在大足农村地区流行的一些农
事生产谚语中，“寒露麦子霜降豆”“麦发冬

至，秧发夏至”“人勤春早”等，可见大足农
事活动的丰富，同时也透露出大足人对农
业的重视。

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业古国。在浩
瀚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农耕文明展现出独特
的魅力，承载着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
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智慧。从乡土之间“长出
来”的古老农耕文明，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
进程。因而，充分发掘农耕文明的文化底蕴，
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了推动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近年来，大足高度重视传承和发扬传统

农耕文化，传统农耕文化资源也得到进一步
的挖掘和利用——村民楼变农耕文化展馆，
老石磨子、风车、牌匾、农具等老物件陈列其
中，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插秧、抓鱼、捉虾
等被作为农耕文化体验活动，被越来越多的
孩子所喜欢……

赓续农耕文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
足将持续奏响属于大足的“田园牧歌”。

重庆市大足区城南实验学校遗失其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11MB1J496473），有效
期自2021年01月04日至2026年01月04日，特此声明。

回响千年的“田园牧歌”

牧牛图。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实习生 宾振宇）“五一”假期
即将来临，大足气象部门称，下周天气变化较大，特别注
意强降水降温天气过程。

气象部门预报，4月 29日—5月 1日降温降雨，日平
均气温累计下降6—8℃，5月2日—3日维持阴雨天气，气
温较低。特别注意，4月 28日夜间到 29日白天有雷阵
雨，雨量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8—24℃。

气象专家提醒，各地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
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应积极推进大春移栽工作，
各地要抓住降水时段，加强稻田蓄水，确保秧田满栽满
插；请及时抢收已成熟小春作物，避免后期阴雨天气对小
春收晒的不利影响。

本周迎来强降水降温过程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今年 4月 25日是第 38个
“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连日来，大足区各医疗卫生机
构在接种门诊开展现场宣传活动，广泛宣传儿童预防接
种相关知识。

今年的宣传主题是“共同行动，接种疫苗，为全生命
周期护航”。为了提高群众对预防接种的认知，大足区疾
控中心积极组织全区各预防接种门诊开展丰富多样、形
式新颖的主题宣传活动，向群众广泛宣传疫苗可预防疾
病、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程序以及成人疫苗接种等内
容，并开展“一对一”“面对面”咨询，为群众答疑解惑。
此外，还制作了主题短视频，在各接种门诊的候诊大厅进
行播放，同时投放到全区 196辆公交车，每天播放 30余
次，连续滚动播放1个月。

通过本次系列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全区预防接种
宣传覆盖面，有效地提高了广大群众对预防接种的认识，
增强了群众对预防接种工作的支持与理解，为大足区免
疫规划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足开展“全国儿童预防
接种日”主题宣传活动

新渝报讯（记者 罗冠骁）昨日记者从新双圈公司获
悉，双桥经开区公共图书馆迁建项目正在顺利推进，预计
7月底将完成全部装修内容。

双桥经开区公共图书馆迁建项目总投资 900万元，
是在原双桥群众文化馆图书室基础上进行的升级建
设。新址建筑面积约 4500平方米，背靠双桥经开区文
化馆，与重汽博物馆相邻，包含 24小时借阅室、数字化
阅读区、障碍读者阅读区、公共图书区、老年人阅览区、
读者休息区以及公共设施配套区等多种功能分区。该
馆设计建造理念融合了双桥重汽车城的地域文化特色，
以满足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为切入点，旨在进一步优
化图书馆的文化服务功能，打造群众阅读新体验。

新建图书馆除了保证借、阅、藏的基本功能外，还
具有收集、整理、保存、传播文献，提供科学、文化、教
育研究资源以及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功能，投入
使用后将极大推进双桥经开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和原
有文化阵地的提档升级，助力城区盈满“书香气”。

双桥经开区公共图书馆
迁建项目顺利推进

遗失启事

4月26日，由大足区文旅委（体育局）、大足区总工会、
大足区老体协主办的2024年大足区庆祝“五一”劳动节手
杖操表演活动在大足区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全区各基层老
体协的34支队伍共600余名老年手杖操爱好者，先后轮流
登场表演，为观众们献上了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曹栋 摄

手杖操表演迎“五一”

新渝报讯（记者 侯小梅 李海 实习生 杨心雨）4月
27日，大足区首届民俗文化艺术周暨鲤鱼灯舞展演在大
足区文化艺术中心拉开序幕。本届民俗文化艺术周以

“非遗闪耀 民星荟萃”为主题，旨在传承弘扬非遗文化，
进一步激活文旅产业活力，为大足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
精神力量。

开幕式现场灯光璀璨，锣鼓喧天。演员们身着精美
服饰，手持鲤鱼灯具，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以精湛
的技艺和生动的表演，将鲤鱼入水翻腾、畅游嬉戏的场景
展现得淋漓尽致。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演的 13个节
目，独具匠心地将鲤鱼灯舞与水袖、舞龙等多种元素相融
合，在传统与创新的融合之中打造了一场视听文化盛宴，
充分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成果。

除了鲤鱼灯舞展演外，少儿戏剧曲艺成果展演、民俗
文化展演等专场演出将在活动期间陆续上演，在丰富市
民文化艺术生活的同时，促进民俗文化领域内的交流与
合作。

据悉，此次主体活动安排在 4月 27日—29日进行，
整体活动将会持续至6月。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蒋爱廷）
近日，大足区人民法院三驱法庭向一起离婚
案件的当事人双方送达了《关爱未成年人提
示卡》，这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涉
及未成年人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
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后，大足区人民法
院发出的首份《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

本案当事人李某与杨某于 2017年登记
结婚，婚后育有两名子女。后因双方性格不

和，李某遂以夫妻感情彻底破裂为由向法院
提起离婚诉讼。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了解到二人虽都
同意离婚，但对两名年幼子女的抚养问题不
能达成一致意见。

为引导当事人妥善处理婚姻关系，降低
双方离婚对未成年子女产生的不利影响。承
办法官首先邀请人民调解员一起对李某与杨
某做思想工作。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
除，离婚后，父母双方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
保护的权利义务……”承办法官与调解员从

“实现子女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向双方当事人
解释法律规定，说明为人父母应承担的责任
与义务。随后，承办法官向双方宣读并发放
了《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提示双方冷静对待
婚姻矛盾，尽量减少夫妻感情不睦对孩子的
伤害，要尽力为孩子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最终，二人达成一致意见：两名子女均由
李某抚养，杨某每月支付2000元抚养费至两
名子女独立生活时止。

承办法官表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未成
年人是国家的希望与未来，发出《关爱未成年
人提示卡》不仅是对父母的一种提醒和约束，
更是对他们正确履行家庭责任的助力和期
待，也是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
保护的积极探索和创新。

新渝报讯（记者 侯小梅 实习生 杨心
雨）诚信是创建文明城区的前提和基础，更是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4月25日，大
足区委宣传部在大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
展了大足区2024年创建文明城区暨“诚信建设
薪火传递”宣传活动，积极培育向上向善、共建
诚信的社会风尚，助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活动中，志愿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的诚信二字进行重点解读，并为大家分享
了有关诚信的名人名言和小故事，同时现场
邀请群众发表感想，引导群众在日常生活中

讲诚信、重信用，增强诚实守信意识。随后，
志愿者上台宣读了诚信守则，大家在诚信海
报上郑重签名，承诺做好诚信表率，以实际行
动来践行诚信守诺。

此次宣传活动让辖区居民进一步认识到
讲诚信的重要性。大家表示，将坚持以诚信
为本，在日常生活中讲诚信、重信用，共同传
播诚信文化。

近日，位于大足区中敖镇加福社区
的近千米长的鲜花长廊，蔷薇花盛开满
墙，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往拍照打卡。据了解，这条鲜
花长廊是中敖镇着力打造的乡村旅游项
目，通过精心规划和种植，长廊已成为当
地新晋的网红打卡地，为游客们提供了
一个亲近自然的好去处。

新渝报记者 李东 陈柯男
实习生 宾振宇 摄

大足区人民法院发出辖区首份《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

中敖镇

千米鲜花长廊引客来

大足区首届民俗文化艺术周开启

新渝报讯（记者 侯小梅 实习生 杨心
雨 文/图）活力四射的舞蹈演绎英雄故事，恢
宏大气的合唱唱出时代华章，悠扬婉转的乐
器奏响强国精神……4月 24日，大足区第四
届师生体育艺术节棠香学区艺术展演的比赛
现场，孩子们通过一个个精彩的表演，展现出
了乐观进取、向上向善的风采，赢得了现场观
众的阵阵喝彩。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既是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的重要内容。每两年开展一次的师生
体育艺术节，旨在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潜移默
化地彰显育人实效，而这也是大足区教委加
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大足区教委扛起责任、积极作
为，针对学生的成长需求，开展丰富的主题活
动；充分发挥育人品牌引领作用，筑牢学生理
想信念之基；汇聚各方资源，形成强大工作合
力，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环境，助力培养堪当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重任的可靠接班人。

开展丰富活动，滋润孩子们的心田。大
足区教委抓住传统节日、纪念日等契机，利用
升旗仪式、入队仪式、主题班队会等多种载
体，常态化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等主

题活动 1300余场，同时依托大足石刻、隆平
五彩田园等10个市、区级中小学社会实践教
育基地，让全区 26000余人次学生参与到社
会实践活动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养学生良好品德。

做靓育人品牌，凝聚育人合力。大足区
教委持续深入推进“大足石刻文化进校园”

“自律·启航”未成年禁毒教育等品牌建设，6
个德育项目被确认为市级德育品牌，在全市
影响广泛，目前已成功创建全国及市级体育
特色学校69所、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
术传承学校2所、重庆市艺术特色学校10所、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3所。同
时，在大足区教委的组织引领下，各部门通力
合作，创造了一系列典型经验和成功做法，形
成了“科妙启智”“小螺号”故事会等多个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品牌，开展“相约星期三”
家庭教育讲堂 309场、“美丽心灵”六大行动
160余次。

加强协调联动，营造健康成长环境。大
足区教委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
园、进课堂、进头脑，开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教育读本、校本课程120余种，举办校园
文化艺术节、心理健康教育月等主题活动

300余场，全区现建有心理辅导室 110个，实
现全区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全覆盖；充分发挥
社区纽带作用，依托33所社区家长学校和73
个家庭教育服务站点，邀请指导老师、动员成
员单位到社区开展家庭教育辅导；不断拓展
协同育人空间，依托时代文明实践所、区国防
教育基地等站点，联合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亲
子读书、文明宣传等活动260余场。

下一步，大足区教委将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进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以“文明校园”创建为载体，全面
提升学校各项工作水平；以品牌建设为抓手，
固化亮点、提升经验、擦亮品牌，进一步扩大

“石刻文化进校园”等品牌的影响力，高质量
完成创建目标任务，为大足区成功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展现教育系统新的担当作为。

弘扬诚信文化 助推文明城区创建

大足区教委

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孩子们正在表演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