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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为进一步促进大足区各级
医疗机构妇幼药学服务工作开展，提升妇幼药学服务能
力，加强医师、药师之间的沟通交流，提高妇幼合理用药
水平，8月2日，由重庆市药事质控中心妇幼药学专业组、
大足区药事管理质控中心主办的“2024年大足区妇幼药
学服务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区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
100余名妇幼药学、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培训。

当天，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重庆市
妇幼保健院）专家教授陈琳、姚瑶、吕宗杰、王柯静分别作
《重庆地区妇产科临床药学现状与探索》《儿童抗菌药物
合理使用》《剖宫产术后止血药与抗凝药的合理使用》《优
生优育背景下的妊娠哺乳期药学门诊发展新机遇》专题
讲座。专家们在授课中分享重要成功经验，探索如何进
一步提升药学服务能力，有效保障患者的用药合理性、安
全性。与会专家还分享病例并进行讨论。

此次培训有效促进了医药护之间的协作共进，将以
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药学服务改革，促进医共体建设走
深走实，构建现代化药政药学治理体系，实现科学精准的
基本药物管理，健全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近日，在大足区雅美佳荷花育种基
地内，一种名为金观音的黄色荷花进入
盛花期，吸引众多“花友”前往参观。据
了解，金观音是重瓣荷花品种，颜色饱和
度高，盛花期可持续至8月底。

新渝报记者 李东 陈柯男 摄

荷花“别样黄”

新渝报讯（记者 何美林 实习生 彭茜）“在给发情母
羊输精前，我们一定要对精液进行显微镜检查，如果达不
到输精要求是不能进行配种的。”8月2日，重庆市农业广
播电视学校大足区分校开展 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黑
山羊养殖技术培训班，在瑞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
行线下实践教学，邀请专业技术人员为参培学员现场培
训规范操作大足黑山羊人工授精的全过程。

“相对于猪、牛等动物，羊的人工授精技术在全国来
说普及相对较晚。”大足区农业农村委农业技术推广研究
员黄德利向记者介绍，当前，全区正积极实施人工授精和
大足黑山羊遗传改良计划，力争在2025年推动大足黑山
羊高繁和快大两个品系培育取得明显成效，规模养殖场
人工授精技术全面替代自然授精，进一步推进大足黑山
羊种群的品质提升、节约养殖成本，为全区黑山羊产业高
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此次培训班时间为7月30日至8月4日，为期6天共
84学时，采取“专家授课+课堂培训+基地实训+帮扶指
导”的方式，让学员在理论学习、专业能力、实践实训等方
面熟悉掌握大足黑山羊人工授精技术。

这次培训聘请了西南大学教授及区内土专家进行授
课，吸引了全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养殖大户等共50余名
学员前来学习。大足区隽携黑山羊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雪
强在这次培训中受益匪浅，“我养了15年的黑山羊，但对人
工授精这个先进的技术还是第一次接触。”他完整地观摩学
习了整个操作流程，“我打算回去就买设备实际操作一下。”

同样没有“白来”的大足区罗堂全养殖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罗堂全也非常兴奋，“这次培训搞得非常扎实，为我
这个养殖新人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圈舍马上要修好
了，学习养殖新技术也不能落下。”

高素质农民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支重要人才队
伍。据统计，自 2014年以来，大足区累计开展高素质农
民教育培训150期，培育高素质农民7812人。今年，全区
将紧扣全面支撑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计划
培育高素质农民600人，大力培育粮食安全守护者、产业
发展带头人和乡村振兴主力军，壮大乡村人才队伍。

新渝报讯（记者 罗婷婷 实习生 赵元
元）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
族精神。文物普查是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基
础性工作，更是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时隔17
年，当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
大幕徐徐拉开，作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的大足，“四普”工作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7月 31日下午，记者走进大足区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四
普办”）看到，刚结束上午野外实地调查的所
有普查人员已全部归位。

正值夏季，天气炎热，他们的衣服在完成野

外调查任务时被汗湿透，此刻还没完全干，他们
又伏案桌前，投入到紧张的室内整理工作中。

在外行人看来，比起野外调查工作长途
跋涉、翻山越岭的艰辛，在办公桌前进行的室
内工作似乎要轻松许多，实际上室内工作也
很不易。

“文物普查室内工作主要是再次审核现场录
入的数据，规范性绘制文物的位置图和平面图，
整理现场人工和无人机拍摄的照片，最后将所有
整理好的信息上传到‘四普’信息采集系统。”“四
普办”第三普查组组长杨光宇说，室内工作内容
繁琐，稍不注意就会出错，为了保证文物普查数

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普查人员往往需
要更加耐心和细心去反复核对细节和数据。而
且室内外的工作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只有将两
项工作都完成好，“四普”工作才能顺利推进。

为了更好地完成此次文物普查，从今年5
月30日开展实地文物调查以来，“四普办”内部
就约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天核查完之
后，所有实地核查和新发现的文物信息一定要
在当天整理好录入系统，绝对不能“拖账”。

“我们每天走访的文物点比较多，需要记
录的文物信息也很繁杂，如果一旦没有及时
录入信息系统，哪怕只有一两天，‘拖账’都会

变成‘坏账’，从而影响整个普查工作的开
展。”“四普办”第一普查组组长邓启兵说。

在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截至目前，大
足已经完成高坪镇76处、中敖镇87处文物的
复查，完成 11处新发现文物登录，共计完成
文物普查174处，复查率15%。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
宝贵资源。”杨光宇表示，通过普查，可以全面
掌握各级各类不可移动文物的基本信息，在
整理后上传到“四普”信息采集系统后，实现
文物数据标准化、动态化、信息化管理，从而
为文物提供了全面、系统、科学的保护依据。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8月 10日是七夕节，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广大游客深度感受大足石
刻的独特魅力，大足石刻景区将于七夕期间推出“爱在

‘石’刻间 七夕大足见”门票优惠活动。
此次活动时间为 2024年 8月 10日。活动面向夫妻

及情侣游客实行免票政策，免票内容涵盖宝顶山石刻景
区、北山石刻景区门票。夫妻及情侣游客只需携带本人
身份证原件，到景区售票窗口办理免票入园参观手续即
可。其中，夫妻需主动出示结婚证明，情侣游客需主动出
示亲密合照等情侣身份证明。

大足石刻景区推出七夕节门票优惠

新渝报讯（记者 毛双 实习生 姜好）8
月 2日，大足区 2024—2025重度残疾人居家
托养服务项目在龙水镇启动。

今年，大足区残联将对龙水、邮亭、三
驱、玉龙、高坪、铁山的 501名家庭困难的
重度智力和肢体残疾人实施居家托养服务
项目，由第三方服务机构通过上门服务的
方式，为服务对象提供助残服务、助洁服

务、入户聊天、心理疏导等生活照料和精神
慰藉。

据了解，重度残疾人居家服务项目是贯
彻国务院“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
落实重庆市“十四五”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要

求、兜牢残疾人社会保障网的重要助残服务
项目。大足区重度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项目
自 2018年实施以来，共投入专项资金 159.34
万元，已对 19个镇街的 1936名重度残疾人
开展了基本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

等服务。
当天，大足区残联还开展了入户走访，

调研登记了部分重度残疾人的基本信息和
服务需求，接下来将陆续实施居家托养服务
项目。

□ 新渝报记者 崔晓玲 实习生 宋娜

薛勇是大足区昌州小学党支部书记，在
他从教的25年中，先后在9所学校工作，从学
科教师、中队辅导员到大队辅导员，从支部委
员、副校长到书记校长，从农村到城区，他坚
持一线教学，敢于创新挑战，为学校发展出实

招、谋实策。
“今年是我从教的第25年，从教以来，我

坚持把‘让生命在传承中更精彩’的办学理念
一以贯之，希望能更好地助力学生成长，发展
教师，成就学校。”薛勇说。

推进四园文化建设，打造靓丽昌州名片
是学校的办学目标。在任职昌州小学书记期
间，薛勇以智慧校园、绿色校园、书香校园、活
力校园建设为抓手，全面立体打造“课堂教学
改革、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养成教育、校本课
程建设、学校文化建设”。

在薛勇的组织带领下，学校多次开展读

书行动、师生书法技能能力比赛、师生朗诵比
赛等12场次，对全体教师开展微能力点等信
息技术能力提升培训 6次。同时，学校还开
设了合唱、主持、尤克里里等课程，全面提升
师生艺术修养。

“接下来，我们还将进一步做强特色
项目，继续传播好篮球、足球、乒乓球文
化，开设好‘纸艺’课程，肩负起传承地方
特色文化的使命，打造靓丽昌州名片。”薛
勇说。

“薛书记不仅对待教学工作极其认真负
责，还很好地发挥了以上率下作用，是我们的

‘知心人’。”昌州小学教师蒋佳珍向记者介绍
说，假日里，只要学校有维修和排危改造工
程，薛勇一定会到现场进行查验，遇到有暴雨
或大风恶劣天气，他也会早早来到学校检查
校舍，确保师生安全。

“我很高兴能获得重庆市 2024年‘新时
代好老师’的称号，成为一名优秀老师是我的
追求，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凝聚‘学术、
创新、自觉、友善’的价值观，为把昌州小学建
成‘一流的管理团队、一流的教师团队、一流
的教育质量、一流的学习环境’的精品小学不
断努力。”薛勇说。

大足501名重度残疾人享居家托养服务

大足百余妇幼药学临床人员“充电”

“四普”进行时

室内整理不“拖账”
大足开展黑山羊养殖技术培训
全年计划培育高素质农民600人

薛勇：让生命在传承中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