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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昨日记者获悉，大足区龙
岗街道留守儿童关爱工作，将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来抓，以“未爱守护”品牌，守护每名儿童向阳而生、茁壮
成长。

龙岗街道现有0—18岁未成年人16555人，其中0—
14岁儿童 11580人，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25人，享
受低保救助政策儿童 200人。截至 2024年 7月，孤儿和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累计发放保障金22.9万元，低保儿童
家庭累计发放保障金281.01万元，开展“福彩圆梦·助学
成长”公益活动，向2名孤儿发放助学金1.6万元。

龙岗街道建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由街道主要领导担任总召集人，定期召开
会议，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各项工作顺利
推进。为了及时掌握辖区内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和身
心健康状况，当地动态调整留守儿童数据库300余人，全
面落实定期探访制度。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每月对辖
区内留守儿童进行走访，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学习情
况和实际需求。今年以来累计走访 1800余人次，为 310
名儿童提供了帮助和服务。通过走访，不仅为困难儿童
送去了温暖和关爱，还及时发现和解决了一些潜在的问
题，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为及时关注儿童安全、心理健康，龙岗街道积极开
展“莎姐守未”专项行动环境整治工作，会同相关单位开
展安全隐患、校园（及周边）环境、网络环境、文化产品、
文身治理等领域排查整治，同时协助大足区未保办，负
责落实儿童福利、儿童收养、儿童救助、儿童关爱等政
策，履行兜底监护职责，排查隐患数 11处。建立易受侵
害女童和留守女童台账，开展安全腕表发放培训活动，
向 18名留守女童发放安全腕表，向 21名困境儿童发放
安全腕表。积极与“足够爱你”专业团队合作，在学校开
展心理服务，对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筛查和评估。
目前已为 200余名儿童提供了心理咨询服务，筛查出存
在心理问题的儿童 6名，并及时为他们提供了心理干预
和治疗。此外，通过举办心理健康讲座、亲子活动等方
式，促进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家庭和社会
氛围。

□ 新渝报记者 邓小强

这几天，大足区万古镇的严如华在大足家政服务行
业朋友圈火了。她最近出国务工，在澳大利亚当月嫂，
一天的薪酬达到1800元人民币，这让熟悉她的同行们很
羡慕。

“如华姐，你又出国见世面，又能挣高工资，你这一
下子变成了月嫂界的‘天后’哦，给我们树立了标杆。”身
在大足的月嫂朋友们打趣说道。

严如华 7月底前往澳大利亚，在当地华人家庭当月
嫂，照顾母婴，工作时间为20多天，就要期满回国了。

“雇主是重庆人，我和他们的生活习惯都合得来，工
作也能很好地完成。”严如华对这份工作感到满意。

这是50多岁的严如华第一次出国，也是她领到的最
高日薪。这个工作是重庆贵夫人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给
她介绍的，并且还帮她办理了出国签证。公司负责人廖
云峰表示，严如华专业能力强，踏实肯干，今后还会有更
多这样赚高薪的好机会。

严如华 2018年进入家政服务行业，廖云峰对她进
行育婴等家政服务技能培训，领着她通过大足区人力
社保局劳动技能鉴定，取得高级月嫂证，看着她一步步
成长进步，成为屡受客户好评的金牌月嫂。2022年度，
表现突出的严如华被评为资阳·大足乡村女能人“最美
家政人”。

毫无疑问，当下的严如华迎来了自己职场的高光时
刻。在廖云峰看来，这也显示了家政服务业行业发展趋
势在向好，优秀的家政服务员会越来越受市场欢迎，薪
酬自然会水涨船高。

“如华姐，你现在是圈内名人了，好好干，当好标杆，
为大足‘石刻姐妹’家政服务品牌增光添彩，通过你也让
更多人了解咱们家政服务行业的价值。”廖云峰在微信
上对严如华说。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实习生
宾振宇 文/图）初秋时节，在大足区棠香街道
和平村，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
开—1200亩水稻喜迎丰收，其中，300亩鱼稻
共生田更是奏响双丰收的动人乐章。

走进和平村，收割机忙碌地穿梭于广袤
的田间，发出阵阵欢快的轰鸣声，金黄的稻谷
如粒粒珍宝被收入仓中。为确保水稻顺利收
割，村民们在收割前夕将共生田里的鱼集中
转移至一个鱼塘。夜幕降临，点点手电光闪
烁，村民们齐心协力拉开大网，肥美的草鱼、
活泼的鲫鱼在网中欢蹦乱跳，村民们的脸上
个个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水稻不用自己种，鱼也不愁卖，大家
都自愿参与，收入高了当然高兴。”村民罗
龙玉说。

和平村党总支书记、主任邱志洪告诉记
者：“水稻收割之前，村集体将每家每户稻田

里的鱼集中到了这个鱼塘进行集中销售，因
为天气最近的高温天气，我们将捕捞售卖工
作安排到了晚上。村民不仅可以得到每亩
700元的土地租金，还可以在年底得到相应
分红。”

今年，和平村的村民们收获满满。除
了水稻和土地租金的收入，今年村民们还
可收获 5000斤鱼。和平村的“稻+”产业，
不仅实现了粮食稳产增收，还通过养殖鱼
类增加了村民收入，同时也为生态环境保
护贡献了力量。

邱志洪介绍，“和平村共有 300亩鱼稻
共生面积，鱼在田中生长，吃的是稻花与微
生物，节省了饲料的投入，同时鱼的排泄物
也可以成为水稻生长的肥料。相较于传统
水稻种植而言，鱼稻共生每亩可以增产2000
元左右。”

据了解，和平村以“稻+”产业为引领，不
断探索创新，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走出了一条生态与效益共赢的特色发展之

路，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
景持续努力。

鱼稻共生“唱”丰年

水稻收割现场。

新渝报讯（记者 犹骥 文/图）8月25日，
B站UP主“寺工”1：1复刻的3A游戏大作《黑
神话·悟空》全球首套大圣套装，由COSER（角
色扮演）“17类”穿着，首次在游戏主要取景地
之一的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亮相。当天，B站
百大UP主“剑客范十三”也来到大足，探寻通
关诀窍。

这套大圣套装包括全套披甲、花翎、金箍
棒等，全重 46斤，造价超 10万元，耗时 2000
多个工时才制作完成，其创意、设计和制作，
与大足石刻渊源颇深。

在《黑神话·悟空》游戏发布前三个月，
“寺工”团队就启动了制作程序。团队核心
成员周佳伟说，大圣套装进一步现实还原这
事情非常有挑战性，因为大圣套装的配饰量
过于繁杂，相互之间的搭配又非常讲究，如
尺寸、形态、色泽、基材、厚度与不同层间的
组装工艺方案都需要仔细斟酌，期间涉及黄
铜、黄金、珠宝、皮雕、铁艺等等的不同材质
工艺组合。

周佳伟还说，大足石刻这样的造像群，
原汁原味保留着宋代先民的生活风貌，除了

现场观摩带来的震撼，还蕴含着宝贵的线
索，即中国唐宋时期的铠甲形制与风格，包
括兽吞、配饰等，细节到每一个指甲盖大的
锁子零件，乃至零件上面的加强筋，甚至加
强筋交汇点的铆钉，都在石刻里纤毫毕现。
这都是中国古代军工水平的关键佐证，在大
足石刻中取景，用众多的文物线索支撑起了

游戏的形象排面和文化内核，着实令人赞
叹，十分希望能在更多的游戏和影视等作品
里看到更多更好的传统文化展现。

《黑神话·悟空》游戏持续升温，相关话
题的热度同样居高不下。全球首套 1：1复
刻大圣套装首次在取景地实景展示的消
息，立即让诸多互联网大 V、知名 UP主以

及西部国际传播中心等都嗅到了其不同凡
响之处。

COSER（角色扮演）“17类”身披全甲，不
惧高温游走于千手观音、护法神等造像前，步
态、舞棍、神情，于惟妙惟肖中让人感受到了
大圣的不屈和决心。很多年轻的游客一眼秒
懂，赞叹不息、合影不断。

大足月嫂澳洲赚高薪

龙岗街道

“未爱守护”品牌呵护“新芽”成长

全球首套1：1复刻黑悟空战甲亮相宝顶山景区

角色扮演者在石刻中找到大圣铠甲配饰

□ 新渝报记者 毛双

今年 35岁的杨密是大足区拾万镇长虹
村的一名基层工作人员，也是两个孩子的妈
妈。杨密家有一个读书角，不管工作多忙多
累，她每天晚上都会抽空陪孩子们阅读，这也
是她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

杨密的儿子今年10岁，女儿5岁，因为丈
夫常年在外地工作，照顾两个孩子的责任全
都落在了她的身上。尽管平时工作忙，但她
并没有因此疏忽对孩子们的教育。

“我始终坚信，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杨密说。

在教育孩子方面，杨密首要注重的是孩

子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她坚持让孩子们多运
动，经常与他们沟通交流，尊重孩子想法的同
时，也鼓励他们积极尝试。

今年暑假，杨密征得女儿“小月亮”（小
名）同意，给她报了舞蹈培训班。报到的第一
天，因为迟到了几分钟，别的小朋友已经开始
上课了，“小月亮”羞怯地站在门外，无论外婆
和老师怎么劝说，她就是不肯进教室。无奈，
外婆只得带她回家。

杨密知道后没有责怪女儿。晚上回到
家，她告诉女儿跳舞可以穿好看的鞋子和衣
服，还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并且鼓励她要
勇敢。

第二天一大早，杨密便陪着女儿来到舞

蹈培训机构，提前熟悉教室环境和老师，让她
不再惧怕陌生的环境。看到女儿蹦蹦跳跳地
走进教室，和小朋友有说有笑，杨密这才放下
心来。

“那天我一到家，女儿就很开心地给我展
示她学的舞蹈动作。”杨密说，女儿的“表演”
很稚嫩，甚至看不出是舞蹈，但她依然微笑着
称赞，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她相信女儿会越跳
越好。

为了开阔孩子们的眼界，杨密经常带他
们旅游，参观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等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让孩子了解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培
养孩子的爱国情怀。

前不久，杨密带着孩子们参观了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感受火箭发射时的轰鸣与热浪，
看火箭直飞冲天，让孩子们了解科学，感受伟
大且强悍的中国航天力量。

“孩子的学习能力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
就是引导孩子去发现和学习，让他们充满对
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知欲。”杨密说。

旅途中，面对孩子们的“十万个为什么”，
杨密很开心，每一个问题她都认真回答，遇到
自己也不知道的，她就在网上搜索，再把“答
案”转化成孩子们能听得懂的语言。

“教育孩子的过程，也是我们家长不断地
学习、进步的过程。”杨密说，对于今后孩子们
的未来，她会一如既往地尊重孩子的选择，只
希望他们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杨密：当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 新渝报记者 何美林 实习生 宾振宇

时隔 17年，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启
了。文物普查是对我国境内地上、地下、水下
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情况的调查，包括对已
认定、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以及调
查、认定、登记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今年
5月，大足区正式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以下简称“四普”）第二阶段实地调查工作。
那么，相比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

“三普”），这次普查有什么新变化呢？
首先，在文物认定办法和标准上有了变

化。大足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第一普查组组长邓启兵介绍，在年代的普查
标准上，此次普查将文物下限延长至当代，除了

将1911年以前的古建筑、古文化遗址、古墓葬、
石窟寺石刻全部纳入普查和认定范围外，当代
重要史迹、代表性建筑、重要文化景观等也纳入
了普查范围；文物的内涵也更加丰富，将原先的
六大类59项文物类别，细化扩展为63项，首次
明确将山水环境、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古脊椎
动物或古生物活化地点纳入普查范围。

其次，对普查任务有了更高要求。根据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总体方案》《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信息采集规范》要求，
文物本体占地面积10平方米及以上，要采集
本体边界及文物中心点、保护标志点。同时，
普查要求文物本体范围边界要标注到基于遥
感影像数据制作的正射影像图上，要与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对文物测点的精度要求非
常高。这就需要用到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使
得此次普查在技术应用上得到新的突破。

邓启兵说：“以前用手持的GPS测绘仪误
差很大。这次用上了全站仪、RTK、无人机等
先进技术，文物点测绘数据采集工作可以达
到亚米级的精度，能够按照要求完成文物点
各类影像和数据的采集，为文物保护提供更
精确的数据支持。”

另一方面，高精度的文物测绘任务促成了
新的组织开展方式。“以前普查主要由文物部
门独立完成，这次我们和区规划设计与勘测院
共同合作，发挥各自优势，高质量推进普查工
作。”邓启兵说，此次普查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
乡村文物志愿者、高校文博专业实习生的身

影，他们也积极主动地加入到普查队伍中，共
同为文物的保护和传承贡献了一份力量。

截至目前，此次普查工作复核“三普”文
物点 197处，新发现文物点 12个，将于 2025
年1月底前完成第二阶段实地调查工作。邓
启兵介绍，“相较于‘三普’勘查后手写登记再
输入电脑系统不同，此次普查应用了手机端
普查软件，现场普查时即可在手机端上采集
完善文物相关信息。”

便利的数据管理方式优化了操作流程，
增加了数据的准确性、规范性，也便于后续的
数据应用。“届时完成的调查成果数据将接受
市四普办审核验收，并出版普查成果专辑，同
时依法开展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登记和公布，
让文物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邓启兵说。

“四普”的新变化——

范围更广 技术更优 队伍更壮

B站百大UP主“剑客范十三”身披大圣
套装，在大足石刻景区亮相。

8月24日，大足科技馆开展2024年“科妙启智·暑期
科学课”第八期活动——望远镜的奥秘，大学生志愿者
通过讲故事、观看视频、做科学实验等方式，向30名小朋
友讲解望远镜的发展历程和科学原理。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按照《重庆市大足区第五轮艾滋病综合防治市级示

范区工作方案》要求，近日，大足区开展艾滋病防治宣讲
师资培训会，大足区疾控局、区疾控中心、区艾滋病防治
知识宣讲团成员等40余人参加培训。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8月26日，位于双桥经开区的盛泰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无尘车间内，工人正在进行生产作业。该公司是
高级高新技术企业，一直注重技术创新，近期成功研发
出全球目前最薄、最窄的笔记本电脑摄像头模组，该模
组全称“倒置式（覆晶）芯片先进封装工艺摄像头模组”，
一个模组长度为106毫米，宽度为3.5毫米，高度为2.02
毫米。 新渝报记者 邓小强 摄

全球最薄最窄笔电摄像头模组“大足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