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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毛双

这段时间，重医附属大足医院连续接诊了几例皮炎
患者，他们都出现了局部皮肤红斑、丘疹、脓疱，有明显刺
痛，而罪魁祸首竟是有“飞行的硫酸”称号的隐翅虫。

隐翅虫是一种蚁形小飞虫，虫体各段均含毒素，呈强
酸性，腐蚀性很强。其腹末端有肛门，会分泌毒液。隐翅
虫皮炎是由于皮肤接触隐翅虫毒液所引起的急性炎症反
应，临床表现为接触毒液数小时到2天后局部出现条状、
片状或点簇状水肿性红斑。其上密集丘疹、水疱或脓疱，
可发生糜烂、结痂及表皮坏死，有瘙痒、灼痛和灼热感。

“每年的六月至九月是隐翅虫的活跃期，我们接诊的
隐翅虫皮炎患者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时间。其中，秋季的
发病率较高。”重医附属大足医院皮肤科主任肖均建说。

据了解，隐翅虫不是物种名称，从专业的角度说，它
是指鞘翅目隐翅虫科的虫子，也并不是所有的隐翅虫都
有毒，大家口中的这种隐翅虫实际上是隐翅虫科毒隐翅
虫属的虫子。

隐翅虫常常栖息在田圃、林间，白天藏在石子、木头
或青草下面等阴暗处。夏秋季节，特别是在雨后闷热的
天气里，隐翅虫活动频繁，昼伏夜出，有趋光性，多在夜间
飞向有灯光处，比如亮灯的房间。

肖均建表示，隐翅虫停留在皮肤上，不会咬伤皮肤，
可用口吹去或用手指将小虫拨落。如果不小心拍死，其
体内的一种强酸性毒素，pH值在1-2，很容易灼烧人体皮
肤，导致皮炎，少数严重者有可能出现附近淋巴结肿大、
发热等全身症状。

肖均建提醒，皮肤一旦不小心接触了隐翅虫毒素，可
以用肥皂水或者碳酸氢钠水清洗。如果皮肤局部没有糜
烂、渗出时可以外用炉甘石洗剂，或者糖皮质激素霜剂；
如果局部皮肤水肿明显或者糜烂、渗出时，可以用 1∶
5000的高锰酸钾溶液等湿敷。若症状更为严重甚至出
现感染时应及时就医。

“最好的防范办法就是避免接触隐翅虫。”肖均建建
议，市民晨练时最好远离树木草丛，去相对空旷的地方锻
炼。到郊外游玩时，做好必要的防护，尽量穿长袖衣裤。
搞好居住环境卫生，消除周围的杂草垃圾；睡眠时熄灭灯
光等。

新渝报讯（记者 张琦 实习生 彭茜）“这
份宝贵的升学补助金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解
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也让我能够继续读书深
造。”日前，获得大足区“民政惠民济困保”升
学补助金的困难学生罗蜀湘高兴地说。

今年22岁的罗蜀湘家住大足区玉龙镇，
父母离异后，父亲外出务工，她与母亲和两个
妹妹一起生活，母亲黄秀春体弱多病，家庭生
活困难。今年，罗蜀湘成功考取研究生，但在
领到通知书的欣喜之余，她还因学费感到焦
虑。了解到情况后，大足区民政局联合天安

财险重庆分公司伸出了援手，根据民政惠民
济困保相关理赔规定，及时为罗蜀湘送去了
5000元升学补助金，犹如一场“及时雨”，缓
解了罗蜀湘一家的经济压力。

据了解，民政惠民济困保是为提高困难
群众的风险抵御能力，减少困难群众在遭遇
意外、疾病、升学情况等突发性问题而造成
的生活负担，在现有社会救助方式的基础
上，由市财政局全额出资，为每年纳入民政
救助系统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和部分享受国家定期抚养的

优抚对象等 5类城乡困难群众购买的政保
类商业保险。参保标准为每人每年 120元，
从 5个险种多个方面对参保对象在发生意
外、残疾、医疗、升学等突发性、紧迫性、临时
性生活困难时提供保障。其中，困难人群升
学补助金是对考取全日制高等院校的贫困
家庭子女给予的一次性升学补助金，据统
计，今年大足区已理赔升学补助金 153笔，
累计发放42.9万元。

从2017年项目启动以来，大足区民政局
多措并举，加强部门联动，不断深化对参保对

象的审核管理、理赔监管、政策宣传等工作，
进一步优化理赔流程，将惠民政策落到实
处。截至今年9月，大足区已将28.33万余人
次困难群众纳入民政惠民济困保保障范围，
今年1月至7月，已完成赔付1287件，理赔金
额173万余元。

大足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谈道，接下来，
将持续优化理赔流程，提高工作效率，联合镇
街、保险公司加强政策宣传，让更多符合条件
的人能更加及时、有效地获得惠民保险保障，
使居民的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新渝报讯（记者 何美林 实习生 彭茜 文/图）9月6日，
大足区举行“牢记殷殷嘱托 强国复兴有我”主题知识竞
赛暨微宣讲比赛决赛，来自全区各镇街、部门的 10支参
赛队伍经过前期选拔脱颖而出，在决赛的舞台上同台竞
技、一展风采。

据悉，此次活动由大足区委宣传部主办，区融媒体中
心、广电网络大足分公司承办。现场共设置了“踔厉奋
发”“深学笃行”“习声回响”三个环节，分别以个人挑战答
题、微宣讲、抢答等形式进行，既考验个人素质也考验团
队协作，充分体现出参赛队伍的综合实力。

比赛中，10支参赛队伍的30位选手在各个环节中凭
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知识储备，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
和竞技水平。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由镇街一组代表队、
区教委代表队斩获一等奖。

新渝报讯（记者 崔晓玲 实习生 赵元
元 文/图）为弘扬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工作基础
阵地作用，9月6日，在第40个教师节来临之
际，大足区教委联合大足区总工会在香国小
学举办了教师节书法技能大赛，来自全区各
校的112名老师参赛。

比赛分为粉笔、硬笔、毛笔三个项目。在
硬笔命题创作比赛中，教师们端坐在桌前，屏
息凝视，笔墨挥毫，于撇捺之间力求每一笔的
完美，全神贯注地书写着每一个字，笔触流畅
而有力，字迹清晰而工整，每一个字都仿佛有
了生命，跃然纸上。

“参加这次比赛特别开心，结识了一群
同样热爱书法的朋友，我觉得这不仅是一场
技艺的较量，更是和他们一次心灵的交流，
希望更多人能感受到书法的魅力和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来自大足中学的参赛教师
余成勇分享道。

此次比赛为全区教师搭建了一个学习、
展示、交流的平台，促进了教师对汉字文化的
传承和发扬，进一步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教育教学中。比赛不仅展现了教师们的书法
才华，更彰显了他们深厚的书法功夫和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 比赛现场。

大足区举办庆祝第大足区举办庆祝第4040个教师节个教师节
书法技能大赛书法技能大赛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昨日记者获悉，
大足区坚持把做好科技特派员工作作为助力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立足选优配强、授业解
惑、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工作，推动科技服务
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引导科技特派员来足
留足发展，为科学推进农村产业振兴、全区经
济发展稳进增效赋能提供有力支撑。

大足区完善服务体系，先后出台《大足区
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大足区深入推行科技
特派员制度实施方案》《市级科技特派员专项
资金实施方案》等文件，明确了大足区科技特
派员的工作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考评
方式、经费管理和经费发放、激励政策和保障
措施。同时，开展专项扶持，鼓励科技特派员
在足创新创业。如今曾先富、宗学凤、熊本华
等7位科技特派员所服务企业均获得了项目

支持，支持项目资金达到 56万元，有效推动
了产业发展。

每年年初，大足区科技局向镇街、相关部
门、企业征集特派员技术服务需求，鼓励企业
推荐与其有合作、契合度高的高校、科研院所
专家，注册成为市级科技特派员，形成“双向
选择”，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特派员所长。重
点选派市内外、农业细分领域科技特派员，以
科技人才汇聚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做强做优。

为推动全区黑山羊、稻渔、中药材、葛根、
果蔬、冬菜等特色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发展，
大足区分别选派西南大学赵中权、重庆市中
医院程一帆、西南大学宗学凤、山东省农业科
学院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所李新国、四川轻
化工大学李再新等为市级科技特派员。目
前，累计选派市级科技特派员137人次、区级

科技特派员 126名，推动全区特色农业做强
做优。

大足区还引导科技特派员由产前单一技
术指导向产前、产中、产后全环节服务延伸，
构建形成“科技特派员+龙头企业+基地+农
户”联结机制，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传帮带作
用，让农业创业者真正掌握企业发展“看家本
领”。如今，科技特派员服务已参与到全区农
业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如：服务于重庆富
葛实业有限公司的西南大学特派员宗学凤与
其团队开展技术攻关，编制《鲜食葛根种植技
术规程》地方标准，开发出葛根花茶、葛根酱
等系列产品，延长葛根产品链条，提高了市场
价值；服务于重庆市足韵菌香农业有限责任
公司的成都农林科学院的特派员曾先富，针
对大足林下食用菌发展瓶颈，撰写了《大足食

用菌产业发展建议》，参与食用菌菌种生产与
研发中心建设，其引进的赤松茸新品种一黄
球盖 1号、川球盖 2号被大面积推广种植，开
发的食用菌系列食品广受好评；服务于重庆
鑫轩冬菜股份合作社的四川轻化工大学特派
员李再新，通过多次试验，有效解决了冬菜的
降盐处理问题，让冬菜含盐量控制在合理范
围，又能保持冬菜的独特香味和口感。

大足区科技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鼓
励特派员与企业开展项目申报，推动科技特
派员将科研成果在大足实施转化。同时，完
善“双向选择”机制，以服务对象需求为导向，
坚持“双向选择、择优选派”原则，确保选派人
员的专业技能符合服务对象的需求，通过“订
单式”需求和“菜单式”服务精准对接，实现科
技服务资源有效配置和供给。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 文/图）就业
是最大的民生。近日记者获悉，大足区人
力社保局在一些商圈、小区新设置了零工
驿站，方便市民出门逛街的时候就能顺便
找到心仪的工作。

9月4日是星期三，记者来到了大足城区
富士达购物广场，在通道里看到了新设立的
零工驿站，工作人员正在值守。每个星期
三，大足区人力社保局都会派遣工作人员在
各个零工驿站驻守，解答求职者的疑问。其
他时间，零工驿站实行自助服务。

记者看到，零工驿站的电视机正在滚
动播放着大足区内的招工信息，这里的信
息很全面，包括岗位信息、薪资待遇和招聘
方的联系方式。据悉，这些招聘信息能够

每周更新一次，保证招聘信息的准确性和
实时性。

零工驿站不光发布了招聘信息，还有人
社部门支持就业创业的各项惠民惠企政策，
以及提醒求职者避免上当受骗的预警内容，
这些信息都很有针对性，十分实用。

零工驿站最近刚刚建立，来逛商场的市
民觉得很新鲜，不时停下来浏览信息。大家
觉得这个驿站建得很实用，对于找工作很有
帮助。

大足区就业和人才中心主任周前云表
示，接下来，将在生活小区、商圈、进城务工
人员集聚区等地开办更多的零工驿站，方便
求职者与用工企业精准对接，助力市民实现
高质量充分就业。

零工驿站：就业“零距离”

▶市民正在浏览招工信息。

大足区织密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网”

28万人次纳入民政惠民济困保保障范围

大足：科技特派员为乡村振兴“添智增力”

秋季当心隐翅虫皮炎

大足区举行“牢记殷殷嘱托 强国复兴有我”
主题知识竞赛暨微宣讲比赛决赛

10支参赛队伍同台角逐

决赛现场。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记者日前从大
足区市场监管局获悉，大足区坚持政策引领、
集智聚力、铆劲实干、协调推进、社会参与，多
措并举构建质量强区大格局，奋力推进质量
强区建设迈进全市先进行列。

大足区在加快质量强区建设中，抓好政
策引领，提升质量强区发展动力。在全市率
先印发区级《质量强区建设实施方案》，同步
实施推进《大足区进一步提升产品、工程、服
务质量行动计划（2023-2027）》。以质量强
区为轴心统揽全区高质量发展工作，出台《大
足区质量强区专项支持政策措施》，设立质量
发展专项资金增强质量强区工作经费保障，
全年投入经信、商务、住建、文旅及市场监管
等领域质量奖励激励资金 2310余万元。建
立质量品牌激励机制，质量品牌单项奖励高

达200万元。
这一系列质量强区建设政策引领了企

业主动技改，转型升级，实现了企业质的提
升和量的增长。大足的 4家企业进入市经
信委 2024年重庆市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
和工业互联网新模式示范项目名单。其中
盛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端精密摄像
头模组封装智能工厂被认定为 2024年重庆
市智能工厂。重庆宇海科技有限公司高精
密模塑一体化制造数字化车间、重庆思也其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 12万吨汽车纵梁
产品生产数字化车间、重庆万裕泓科技有限
公司纸箱生产数字化车间获评 2024年重庆
市数字化车间。

今年7月，大足雕客、云南腾冲玉雕工两
大劳务品牌联姻。云南腾冲是全国闻名的翡

翠玉器制造之乡，而大足则是全国闻名的石
雕之乡。双方优势互补，可共同促进两地知
名劳务品牌培育壮大与玉雕产业发展壮大。

这是大足区对外谋合作，共同发力共建
质量强区的典型事例。目前，大足区政府还
与重庆市市场监管局签署《以质量安全赋
能，打造特色产业高地，促进渝西地区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协议》，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电梯产业“集聚区”、汽车零部件产业质
量认证园区。携手川渝合作助力高质量发
展，与四川资阳等 11个市县搭建质量合作
平台，共同推进工作任务 78项，公平竞争审
查三方评估交叉互评工作被国家发改委在
全国推广。

如今，大足区加快质量强区建设成效明
显，特别是全区质量基础得到持续夯实，新增

设立大足五金、静脉产业等质量基础设施服
务站点 3个，推动国家电梯质量检验检测中
心（重庆）设点大足。深化质量“一站式”服
务，开展质量“把脉问诊”“QC攻关”，解决企
业质量问题 200余项，推动辖区制造业产品
质量合格率稳定保持在 95%以上。同时，质
量秩序持续向好，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燃气
器具、儿童学生用品、农资建材等质量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后处理
办结率、消费者质量投诉案件办结率 100%，
开展重点行业专项整治，查处产品、工程领域
各类质量案件57件，辖区质量安全形势稳定
可控。质量综合评价指数也得到稳步提升，
开展产品、工程、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纵深推进。新增知名质量
品牌16项，增速增量较上年实现“双倍增”。

大足聚焦产业集群推进质量强区建设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张跃林）近日，大足区
人民法院与四川省泸定县人民法院通力合作，成功执行
到位一笔拖欠两年的借款，让申请人的胜诉权益得到了
兑现。

据了解，2018年2月，谭某在肖某处借到20.3万元借
款，后谭某陆续还了11万元后，剩余9.3万元一直拖欠未
还。于是，肖某将谭某起诉至大足区人民法院。法院经
审理判决谭某归还肖某本金9.3万元及利息。

2022年 6月，肖某向大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执行立案后，执行干警穷尽搜查手段，也未能找到被
执行人谭某可供执行的款项。

同时，执行干警也对被执行人谭某的家庭情况、财产
情况予以调查，也未发现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在依法将被执行人谭某发出限制消费令、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后，执行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不得已终结本
次执行程序。

2023年 5月，肖某向大足区人民法院执行干警提
供了一条线索，称被执行人谭某在某隧道公司有一笔
应收款。执行干警立即对该财产线索进行了核实。核
实属实后，执行干警于 2023年 6月 30日将被执行人谭
某在某隧道公司的该笔应收款进行了冻结。

然而，该笔款项却无法立即进行扣划。原来，某隧道
公司因资金周转压力较大等情况，并未将该笔款项支付
给被执行人谭某，被被执行人谭某以劳务合同纠纷为由
起诉至泸定县人民法院。

于是，大足区人民法院通过《川渝地区人民法院执
行工作联动协作协议》，向泸定县人民法院告知了这一
情况，并积极与该法院沟通，得到了对方的大力支持和
配合。

2024年 7月，执行干警核查到该款项支付给被执行
人谭某后，立即予以扣划，将本案本金、利息均支付至肖
某账户，本案最终得以执行完毕。

大足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院将继
续落实执行领域川渝协同一体化发展工作要求，为深化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川渝法院协作聚合力
申请人权益终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