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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毛双 张玮 实习生 宾
振宇）在数字化时代，相比操作复杂的智能手
机，老人群体又以农村老人为主，他们更喜爱
价格实惠、功能单一的老年机。这一数量庞
大又容易被忽略的老年机用户，却被一群非
法获取个人信息牟利的不法分子视作“金
矿”。11月1日，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三
周年之际，一起涉及川渝两地上万名老人的
跨区域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在重庆市大足
区和四川省资阳市同日开庭审理。这也是川
渝公益诉讼首次跨区域同案同处。

案件被告之一陈某某是大足区某乡镇居
民。2021年9月，陈某某在网上看到他人发布
的一则“拉新”广告，对方声称，可以采用送礼
品的方式去获取老年人的手机号码、验证码
用于注册相应软件App，注册成功即可结算获
利。上手后，陈某某陆续发展了15名熟人为
下家，在大足区、资阳市多个乡镇以同样的方
法进行“拉新”获利。

“盯住老年机，老年机只能接打电话，不
能联网，基本没有注册过任何软件。”“赶场天
人最集中，尤其是农贸市场和菜市场，不要去
太繁华的地方，容易被查。”……为了能套取
更多电话号码，陈某某等人根据前期摸索逐

步探索出了“骗号”对象的精确定位。
短短 5个月，陈某某等 16人在川渝两地

多个乡镇赶场日打出“公司搞活动，免费送纸
巾”等口号，骗取上万名老人的电话号码用于
注册App。

2022年 1月，陈某某团伙被资阳市安岳
县当地派出所查获并到案接受调查。经审
查，2021年9月17日至2022年1月6日期间，
陈某某等 16人共计获利 76万余元。2023年
4月 3日，本案 16名当事人因犯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被安岳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刑事徒
刑（均为缓刑），并处 3万—30万元不等的刑
事罚金。

刑案告一段落，但陈某某等人侵害众多
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
益，民事责任不容逃避。由于陈某某等人的
侵权行为跨越川渝两地，根据民事诉讼法的
相关管辖规定，2024年初，资阳市检察院将
案件中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在重庆的
部分，作为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移送至重庆市
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尽管案情清晰，但侵权行为跨越川渝两
地，如何协调川渝两地案件司法尺度、办案认
识分歧，力争做到同案同处？

为此，两地检察机关主动探索办案新路
径，今年7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资
阳市人民检察院成立联合办案组，人员共用、
证据共享，根据侵权行为地分别立案、协同调
查，同步推进办案进程。同时，为确保同案同
罚，起诉前，两地检察机关多次联席讨论、公开
听证，解决了认识分歧，统一了司法尺度。

11月 1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陈某某等7人
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开庭审
理。庭审现场，在法院的主持下，公益诉讼起
诉人与被告当庭达成调解，协议要求被告在
本案裁判生效后3个月内在省级以上媒体公
开赔礼道歉，并根据各人侵犯个人信息的数
量印制个人信息保护警示宣传单，一年内参
加3次检察机关指定的公益活动。

据了解，该案是跨川渝区域侵害公民个
人信息的系列案件，也是两地检察机关首次
就关联案件以统一的法律适用，统一的诉讼
请求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第一案，有力推动
了川渝公益保护法治一体化。

“该案背后折射出的是我国含农村在内
的偏远地区老年群体的个人信息保护漏洞，
经深入分析研判，我们发现老年用户虽然对

一些常见诈骗套路有所警惕，但对本案中的
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行为毫无戒备，甚至不理
解什么是个人信息保护。”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分院承办检察官黎琳说。

针对老年群体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薄弱现
象，庭审当日，检察机关特意邀请 50名 75岁
以上老人及部分受害人到场旁听，并以该案
为契机，向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老年个人信
息保护法治课。庭审结束后，公益诉讼检察
官们向老年人发放了个人信息保护及反诈相
关宣传手册。

“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我回去要告诉家
人和朋友，不要把个人信息、身份证等随意传
给别人。”大足区棠香街道金星社区居民李德
友说。

此外，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联合
重庆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创新改编本案案情，
特别制作一期《老年机用户“福音”：免费送抽
纸》宣传视频，以检察温度着力维护老年群体
合法权益。该视频于2024年11月1日，在川
渝两地、检警两线各大官方平台同步上线，共
同筑牢川渝两地银龄老人个人信息保护防护
网，奋力书写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检
察新篇章。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好安逸哦，家门口又多了
一个口袋公园。”11月5日，看到施工队在作业，大足城区
圣玺府小区居民赞不绝口。正在建设的这个口袋公园位
于龙棠大道与圣迹北路交接处西北角，本来是块闲置的
荒地，预计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建设，就将变成功能完
善、设施齐全的公园，在12月份就能投入使用。

该口袋公园由大足区发展集团投资建设，属于城市
更新项目，按照“小而美”“小而精”的理念建设。公园建
设面积3500平方米，将修建河边步道、卵石休憩广场、卫
生间、景观台阶、绿地、健身步道，安装健身器材，栽种海
棠花林。待投入使用后，这里将呈现出四季风景宜人、市
民玩耍休憩的景象。

圣玺府小区居民对于这个家门口的口袋公园颇为期
待。大足一中教师张柳柳说，得知这里将建成一个公园，自
己的获得感幸福感瞬间增强了不少。“政府积极为群众办实
事好事，真不错。大足这座城真是越来越宜居了。”她说。

家门口开建口袋公园
居民热情点赞

11月5日，大足区宝兴镇丽乡果园广柑丰收，果农正
在忙着采摘。预计该园今年可实现收入80万元。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摄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11月4日，大足区健康教育
中心组织全区各医疗卫生单位负责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的健康教育工作人员30余人，集中参加2024年健
康教育与健康素养促进工作培训学习。

当天，大足区健康教育中心李显曲就健康教育服务
规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提高健康教育覆盖率进
行了详细讲解；陈琴从为何要做健康科普及如何做好健
康科普两方面详细讲解了健康科普方法及技巧，并与参
会人员进行了讨论。

通过此次培训，大足区进一步加强了健康教育队伍
的能力建设，提高了健康教育工作质量和水平。

健康教育人员集中培训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昨日记者获悉，大足区市场
监管局开展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培训专项治理，
以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
理，强化对培训机构、考试机构和网络交易平台的监管，
严厉打击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领域突出违法
行为，提升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考核质量。

此次专项治理中，大足区市场监管局以安全教育考
培机构和网络交易平台为重点。主要检查特种作业人员
安全技术培训考核领域是否存在虚假宣传、违法广告等
行为。督促网络交易平台企业对“低压电工证”“高压电
工证”等禁限售商品服务信息加强管控，排查下架涉特种
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违规宣传信息。

目前，大足区市场监管局已要求各培训机构、考试
机构及网络交易平台，对照专项治理要求，认真进行自
查整改。同时，在车站、商场超市、工业园区等人员密集
场所开展广泛宣传，发放宣传手册 2000余份，张贴宣传
画 1000余张，鼓励社会公众通过举报热线提供相关违
法线索。

下一步，该局将按照监管职责，持续抓好特种作业人
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治理检查，继续加大宣传力度，畅通
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保证监管执法取
得实效。

大足区市场监管局

专项治理筑牢特种作业安全防线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 余杰 实习生 彭茜）一杯暖
心“古龙茶”，搭起政企“连心桥”。近日，大足区古龙镇人
大“茶叙民情”（第三季）进企业活动在当地足锶集团举
行。该镇的区镇人大代表、镇政府部门负责人与企业主面
对面，在茶香四溢的氛围里听建议、谈诉求。

“今天请企业的老总们来喝喝茶、聊聊天，就是想听
听你们的意见和建议，对企业的急难愁盼，我们能解决
的，就交由镇相关部门办理解决。镇级层面不能解决的，
经归纳梳理，由区人大代表向区人大常委会提交人大代
表建议。”座谈时，古龙镇人大主席袁夕洪的开场白，顿时
让现场活跃起来。

“希望可以加快一下我们办理相关证件的进度。”“土
地用地的标准可以统一一下。”茶叙会上，14名企业负责
人积极发言，道出了企业发展窘境、存在的困难和发展诉
求，并围绕产业链建设、税费政策优化、营商环境改善等
热点问题畅所欲言。

“这些建议很有实质性意义，我们会与相关部门协商
研究。”古龙镇组织委员、人大副主席王丹一边聆听一边回
应企业关切。针对企业家们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人大代表
们及镇相关单位负责人现场进行了回应，对不能现场答复
的问题都做了记录，将在梳理汇总、分析研判后及时向区
级相关部门反馈。

据了解，今年以来，古龙镇人大围绕“茶海飘香 禅意
生活”的美好愿景，以建设“世界锶都 茶乡古龙”为奋斗
目标，每季度组织区镇人大代表开展“茶叙民情”选民意
见听取和收集活动，充分收集群众、企业的“急难愁盼”，
并把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细致梳理、系统归纳，在与相关
部门进行深入沟通、充分交流的基础上及时交办，并适时
反馈办理意见和推进进度。

古龙镇

“暖心茶”搭起“连心桥”

□ 新渝报记者 毛双 实习生 宾振宇 文/图

古朴的乡村小院，各种颜色的棉线成排
垂挂在木架上，随风轻舞。桃夭、盈盈、柔
蓝、石蜜……每种色彩都有一个极富诗意的
名字。

位于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的刘萍植物
染绣非遗文化家庭博物馆，不仅陈列着各种
珍贵的植物染绣作品，还有各式用作染料的
植物以及多台手工织布机。刘萍是大足植
物染第五代非遗传承人，她用植物染还原传
统“中国色”，并将染出的棉线和布料做成
织、绣作品。

刘萍出生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自 5岁起便跟随外婆、母亲系统地学习
染、织、绣，是家族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她
的作品运用中国画小写意技法构图，通过远
近、浓淡、疏密的对比，采用老绣技法刺绣出
图案。而要创作出好的织绣作品，植物染的
织物是关键。

“我们的染料都是从植物萃取而来，无
毒、无害。”刘萍说，“植物染”是使用天然植物
进行织物染色的手工制作技艺，染出的织物
色泽虽不及化学染料艳丽丰富，但胜在典雅
柔和，具有自然的灵动之美。

很长一段时间，刘萍从事的工作与家族
技艺毫无关系。大学毕业后，她和很多年轻
人一样选择到大城市奋力打拼，但她从没忘
记外婆临终时的嘱托：“家传手艺不能丢，一
定要把它传承发扬下去。”

2016年，有了一定物质基础的刘萍和丈
夫冯英相决定放弃大城市的事业，回到丈夫
的家乡大足，并在石马镇、拾万镇种植用作染
料的植物，由此开启了植物染技艺的传承。

然而，种植染料植物并非易事。虽然可

用于染色的植物很多，但是要寻找到能在当
地旺盛生长，可以与野草共生粗放式管理，并
且能适用当地水资源条件，形成理想色泽的
染材并不容易。

刘萍和丈夫前后进行了近百种植物的种
植尝试，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植物耐受不住
酷暑烈日是主要原因，一些植物好不容易熬
过盛夏又被疯长的杂草捂死。刘萍最沮丧的
一次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三万株墨红玫瑰，
种下没多久便“全军覆没”。

即便如此，刘萍没有放弃。她将祖上流传
下来的染液配方进行归纳和整理，通过8年的
探索和试验，得出了119个中国传统色染液配
方，提取出20余种中国传统色的复合染液，并

同步完成了工艺的优化。制作的色布、色线全
部达到国家优级品标准。2023年，大足植物染
成为大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大足植物染制作流程需要经过提取染
料、染色、固色处理、晾晒等步骤。”刘萍说，一
种植物染料并不是只能染出一种颜色。通过
改变染色方法，可以得到许多种不同的色
相。例如直接染色、媒染、复染、套染等不同
的染色工艺会使织物发生神奇的色彩改变。
正是基于此，植物染才能创造出千变万化的
色彩。

与此同时，刘萍用植物染的织物绣出多
件精美作品。其中《石马山溪》便是她的得意
之作。这件作品是她参照《中国传统色：故宫

色彩美学》这本书里的色卡，通过植物作色、
萃取染制而成的，色彩丰富、自然，总共运用
了100余种中国传统色。

这几年，刘萍创作的染绣作品越来越多，
并多次获奖。在去年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上，作为众多的参展人之一，刘萍
的作品还受到了一家世界顶级奢侈品品牌的
青睐。

如今，作为大足植物染第五代传人，刘萍
已将植物染、绣技艺传授给了还在上小学的
小女儿冯子桐，未来她希望通过家庭博物馆
开展研学活动，让更多的孩子认识和体验植
物染、绣技艺，将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发扬
下去。

□ 新渝报记者 余佳

每逢枯水期退潮后，在重庆南岸区雅巴
洞江滩公园上就显露出一座巨型石刻，引来
无数游客慕名打卡。该石刻名为《长江·母亲
的歌谣》，是根据长江“母亲”的形象雕刻而
成，由 30余位川渝石雕工匠前后历时 9个月
才完成。

在“母亲”身边围绕着11个“孩子”，分别
代表着长江沿线的11个城市，生动形象刻画
了长江孕育无数中华儿女的画面。石刻全长
63.87米，取自长江流域 6387千米的长度，面
积约为500平方米，远远望去十分壮观，与重
庆山水之城的立体背景融为一体。

这座巨型石刻于2022年动工，采用摩崖
造像手法，借鉴了大足石刻释迦牟尼涅槃图
与牧牛图相结合的雕刻技艺，工艺精湛、巧
妙，创作内涵极具时代意义。在川渝两地“雕
客”通力合作下，于2023年完工，是长江沿线
上新的地标建筑之一，更是近年来川渝两地
工匠合作助推石刻“出圈”的典范。

川渝“雕客”合作，历史源远流长。早在
初唐时期就有川渝石雕艺人齐聚大足开凿佛
湾的潮流；在宋代，更有安岳石刻工匠六代人
扎根大足献艺近 200年的佳话。而本世纪
初，受资本市场影响，川渝“雕客”陆续出走，
奔赴五湖四海，在云南、广东等地“开垦”雕刻
事业。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在外的川渝‘雕客’
返乡，不仅作为雕刻工匠，更是乡村新型‘创
客’。”大足石刻文创园返乡农民工创业园负
责人段勇告诉记者，川渝“雕客”回乡后，大多
都会选择自己创业，这也导致两地相关企业
数量多、体量小，大部分的雕刻企业没有专门

的工厂，数控化程度低，同时分布十分分散，
各自经营，缺少交流合作，难以承接大项目，
发展缓慢。

2022年，为发扬大足石刻文化，凝聚川
渝雕刻企业力量，加快形成集聚效应，川渝
雕刻共享产业园应运而生。这也是川渝首
个专业化的雕刻产业园区，开启了千年川渝

“雕客”合作新篇章。
段勇介绍，共享产业园拥有 2万余平方

米雕刻工厂，配备了机械臂雕刻机器人、大
型圆雕和浮雕机共30余台，园区为入驻企业
提供共享场地、共享设备、创业扶持、事务代
理、政策代办等一系列服务。“园区整合了人
社、市场监管、税务、法务等政务职能，通过
政策下沉，搭上我们的服务前移，努力为办
厂创业的每一位雕客提供全链条、一体化的
服务平台。”段勇说。

去年，位于大足区的重庆巨龙雕塑有
限公司迎来了一场“甜蜜的挑战”：在激烈
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中标四川仪陇县
市民广场的宏伟文化浮雕项目。然而该项
目规模庞大，对人力与物资的需求超乎寻
常，让公司面临独自按时完成任务的艰巨
考验。

“我们拥有十几位技艺精湛的工匠，但缺
乏生产车间与智能化设备，以往的作品皆出
自手工雕琢，耗时冗长，且鲜少与外界合作。”
重庆巨龙雕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仪刚说，“纯
手工雕刻虽能保证品质，却需一年半到两年
之久，远水解不了近渴，购置新设备成本太
高，我们又负担不起。”

一筹莫展之际，张仪刚从段勇处了解
到，川渝雕刻共享产业园不仅提供设备租赁
服务，还汇聚了来自川渝两地的石刻高手供

企业雇佣。张仪刚迅速行动，与产业园取得
联系并着手筹备生产事宜。“我们不仅租借
了高效设备，还从产业园招募了 20余名技
艺高超的工匠，他们来自四川与重庆。”张仪
刚介绍道，两地石刻文化同源共流，技艺上
相辅相成，工匠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围绕
客户需求，就石刻的比例、结构、技法等细节
展开深入交流，集思广益，共同探索出最佳
创作方案。经过约半年的精心雕琢，巨龙雕
塑不仅按时交付了作品，更保证了质量上
乘。“这是我们首次尝试利用共享产业园的

设备资源，也是首次与四川的石刻工匠携手
合作，这次经历让我们收获颇丰。”张仪刚感
慨道。

目前，川渝雕刻共享产业园已入驻川渝
雕刻企业 100余家，一改之前川渝雕刻企业
散、小的局面。这一共享平台的运行不仅促
进了两地“雕客”紧密合作，还共同完成了《长
江·母亲的歌谣》、四川仪陇县市民广场文化
浮雕、广安市文博公园文化创意项目等多个
大型雕刻艺术杰作，书写了一段段动人的合
作佳话。

川渝公益诉讼首次跨区域同案同处
共护农村老人个人信息安全

大足石刻文创园共享车间内，雕刻师正在创作雕塑。（资料图）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川渝雕刻共享产业园助企强链

大足植物染：用植物染出传统“中国色”

刘萍教授小女儿织布技艺。植物染绣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