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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李海 毛双 文/图）
趁着温暖的冬日阳光，来一次有趣的“寻宝
之旅”吧！本次大足石刻文创艺术周期间，
三驱镇每天都在文创园帝师广场准备了丰
富的奖品，等待广大市民前来打卡“寻宝”。

此次“寻宝之旅”体验活动，旨在让游客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通过寻宝游戏、文化
讲解、创意体验等多种形式，了解大足石刻
雕刻技艺，感受大足石刻文创园产业的活力
与魅力。

活动设有一个礼品兑换总站，工作人
员提前将礼品兑换券放置在广场周边以
及珠宝大楼内部等多个寻宝站点，游客凭
借找到的兑换券前往礼品兑换总站兑换
相应的礼品。“寻宝之旅”的礼品有金丝楠
木饰品、琥珀饰品、珠宝饰品以及和田玉
饰品等。

除了寻宝，主办方还准备了夹乒乓球、套

圈等小游戏。
据悉，体验活动将持续到本周末。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毛双 李海 通讯员
姜好）12月 26日，大足石刻文创艺术周暨玉
石投标交易系列主题活动在大足石刻文创园
举行。作为系列主题活动之一的文创产品展
销会在大足玉石珠宝展销中心举行，展出的
带有大足石刻元素的玉雕、石雕等产品，以其
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受到了游客
们的青睐。

大足玉石珠宝展销中心位于三驱镇大足
美学国潮珠宝产业园，重点展陈展销 10000
余件珠宝玉雕产品，各种形象生动、光彩照人
的玉雕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展出的许多玉
石产品在设计上，运用了大足石刻宝顶山千
手观音、卧佛、大足狮等元素，吸引了许多游
客观赏、购买。

“大足玉石珠宝展销中心主要是以和田

玉、岫岩玉这两种玉石的展陈和销售为主。”
重庆大足玉雕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威町说，中心建筑面积为 1.2万平方米，展
位面积8000平方米。展陈的产品众多，有大
足玉雕、千足珍珠、大足金，还有翡翠、玛瑙等
产品，目前已入驻10余家企业。

“下一步，我们将引进线上销售渠道，前
期初步实现50家企业的线上直播间，进一步

带动产品的销售，以此推动大足石刻文创园
向玉石珠宝产业迈进。”郭威町说。

此外，活动现场，在大足石刻文创园帝
师广场，还举行了重庆旅游美食“渝味 360
碗”（大足篇）体验活动，游客不仅可以品尝
到三驱甜粑、三驱凉粉、丁家坡洋芋等大足
本地特色小吃，还能购买荣昌、合川等地的
美食。

大足石刻元素文创产品受游客青睐

大足石刻文创园，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大足玉石珠宝展览展销中心，玉雕美食展示。重庆旅游美食“渝味360碗”。

新渝报记者 瞿波 蒋世勇 欧柚希 实习生 曾亦嘉 摄

“寻宝”三驱 石刻传情

活动现场。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12月26日上午，
大足石刻文创园热闹非凡，大足石刻文创艺
术周暨玉石投标交易系列主题活动开幕。
现场汇聚了众多长期关心支持大足的玉石
珠宝行业的大咖，他们与大足人做朋友，十
分看好大足发展前景，不仅踊跃为大足建言
献策，还愿意与大足提供各种助力，展开深
度合作。

这次来参加重庆首届玉石投标交易会，
一些玉石珠宝行业的朋友们不仅提供专业指
导意见，还当场建议，把大足石刻文创园建成
常态化的玉石原料交易市场。而这个建议，
与大足区的打算不谋而合。

“以后，任何人每天来大足石刻文创园，
都能现场购买玉石原料，而且大足建成了重

庆市首个玉石投标交易中心，今后每年都会
举办几场大型的玉石投标交易活动，形成富
有影响力的玉石投标交易会品牌。”大足石刻
文创园相关负责人介绍。

中宝协（北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柳毅十分看好大足文创产业。他说，大足石
刻是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有很多
精美的元素、精美的线条，如果与珠宝行业进
行结合，都会产生非常好的艺术效果。事实
上，他们公司已经与大足区展开了文创产品
开发方面的深度合作。

“我们联合大足区举办了两届大足美学

珠宝设计大赛，开发首饰类的产品，其中第
二届大赛还挖掘了玉雕产品，这和今天的玉
石投标交易会可以深度结合。未来期待更
多优秀的大足美学珠宝作品出现在中国的
珠宝玉石首饰市场上。”柳毅表示，基于对大
足石刻文创园未来发展的看好，公司将把与
大足区的合作向纵深推进，下一步将围绕文
创企业的引入、孵化和投资，探索新的合作
方向。

这次是云南省腾冲市琥珀协会荣誉会长
赵德旭今年第三次来大足，每次来大足，他都
看到了大足文创产业蓬勃向上的态势。他认

为，大足正在建设国际文旅名城，发展玉雕产
业，必定能提振文旅声誉，拉动文旅消费。

“大足本身已经是重庆市的重点旅游城
市，旅游资源非常丰富，除了大足石刻，现在
还吸引了全国雕刻类的大师来这里创作，整
个文创产业发展形势振奋人心。我今年7月
份第一次来到大足，看到大足把玉雕产业链
条建立起来，未来玉雕产业发展肯定会越来
越好。我们协会也希望对接更多的珠宝客
商，引领他们来投资大足，在大足兴业，和大
足区一道共同打造全国珠宝产业集聚区。”赵
德旭表示。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12月 26日，重
庆首届玉石投标交易会在大足石刻文创园
大足玉石投标交易中心开幕，来自多个省市
的玉石投资商和消费者走进中心，精心挑选
自己看好的和田玉毛料、翡翠毛料，进行投
标交易。

交易中心宽敞高大，占地超过7000平方
米。现场划分了两个区域，包括和田玉毛料
区、翡翠毛料区，其中，和田玉毛料来自也门
双山产区，总重量达到100余吨；翡翠玉毛料
2.5吨，另有青玉、白玉、碧玉、俄玉等少量玉
石原料。这些玉石毛料被摆放在一个个展台
上，看起来蔚为壮观。

同为和田玉毛料，它们具有品质等级之
分。从外观上来看，玉石的色泽、品相多种
多样，其中出现了通体碧绿的顶级珍品。品
质差异也反映在投标价格方面。本次全场
玉石全部标明底价，采用暗标方式进行交
易。记者看到，其中一组和田玉毛料，重量
为 1243公斤，投标底价为 10万元。另一块
和田玉毛料重量仅为 7.8公斤，而投标底价
为28080元。

交易会开幕后，投资者和消费者入场开
始选货。他们走到一个个展台前仔细观察玉
石毛料品质，了解投标底价，和同行的人交换
看法。在确定目标后，将投标单投入投标箱，
只待三天后开标。

本次交易会分为三个环节，26日至28日
为看货选料、自主投标阶段；29日至 30日 12
时为公开开标、分批开标阶段；30日 14时至
18时为集中交货、提货交接阶段。

为确保首个玉石投标交易会旗开得胜、
一炮而红，大足高新区管委会高标准策划活
动，邀请了国内多名精通玉石投标交易的专
家，以及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的专家
参与策划活动，并现场跟踪指导，进行协同
服务。

广东省平洲珠宝玉器协会常务副会长、
秘书长陈满标具有丰富的玉石投标交易会举

办经验，这次应邀来大足坐镇指导。在他看
来，重庆首届玉石投标交易会规格很高，准备
的玉石材料很丰富，投标的流程做到了严格
规范，“希望接下来在整个交易会期间，确保
交易公平公正进行，得到业内行家的认同。”
他说，大足举办玉石投标交易会，为生产者、
投资者、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希望能够
吸引更多的玉雕人才聚集在大足。

本次交易会在玉石珠宝行业内引起广泛
关注，进一步打响了大足玉雕的知名度。大

足玉雕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为交易会提供
玉石材料，公司董事长孙勇海认为举办这场
交易会，是一次很好的开端，为大足玉雕产业
注入了新动能。

“也门和田玉的到来，将进一步丰富中国
玉石文化内涵，给玉石市场带来更多机遇与
选择，同时也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多样化
的审美与消费体验，必将推动大足玉石文化
迈向全新高度。”孙勇海说，期待和更多志同
道合的合作伙伴携手合作，通过品牌化运作、

市场化经营，以及打通多元化渠道，他们公司
将全面融入玉雕创作的多元领域，共同推动
也门和田玉在国内市场的推广，让国内消费
者认识来自也门的珍稀玉石，让玉石文化焕
发更大的光彩。

目前，交易会热度正在快速攀升。主办
方介绍，在12月26日至28日期间，所有人均
可免费进场看石、选料，投标人看中意向原
石、玉料之后，凭身份证在现场交纳1万元保
证金，并领取投标单，就可以参与投标。

重庆首届玉石投标交易会在足开幕

玉石珠宝大咖关注大足文创

玉石投标交易现场。

□ 新渝报记者 张琦 杨琢 通讯员 龙甫军 文/图

“这个路灯安装得真是好呀，以前稍晚一点或者冬
天起早一点，四处一片黑漆漆的，老人孩子都不敢出门，
现在伴着灯光出门就方便多了！”12月中旬，村里的太阳
能路灯全部投用后，住在大足区石马镇白光村 2组的李
昌勇逢人便讲。

夜幕降临，石马镇跃进路（石拾路）沿线的太阳能路
灯自动亮起，一盏盏路灯发出晶莹的光芒，不少村民来
到路灯下跳舞、聊天，村里的小伙子还表演起了杂技，好
不热闹。

跃进路是石马、拾万两镇之间通行的必经之路，经
过路面整修后，成为行人行车的交通要道，但路“靓”灯
不亮的问题却一直是村民心中的“堵点”。

今年六月以来，石马镇结合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围绕沿线村民反映的亮化设
施少、建设标准低、夜间出行不便的问题，全面启动了

“亮心工程”，采取安装路灯、改善路网亮化、打造光影美
景等一系列措施，目前已投入 70余万元，安装太阳能路
灯近600盏。

“小路灯”点亮“大民生”。石马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干好群众身边的小事、实
事，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12月24日—25日，重庆市
卫生健康委组织 5名专家来大足，对大足区疾控中心申
报“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开展为期2天的现
场技术评审。经过细致、全面的审查，大足区疾控中心
成功通过“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技术评审。

评审专家组按照本次评审的目的、范围、依据及评
审原则和判定标准，采用理论考试、实操能力考试、现场
检查、查阅档案资料等方法，从组织机构、人员、工作场
所、仪器设备与标准物质、技术服务能力、质量管理体系
六个方面共81项逐一进行技术审查。

评审专家组充分肯定了大足区疾控中心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资质认可工作，25名专业技术人员达到能力考
核评估合格要求，宣布现场技术评审结论为“通过”。资
质业务范围为机械制造、电力、纺织、建筑和交通运输等
行业领域，涉及检测项目121项。

大足区疾控中心主任李正强表示，将以此次评审为
契机，不断完善技术服务质量管理，优化和创新工作模
式，进一步提升服务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保障劳
动者职业健康的能力。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近日，“大丰大足 文学时
刻”大足区作家协会2024年下半年会员新书分享会在城
南中学举行，三本原创新书作者出席分享会，谈论创作
心路历程和个中感悟，同与会作家共话新时代文学。

文学即是人学。一般来说，作家创作文学作品，不
能只是放飞想象力，往往也都从事着对自身经历的写
照，以及对自己德行、思想、审美、旨趣的书写。

近期，大足城南教育集团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邓辉出版了个人诗集《心露诗雨》。该书以古体诗体
例，记述个人经历、人生感怀、偶得佳句，作品的叙事、咏
物、抒情都展现了邓辉的个人风格。邓辉说，自己数十
年爱好写诗、钻研写诗，对诗歌创作保持热情，这次出版
的精选作品诗集，是对写作生涯的一次阶段性回顾，至
于作品优劣，只能留给时光和读者评说。

《红岩》编辑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吴佳骏携散
文集《舍斯托夫的往事》参加活动。提起写作，吴佳骏在
家乡同道面前直言不讳地分享了自己的创作观：作文就
是做人，作家应该做到文如其人，修炼笔墨应该与修炼
品格情操合二为一，只有人文合一，才有可能写出纯粹
上乘的文字，才能不断拓展文学表达的边界，才能深深
地打动和感染读者。

“宝顶架香庙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上
千年的历史，是“上朝峨眉、下朝宝顶”文化传统的具体
体现。由大足区作家、民俗研究学者李传授、蒋光华、陈
学文共同编著的《宝顶架香庙会》一书，是“重庆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丛书”的其中一本，对“宝顶架
香庙会”的来源、特征、本质、历史、价值等作了透彻研
究，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李传授老人回顾了该书编著
的艰辛历程，希望该书的问世能为弘扬大足特色非遗文
化作出贡献。

听了新书作者的见解，与会大足区作协会员们先后
发言，对这三本新书的出版表示祝贺，逐一分享阅读心
得体会，发表个性化的文学评论。大家不约而同谈道，
要向新书作者学习，始终保持创作激情，始终坚持精益
求精，不负读者期望，不折创作梦想。

石马镇“亮心工程”

投入70万元装太阳能路灯近600盏

大足多位作家分享新书创作感悟

大足区疾控中心通过“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技术评审

路灯照明下，汽车行驶在石马镇跃进路上。

12月26日，在大足石刻文创园川渝共享玉雕车间，大足雕客正在对玉雕产品抛光，完成玉
雕生产最后一道工序。 新渝报记者 邓小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