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启兵，大足石刻研究院考古研究中心副主
任，文博研究馆员。

邓启兵于1996年在大足石刻研究院参加工
作后，先后从事讲解员、监测员等工作。于2002
年调至考古研究中心，从事文物调查与研究工作。

大足石刻拥有141处石窟，多散布在偏远乡野，数量
多、距离远，很多地方不通公路，因此大足石刻研究院考
古中心副主任邓启兵的工作面临着设备运输不便、工作
条件艰苦、食宿保障困难等挑战。但邓启兵满怀对文物
的热爱，背设备、顶烈日、冒大雨、睡帐篷，认真完成对每
尊石刻造像的勘探和记录。22年来，他与团队成员累计
为5万余尊大足石刻造像建了档案、立了“户口”，将它们
系统地纳入到了文物保护体系之中。2004年至2018年，
邓启兵作为骨干成员，全程参与《大足石刻全集》考古报
告的编撰出版，重点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北山、宝顶
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等 5处石窟进行了系统的考古
学研究，有效推动了石刻研究保护工作的开展。该报告
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在大型石窟领域出版系列考古报告的
空白，获得了国家文物局和学界的高度赞誉并荣获第五
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2023年，他参与编撰的《大足石刻总录》正式出版，
为学界呈上大足石刻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同年 3月，他
投身于《巴蜀石窟全集》编撰项目，带领项目组成员完成
了重庆合川、潼南，四川安岳、广元、巴中、成都等地区
250余处石窟寺 6600余个龛窟的现场调查工作，为巴蜀
石窟资料抢救性收集整理与编撰作出了突出贡献。

2024年4月至今，邓启兵又奔赴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的第一线，带领专班完成全区925处不可移动文物的现
场复核，登录新发现文物70余处，为科学制定文物保护利
用政策制度奠定了扎实基础。同时，他还担任铜梁、大足两
个区的四普定点指导专家，认真履行指导和督查职责。邓
启兵还刻苦钻研，提升业务能力，在石窟寺研究领域不断取
得成果，累计在《艺术史研究》《石窟寺研究》等期刊发表调
查报告和研究论文20余篇，参与《重庆市石窟寺专项调查
工作报告》等多部专业著作编撰，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2项，主持并参与重庆市及大足区各类科研项目9项。

考古人邓启兵倾情27年为川渝十万余尊石刻“建户籍”

让湮没的文物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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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陈龙 文/图

孩子一放假，家长就头疼。特别是对于
“双职工家庭”来说，假期没人看孩子，是最现
实的问题。为缓解职工子女假期“无处去”

“无人看”的问题。从今年 1月开始，共青团
大足区委立足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成果，聚
焦青年群体“看护难”问题，创新构建“政府主
导+社会协同+志愿服务”三维模式，依托“足
小青·托管 ing”品牌项目，推出多层次寒假公
益托管服务，累计开设教学点 15个，服务青
少年 600余人次，以暖心举措托起青少年多
彩假期，帮助职工解决“后顾之忧”。

“自从上了爱心托管班，孩子的假期作业
有人帮着辅导了，还能学到课外知识，为我们
职工解决了大问题。”“我家孩子现在每天都
特别爱去托管班，除了能和小朋友们一起学
习，还能一起参加活动，回家之后还会和家长
分享收获。”……

2025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为未
成年人提供假期公益托管服务12万人次以上，
作为15件重点民生实事之一。对此，共青团大
足区委强化资源整合，建立“1+N”服务矩阵，以
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为核心，联动机关企事业单
位、工业园区、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场所，
构建15分钟托管服务圈。特别在盛泰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设置“双职工家庭
托管班”，在大足区青少年宫设置“新就业群体
子女专属班”，为50余名“两企三新”青年群体
子女提供贴心服务。同时建立困境儿童“一人
一策”关爱档案，通过结对帮扶等方式，帮助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留守儿童、
流动儿童、困难家庭子女度过暖心寒假。

托管班还突破传统看护模式，打造“五育

融合”课程体系。开展大足石刻、双桥狮舞非
遗工坊等传统文化体验，组织“小讲解员”走
进红岩重汽博物馆实践；开设“未来科学家”
实验室，进行海洋探索、科技实验等科创启
蒙；联合西南大学等高校，选拔 40名专业志
愿者组建“助学导师团”，开发特色课程 15
门，形成“作业辅导+素质拓展+社会实践”多
维成长方案。

共青团大足区委联合大足区委社会工作
部、区民政局统筹各村（社区）网格员对辖区

内寒假监管困难、低保家庭儿童展开排查，确
保 100%覆盖困难家庭；会同消防部门、市场
监管部门核查假期公益托管班办班场地周边
消防、食品安全等管理；联手区教委、工会、妇
联、关工委、经开区文化馆等部门广泛动员志
愿者参与公益托管服务并提供各类课程指
导；联同区公安局加强点位周边治安管理，并
提供国家安全、法治教育、自护教育等讲座。

“以前寒假孩子要么和爷爷奶奶待在家
里，要么到处疯跑，现在有老师和志愿者带着

做手工、做实验，辅导寒假作业，我们安心多
了。”通桥街道天星社区托管班外接孩子的快
递员张先生道出众多双职工家庭心声。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共青团大足区委将
继续聚焦困境儿童关心关爱，建强“足小青·
托管 ing”品牌，着力构建“常态+假期”全时段
服务体系，对接高校建立实践基地，让普惠性
教育服务持续护航青少年成长，切实以“小托
管”服务“大民生”，为新时代青年发展型城市
建设注入青春动能。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昨日大足区市
场监管局传来好消息，为了让“小块头”迸发

“大能量”，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奋楫前行、提
速竞进，该局主动作为、靠前指导，经个人申
请、单位推荐、材料审查等程序，大足首批48
户个体工商户被认定为市级“名特优新”个体
工商户，数量位居全市区县前列。

据了解，大足区首批48户“名特优新”个
体户，各具特色，既有邮亭鲫鱼等大足老字
号，也有五金汽摩等优质老店，同时涵盖电子
行业等新兴领域。

根据重庆市市场监管局认定方案，大足

区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牵头将大足区发改
委、财政局、商务局等部门纳入扶持个体工商
户发展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加强扶持个体工
商户发展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切实完善
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服务体系，积极推进
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标准，挖掘培育区域“名
特优新”个体工商户。

为了扩大“面”的覆盖，大足区将产品和
服务质量较为突出，具有地方特色优势，参

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
形态的个体工商户，分为“名、特、优、新”四
类。在培育过程中，大足区市场监管局通过
数据分析、走访调研、基层摸排等方式，积极
收集个体工商户反映涉及申报、审核过程的
有关问题，及时研究解答，切实解决个体工
商户在申报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为顺利推进
申报工作提供支持，并结合工作实际，建立

“名特优新”重点对象培育库，通过上门走访

开展宣传推介，积极发动并耐心指导其申
报。同时，为保证“质”的实效，该局牢牢把
握强企富民工作导向，主动服务融入新发展
格局，聚焦加快建设配套服务成渝地区先进
制造业集群的特色产业体系，选拔“名特优
新”个体工商户专属培育员，指导解决困难
诉求。建立“名特优新”个体户个性化需求
台账，分层级组织融资对接会、招聘会、商标
品牌培育会等。

大足48户个体工商户被认定市级“名特优新”

15个教学点寒假托管服务青少年600余人次

大足：“团团”带娃不负所“托”

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写福字。孩子正在展示作品。

新渝报讯（记者 谢凤 邓小强 文/图）当
下，正是草莓成熟的时节。三驱镇大唐丰
域生态农场的草莓“红颜”迎来采摘季，颗
颗草莓色泽诱人，饱满圆润，令人垂涎欲
滴。不少游客在大棚里来回穿梭，体验采
摘乐趣。

大唐丰域生态农场位于三驱镇铁桥村，
面积1000余亩，主要种植草莓、葡萄、枇杷等
优质果蔬。其中，种植草莓已有 10余年历
史，凭借过硬的品质、良好的口感等优势，被
获得“国家绿色食品”“重庆名牌农产品”等

认定。据介绍，草莓成熟期在 1月份到 4月
份，自今年1月份成熟以来，吸引了一波又一
波游客入园采摘，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态。
目前，草莓种植面积接近 30亩，预计今年总
产量5万斤左右。

依托大唐丰域草莓基地，三驱镇于 2月
14日举办“带着知己找‘红颜’——草莓旅
游文化推介”活动。游客们不仅可以亲手
采摘新鲜可口的草莓、体验乡村旅游，还能
观看精彩的文艺节目、感受三驱强劲发展
脉搏。

近日，大足区第二人民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在龙水镇金
都广场开展“新春走基层、你健康我守护”宣传服务活动，为
广大群众送上了一份特别的新春“健康大礼”。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摄

医疗服务进基层

曾见过一位老琴师抚琴。他的琴
并不名贵，技法也称不上完美，可那曲

《梅花三弄》却令人动容。老琴师说：
“琴艺如人生，太注重形式则僵，太放
纵内容则散。要在规矩中寻自由，在
自由中守规矩。”

是的。琴弦是形式，是承载音乐的
骨架。七根弦，长短有序，松紧得宜，构
成了演奏的基础。可单有这完美的形
式，不过是无声的摆设。只有当指尖拨
动琴弦，让宫商角徵羽在空气中震颤，形
式才有生命。而琴声是内容，是打动人心的力量。听《流
水》，能闻溪水潺潺；听《广陵散》，可见侠客豪情。可若没有
琴弦，再动人的旋律也会失去依托。

今年春节，我们看到两股“顶流”。一是大足石刻上央
视春晚，让大足文旅迎来高光时刻。春晚流量变游客留
量，春节期间大足石刻景区人气爆棚，日均游客超过1.4万
人，全区游客总量增长11%、接待游客花费增长14.2%。二
是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高开疯走。电影充分运用动画
片天马行空的技术手段，实现了精美的视觉呈现，将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巧妙融合到剧情画面和角色之中，彰显出中
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截至2月13日，它的票房（含预售）突
破100亿元，成为中国影史首部票房破100亿元的电影，暂
列全球电影票房榜第17名。

这两股“顶流”，无一不注重形式与内容的完美契合，体
现了当下性。说到当下性，就不得不提春节期间横空出世
的DeepsSeek。它所展现出的对于中文语言的超强检索和
再生成能力，再次证明以AI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加速改
变文学创作生态和文学传播格局。面对文学生成环境与影
响渠道的这种新变化，中国作家网刊文称：“AI不是威胁，而
是文学发展的新机遇。”长江诗歌出版中心则在其公众号推
出AI写作专栏。该中心撰文称：AI只能代替一个人怎么
写，不能决定一个人写什么。当AI还不能创造思想时，“思
想”将更显珍贵，真正的写作者即是思想型的写作者。

AI带来的深刻变革，于新闻生产的影响亦如是。最
近，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的《杭州新闻联播》节目，创新
使用AI数字人进行新闻播报，且做到了0失误率，这一现
象引发社会关注。是重新规划职业生涯，还是继续留读
新闻专业？成为摆在部分高校学子面前的两难抉择。是
强化AI赋能让它自己的帮手，还是依赖AI输出内容成为
它的奴隶？考量着新闻记者的智慧。当关于AI对新闻
写作的影响众说纷纭，甚至有人悲观地认为记者这一职
业将被机器取代时，专家表示，AI抢不走真正专业人的
饭碗。无论是在读的学子，还是新闻从业者，需要应对学
习AI知识所带来的转型压力。因为，唯有经过与AI的深
度磨合进而实现人机共生的工作形态，记者才能在未来
的新闻业开辟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或许，文艺创作和新闻生产的真谛就在于此：形式是
内容的衣裳，内容是形式的灵魂。就像老琴师手中的古
琴，只有琴弦与琴声和谐共鸣，才能奏出动人心魄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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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驱镇

草莓“红”带热乡村采摘“游”

游客正在采摘草莓游客正在采摘草莓。。

□ 新渝报记者 毛双

每年 2月 14日，鲜花消费往往会迎来一
波小高峰。许多花店提前一周采买各类玫瑰
花材，以满足节日期间的鲜花需求。

2月 12日，记者走访大足城区多家花店
了解到，尽管情人节将至，但收到的预约订单
与往年相比并不算多。

“目前我们接到 10多个订单，这个量不
算多。”在一环北路一家花店，店主邓娅说，根
据以往经验，情人节确实会迎来鲜花销量的
增长，她提前一周购买了多种红玫瑰和粉玫
瑰，但采购的花材数量整体不大，除了玫瑰之
外，还有河内洋牡丹、跳舞兰、郁金香、紫罗兰
等多种配花。

邓娅说，鲜花并非“情人”之间的专属，
近几年，鲜花消费越来越大众化、日常化，生

日花束、乔迁花束等也是店里的主要销售产
品，花材和色彩也从过去的单一化到多元
化，颜色协调、层次分明的花束更受消费者
青睐。

“总的来说，现在除了节日的订单外，平
时的订单量也比较大，一些老顾客隔三差五
就会来买一些鲜花妆点自己的家，所以我们
的鲜花价格比较平稳。”邓娅说。

城区另一家花店店主杨小林也有同样的
感受。“有些顾客下班或者周末都会来我们店
挑选一些喜欢的花，也不用怎么包装，顾客自
己买回家插到花瓶里。”杨小林说。

杨小林除了开鲜花店外，几年前，她敏
锐地嗅到园艺市场需求，于是组建专业团队
开始承接商业和住宅的园艺项目，生意越做
越好。

“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生活品质的
要求也提升了。”杨小林说。

花店经营者的说法在消费者中也得到
印证。

市民杨女士每个月都会买一两次鲜花，
向日葵、玫瑰、百合都是她的最爱。

“平时工作比较忙，家里摆一些鲜花，让
人感觉很温馨、放松。”杨女士说。

余女士今年56岁，已经退休的她也喜欢
用鲜花妆点家，牡丹、芍药等一些明艳的花
卉，经常被她摆放在客厅。

“家里摆放一些颜色艳丽的鲜花，会显得
更有生气，心情也会很好。”余女士说。

据国家林草局、中国花卉协会统计数据
显示，去年前三季度我国花卉进出口贸易额
超20亿元，全年销售额突破2000亿元。鲜花
逐渐从礼品转为普通的大众消费品。“每日一
花”“每周一花”逐渐成为消费者装点生活的
日常消费。

情人节看鲜花市场：

从礼品变为日常消费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