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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启兵——为石刻瑰宝“建
户口”的“好文物人”（“敬业奉献”
类别）

邓启兵，男，1976年12月生，中共党员，大
足石刻研究院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

邓启兵扎根文物保护一线工作28年来，记
录下5万余尊石刻造像的详细资料，参与《大足
石刻全集》《巴蜀石窟全集》编撰项目，为大足
及四川等地的石刻文物保护传承作出突出贡
献。曾获评“重庆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先进
个人”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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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的珍贵资
料。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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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单位：大足石刻研究院）

2.于海江——用心守护血液
安全的“好医生”（“敬业奉献”类别）

于海江，男，1988年10月生，中共党员，大
足区中医院检验科主管检验师。

于海江从事输血检验工作10年来，认真仔细
做好检验的每项工作，自己也无私奉献积极献
血，用心用情做好血液守护人。曾获“拉萨市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优秀援助医疗队员”等荣誉称号。

于海江自2014年从事检验、输血工作以来，
深知输血检验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临床用血和
患者身心的安全，一直对工作高度负责、精益求
精。为了守牢血液质量生命线的底线，他针对
血液管理复杂繁琐、血液供应不稳定等问题，牵
头完善梳理完善输血管理制度10余项，通过强
化团队的技能培训等措施不断提升输血队伍的
综合素养，严格规范血液保存、输血申请、标本
采集送检、配血、取发血及临床输血流程，不断
提升了血液质量安全。个人年均检测及审核报
告5000余份，输血检测2700人次，检测结果零
差错。面对献血招募压力，于海江总是积极沟
通临床并用耐心和细心化解对献血群众的担
忧，用专业的医学知识为献血者答惑解疑，详细
解读献血、用血政策，贴心提供用血报销便民服
务举措。自己更是以身作则，积极响应献血号
召，累计献血12次，献血量达3500毫升，其中为
抢救病人紧急献血3次，发动身边同事亲友献血
量约4万毫升。 （推荐单位：区中医院）

3.刘享英——对瘫痪丈夫精心
照顾的“好妻子”（“孝老爱亲”类别）

刘享英，女，1971年4月生，大足区宝顶镇
天宫村1组村民。

刘享英24年来对瘫痪丈夫悉心照顾，用自己
瘦弱的肩膀撑起了整个家庭，获得了周边群众
的普遍称赞。曾荣获“宝顶镇勤俭持家户”称号。

2000年，刘享英的丈夫为抢救自家失火的
房子，不小心从房梁摔下，腰椎粉碎性骨折，从
此下肢瘫痪。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刘享英
没有退缩，对丈夫不离不弃、精心照顾。因为
丈夫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她每天都要定时
帮助丈夫进行翻身、擦洗身体、更换尿布。为
此刘享英还专门学习了护理知识，定期为行动

不便的丈夫按摩，防止褥疮的发生。面对丈夫
有时的失落烦躁，她总是面带微笑，轻声细语
地加以鼓励，讲述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让丈夫
虽然长期卧床，也总体保持了良好的身心状
况。在照顾好丈夫的同时，刘享英始终没有忽
视对子女的教育，让他们不仅学业优秀，而且
经常主动照顾父亲。24年如一日，刘享英用她
的坚韧和毅力，让这个家庭在困境中看到了希
望，也成为了周边邻里纷纷称赞的“好妻子”。

（推荐单位：宝顶镇）

4.张明虎——让脑梗父亲、痴
呆母亲安享晚年的“好儿子”（“孝老
爱亲”类别）

张明虎，男，1969年11月生，大足区国梁镇
三凤村村民。

张明虎在2019年父亲突患脑梗、母亲因老
年痴呆生活无法自理的时候，舍弃高薪工作，
回到父母身边照顾父母生活，为父母减轻了病
患痛苦。

在广州一家外贸企业任职的张明虎，在
2019年得知家乡的父亲突患脑梗、母亲阿尔兹
海默症加重的消息，立即辞去年薪30余万元的
工作，回家照顾父母。回家后，张明虎每天起
床第一件事就是照顾因脑梗瘫痪的父亲，为他
洗漱、翻身、喂饭。由于父亲大小便失禁又不
喜欢穿尿不湿，张明虎便每隔2个小时就为他
换洗一次内衣内裤，每隔2—3天就换一遍床单
被套。每天照顾好父亲后，张明虎便来到另一
个房间给母亲穿衣服，牵着母亲来到堂屋洗
漱、吃饭。为了防止母亲半夜乱跑发生意外，
张明虎与母亲共睡一张床，并用一根绳子的两
头分别绑在母亲和自己的手腕上。半夜只要
母亲稍有动静，他就立马知晓起床照顾。因对
脑梗和阿尔兹海默症这类病情的康复知识了
解不多，张明虎积极请教医生，从康复按摩、日
常饮食等方面尽其所能地缓解父母的病况。
在张明虎的悉心照顾下，5年来父亲没有因长
期卧床得褥疮，母亲的病情也保持了稳定。

（推荐单位：国梁镇）

5.覃绍燕——为老人解决“头等
大事”的“好理发师”（“助人为乐”类别）

覃绍燕，女，1985年12月生，大足区三驱镇
千佛村村民，三驱镇姐妹理发工作室经营者。

2021年以来，覃绍燕坚持每周二关闭理发
店，走村串户为行动不便的村民和孤寡老人免

费理发，为500余名老年人解决了“头等大事”。
覃绍燕于2017年6月在三驱镇开了姐妹工

作室理发店后，由于她为人热心、技术好，生意
一直比较兴隆。但她也注意到，镇上及周边村
里有很多老年人因行动不便而长期没有理发，
严重影响个人的卫生健康。她逐渐萌发了为
老年人免费理发的念头。于是自2021年起，每
逢周二，她就关闭店铺，带着自己的移动“理发
室”——一把梳子、一把剪刀、一个推子、一块
围布，来到镇里各村的居民聚居点，为附近生
活困难、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理发。在理发之
前，覃绍燕总是先和老人们聊上几句，亲切地
询问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发型，热情地给他
们提出建议。在理发过程中，覃绍燕总是先用
湿毛巾为老人们耐心清理，再细致地为他们修
剪头发。理发后，老人们显得格外精神焕发，
对覃绍燕的热情与专业赞不绝口。对于行动
不便的老人，她还主动上门去服务，特别是有
些老人长期卧床身上异味较大，覃绍燕也没有
丝毫嫌弃，依然精心地为其清洗和理发。三年
多来，覃绍燕的足迹遍布三驱镇的18个村社，
义务理发累计超过500名老年人。

（推荐单位：三驱镇）

6.马娳娜——诚信经营放心食
品的“好商人”（“诚实守信”类别）

马娳娜，女，1986年7月生，大足夯实食品
中心总经理。

马娳娜在经营冷冻食品过程中，坚持诚信
为本，加强设施和人力投入，严把质量关保证
食品安全，帮助虾农解决滞销难题，热心公益，
赢得周边群众的良好口碑。商店被大足区商
务委评选为“诚信经营示范店”。

马娳娜自 2010 年从事冷冻食品批发行业
以来，一直以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
品为经营宗旨。她严把产品质量关，投资十万
余元添置先进的冷链监控与管理设备，加大人
力投入，加强对冻货储存与运输过程的管理，
确保了冻货食品质量稳定。面对质量不合格
的产品，她宁愿自己亏本也从不放宽标准。
2023年夏季，她发现一批鸡胸肉及鸭胗在运输
过程中解冻后再被复冻，可能会影响其品质，
于是她拒绝了供货商提出的折扣处理方案坚
持退货，自己承担亏损金额约16万元。她以诚
待人，从不拖欠店铺租金和员工工资。她还通
过诚信经营换来的口碑多次为周边多个虾场
寻找销售渠道，累计销售15万余元，带动了当
地农产品销售平台的搭建。同时她热心公益

事业，累计捐款捐物5万余元。
（推荐单位：区商务委）

7.罗登祥——英勇扑火的“好村
民”（“见义勇为”类别）

罗登祥，男，1976年4月生，中共党员，大足
区宝顶镇倒庙村3组村民。

2024年11月7日，罗登祥见本村一户村民家
厨房突发火灾，立即不顾自身安危，爬上屋顶用
灭火器扑火，最终与村民一起成功扑灭了大火。

2024年11月7日中午，罗登祥路过本村一
户村民家时，发现其厨房起火，火势迅速蔓延，
还存在着向外扩散的危险。罗登祥一边大声
呼喊“着火啦”，一边寻找工具开始灭火。通过
观察他发现屋顶是最便于灭火的地方，但是那
里也存在火势更大又容易跌落的危险。但他
没有退缩，迅速拿起一个村民从旁边村委会办
公室找来的灭火器，飞快攀上屋顶。刚踏上
去，火焰产生的浓烟就包围了他，尽管呼吸变
得困难，但他屏气咬牙坚持，一边时刻警惕着
屋顶坍塌的危险，一边按压灭火器奋力扑灭火
焰。在罗登祥的带动下，其他村民也纷纷采取
泼水、搬运可燃物品等方式参与灭火。经过村
民们的共同努力，火势逐渐得到控制，最终被
成功扑灭。 （推荐单位：宝顶镇）

8.蒋小宁、蒋静——勇斗歹徒
制止不法侵害的“好居民”（“见义
勇为”类别）

蒋小宁，男，1980年9月生，大足区棠香街
道居民；蒋静，男，1991年7月生，大足区棠香街
道居民。

2024 年 12 月 14 日晚，蒋小宁和蒋静遇到
两名男子正对一名女子实施侵害，二人立即挺
身而出，成功制止了侵害的延续。

2024年12月14日晚22时许，蒋小宁在回
家途中，遇到两名男子正对一名女子实施侵
害。面对这一紧急情况，蒋小宁一边毫不犹豫
地拿起路边的一把铲子，一边大声呼喊路过的
蒋静协助。他们一同跑向正在实施侵害的两
名男子。蒋小宁一边快速奔跑一边高声大喊：

“在干啥子？”两名男子见状，立即停止了侵害
行为，起身逃离了现场。蒋小宁与蒋静迅速拨
打报警电话，并将受害人护送至安全区域。二
人于2024年12月荣获大足区公安局的“见义勇
为”认定表彰。目前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已
被警方抓获。 （推荐单位：棠香街道）

广大市民：
为深入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

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弘扬崇德向善、见贤
思齐的良好风尚，助推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区委

宣传部常态化开展了“大足好人”评选活动。经
群众推荐、资格审核、综合评定，已评出邓启兵、
于海江、刘享英、张明虎、覃绍燕、马娳娜、罗登
祥、蒋小宁、蒋静等2024年第四季度“大足好人”

候选人8名（组）。现通过《新渝报》、掌上大足等
媒体进行公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接受社
会公众监督。各界群众若有认为候选人存在违
德违纪违法或事迹“失实”等情况的，欢迎通过以

下渠道向我部反映，我部将予以认真核实处理。
公示期为2025年2月21日起至2025年2月26日。

联系电话：18996296186；
电子邮箱：43769316@163.com；

联系地址：大足区棠香街道三环北路东段
1号（区委宣传部收）。

中共重庆市大足区委宣传部
2025年2月

蒋静

2024年第四季度“大足好人”候选人名单及事迹简介

中共重庆市大足区委宣传部

2024年第四季度“大足好人”候选人公示启事

邓启兵 于海江 刘享英 张明虎 覃绍燕 马娳娜 罗登祥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昨日记者获悉，今年大足区
高升镇党委政府将围绕“一镇一品”发展理念，明确以“稻
甲+黑山羊”产业为主导、中药材和高升柑为辅助，全力推
进现代特色高效农业的发展。

据悉，作为川渝两地共同建设的大安农业园区的核
心区，高升镇充分利用其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深度融入
园区的战略规划。在园区的主导产业上，当地重点发力，
力求在产业规模和产业质效上实现突破。

稻甲（甲鱼）产业方面，高升镇已发展500余亩，形成
了较为成熟的产业规模。为了进一步加速稻甲产业的发
展，高升镇积极争取到了万亩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改造
提升项目，并正在5村1社区实施。改造完成后的田块将
主要用于发展稻甲产业。目前，高升镇已建成甲鱼孵化、
繁育温室大棚 10栋，总面积 8000平方米，成功培育甲鱼
苗30万余只。为了进一步提升稻甲产业的规模和效益，
高升镇计划按照“公司+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凝
聚多方合力，以更大的力度支持稻甲产业的发展。

除了稻甲产业外，高升镇的黑山羊产业也取得了显
著的发展成果。作为当地的另一大主导产业，黑山羊产
业不仅为高升镇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推动了当地
农业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此外，高升镇还充分发挥中药材和高升柑的辅助作
用，通过发展这些特色产业，进一步丰富了当地的农业产
业结构，提高了农业的整体效益。

今年，该镇将继续围绕“一主两辅”的产业发展思路，
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效。同时积极
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现代农业产业集
群的构建和发展，努力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目标。

原重庆蓝恒科技有限公司（已注
销）遗失中国联通押金条一张。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文/图）近日，大足区宝兴镇梅园内
60余个梅花品种竞相绽放，绿萼梅
皎洁如玉，垂柳梅柔枝拂水，吸引了
大批市民踏春赏景。作为西南地区
珍稀梅品种集中展示地，这里以“一
园赏尽天下梅”的特色成为春日热
门打卡地。

漫步宝兴梅园，宛如踏入一幅流
动的春日画卷。远眺山野，大片梅林
如霞似雪，层层叠叠。各色梅林此起
彼伏，绛红、月白、鹅黄、浅粉在春光
中交织晕染，与远山青黛、近水澄碧
相映成趣，构成一场视觉的盛宴。

市民谭明说：“这里梅花品种实在

太多了，简直看花了眼，太漂亮了，整个
园子里面花香扑鼻，都是春的味道。”

据了解，宝兴梅园共种植了
600余亩梅花，培育品种60余个，当下
已进入盛花期，预计最晚可持续至本
月底。为了让市民将春日雅趣带回
家，梅园还特别开设“梅花集市”，展售
形态各异的梅花枝、精巧的梅花盆
景。该园还将结合市民需求，推出梅
花养护课堂、盆景DIY体验等活动。

下一步，当地计划引进更多国
内外稀有品种，培育抗逆性更强的
新品梅花，并扩建 200亩种植区，打
造集生态保护、科普研学、文旅融合
于一体的梅花产业示范区。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2月18日，记者
了解到，大足区市场监管局推进“企业信息变
更一件事”改革，简化流程至“一部门、一窗、
一网、一次”，减少申请材料90%以上，办理环
节和跑动次数平均减少 80%，确保全流程在
两个工作日内完成，比法定时间减少 1个工
作日。

为了推进“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改革，
大足区构建“区级统筹、部门联动”的组织架
构。制定大足区“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事项
清单、办事指南、办事流程图，规范业务范围、
办事流程，明确受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结时
限、办理结果等，区、镇（街）两级同标办理、同

步更新。建立了由大足区市场监管局牵头，
区公安局、区税务局、区人社局等部门分工负
责的联动机制，共同确定企业信息变更事项
和所涉数据项，形成联办清单，以清单为引领
推动跨部门业务流程整合和业务系统对接，
做到“清单之外无办事环节”，实现“一次办业
务不遗漏”。此外，实行同步办理，营业执照
变更申请获核准通过后，企业印章备案信息
变更、基本账户信息变更、税务登记信息变
更、社会保险登记信息变更、住房公积金单位
信息变更实现同步办理。

目前，大足区市场监管局打造了“便民利
企、一表申报”的办理模式。具体体现为线下

“一张表”，对企业信息变更具体事项涉及的
6类申请表单进行整合，只保留营业执照变
更申请材料，实现“多表一表申请”合一。同
时，实现线上“无纸化”，申请人在网上提交申
请的，自动生成全套申请材料。采用电子化
登记，相关人员进行实名认证、相关非自然人
进行电子签章后，无需提交任何纸质材料，便
企利民的同时节约行政成本。申请人在办理
企业信息变更时，还可同时申请企业印章备
案信息变更、基本账户信息变更、税务登记信
息变更、社会保险登记信息变更、住房公积金
单位信息变更。也可直接到登记服务窗口提
出变更办理申请，真正实现了“一表申请、一

套材料、一次提交”。
如今，大足区市场监管局完善了“信息共

享、一网审批”的保障机制。依托“渝快办”等
平台，建成“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业务专
区。推动了系统应接尽接，推动政务服务网、

“渝快办”平台、税收、公章、人社、住房公积金
等网络服务平台深度对接，为信息变更提供
信息支持。通过系统联动、标准化信息管理
和线上线下同步发布等措施，改善了部门间
信息孤岛和信息流通不畅的问题。通过推行
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企业变更登记（税务
信息变更、社保信息变更）3078件，企业变更
登记（证照联办）201件。

减少申请材料90%以上 办理环节和跑动次数平均减少80%

“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省时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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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农业产业高效发展

遗失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