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5月15日，大足
区高升镇旭光村嘿鲜开心农场里，金黄色的
枇杷挂满枝头，十分引人注目。众多游客在
农场里采摘枇杷，品尝美味，拍照打卡。进入
5月，大足区总种植面积达 10万亩的枇杷陆
续成熟上市，去乡村采摘枇杷、欣赏田园风
光，成为游客的热门选择。

嘿鲜开心农场以种植无花果为主，另外
还种了20余亩枇杷树，品种为五星枇杷。五
星枇杷个大皮薄肉厚、香甜可口，是深受男女
老少欢迎的初夏时令水果。农场负责人周俊
女士介绍，今年的枇杷长势很好、味道很甜，
一些老客户听说枇杷成熟后陆续赶来入园采
摘，采摘期将持续至 5月底，依照往年情况，
枇杷在园内就已经销售一空，不需要运送到
集市上去销售。

初夏时节，大足气温不高，适宜户外活
动。在旭光村等大足各个村落，游客游兴高
涨，不仅采摘品尝枇杷，还领略乡村美景，游
览“徐家大院”等传统村落，去水塘钓虾，购买
农家土鸡等乡村土货，感受乡村物产的丰饶。

据悉，大足10万亩枇杷树主要分布在高
升、铁山、棠香、龙岗、龙水、智凤等镇街，一般
在大足及川渝多地销售，售价为每斤10元至
30元不等。

这两天，大足区龙岗街道观音岩村的宝林寺果园内，500多亩白枇杷陆续迎来成熟季。作为早熟水
果中的“百果奇珍”，这里的白枇杷以果肉雪白、细嫩多汁、高糖度等特点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采摘。除
了白枇杷，果园内还种植了300株杨梅树，待6月杨梅成熟时，游客可在此体验“初夏双果采摘”的乐趣。

新渝报记者 李东 陈柯男 通讯员 曾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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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蒋宇 刘卓颍）5月12
日傍晚 6点，大足区三环路上传来一声刺耳的刹车声。
刚办完案准备返程的大足区法院三驱法庭庭长胥杰、法
官宋雪，在车流中发现了异常。

“当时路上堵得凶，一看就晓得不对头。”胥杰回忆，警
车缓缓靠近，发现一辆轿车和摩托车横在路中央，碎片散
落一地，摩托车驾驶员满脸是血，躺在马路中间，情况十分
危急。

“快！有人受伤！”两人随即靠边停车，一个箭步冲上
去。胥杰立即拨打110，同时确认轿车司机已呼叫120和交
警。宋雪则迅速在事故现场摆放警示标志，疏散围观群众。

“当时伤者意识还算清醒，但头部和手臂都在流血，
我们不敢轻易移动。”胥杰说。

10分钟后，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两位干警配
合医护人员为伤者止血包扎，又和热心群众一起将伤者
抬上担架。

“小心头！”
“慢点慢点！”
现场响起此起彼伏的关切声。
直到看着伤者被安全送医，交警接手事故处理，两人

才松了一口气。
在场围观群众被两位干警的奋不顾身打动，也为及

时得到救治的伤者感到庆幸和欣慰。“如果没有他们的救
助，后果不堪设想，给法院干警点赞！”围观群众纷纷竖起
大拇指。

“没啥子，换哪个都会这样做。”面对群众的称赞，胥
杰和宋雪不好意思地摆摆手笑道。此刻沾着血迹的衣
服，成了这场暖心救援最朴实的见证。

法院干警（深色衣服）与医护人员合力将伤者送上救
护车。 新渝报通讯员 宋雪 摄

新渝报讯（记者 陈小雪 何美林 通讯员 刘范春
文/图）5月 15日，大足区香国小学第四届科技劳动节开
幕。此次活动以“科技砺心智 劳动促成长”为主题，进一
步提升学生的劳动技能与科学素养，推动品质培育与人
格修养协同发展。

开幕式上，伴随着激昂的音乐，52个班级方阵陆续
入场，每个方阵主题都独具特色，有超级计算机科普方
阵、新能源汽车科普方阵、小哪咤太空劳动方阵、大足石
刻方阵、龙水五金方阵……孩子们身着靓丽的服装，根据
科技、劳动、地方文化等不同主题元素亮相了自己的手工
制品，展现了一个个“香小娃”对科学探索与劳动实践的
热爱和新时代少年风采。

科技劳动节期间，学校还将开展科技比赛、劳动比
赛、“变废为宝”时装秀大赛等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丰富
多彩的教育实践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全面提升学生的
劳动技能、科学素养和品质教育、品质修养。

今年“五一”假期，大足区雍溪镇凭借高
大林立的古树、错落有致的清代民居、古色古
香的茶馆酒坊、精彩纷呈的川剧表演等，吸引
游客蜂拥而至。

这无不凝聚着大足区依托川剧艺术赋能
乡村振兴的智慧和力量。近年来，雍溪镇深
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立足“川剧古镇·花
乡雍溪”定位，通过非遗传承、文化场景营造、
文旅深度融合三大路径，将千年川剧艺术转
化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2024年，雍溪镇
吸引游客3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000
万元，更以 14位梅花奖得主同台献艺、全球
1.51亿次浏览量的文化盛事，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传统戏曲与现代乡村建设的完美交融。

川剧传承
焕发非遗新生机

走进雍溪实验中学的川剧传习基地，300
余名青少年学员正以“师徒制+课堂制”的创新
模式研习唱念做打。这里不仅是川剧艺术的
孵化器，更成为连接传统与未来的文化纽带。

设立川剧最高奖“金海棠”奖、建立考级
认证制度……雍溪镇与川渝 20余个市县文
旅部门及11位艺术名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构建起覆盖川剧创作、展演、教育的全链条保
护体系，年均举办244场常态化演出，让古戏
楼成为百姓家门口的“文化客厅”。

艺术创新与数字传播的深度融合，让古
老川剧焕发时代活力。以雍溪为背景的长篇
小说《入戏》勾勒出戏曲与乡土的动人故事，
微电影《青粹》在雍溪取景并获最佳剧本奖。

特别是连续三届举办的川剧文化艺术节，已
成为川渝两地规模空前的文化盛事。第三届
活动汇聚14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10万游
客在青石板街感受“入戏雍溪”的沉浸体验，
全球直播创造 1.51亿次传播奇迹，被专家誉
为“中国戏曲活化传承的标杆案例”。

文化空间场景化
打造沉浸体验地

沿着古街漫步，川剧脸谱巷的斑斓色彩与
戏服工坊的绫罗绸缎交相辉映，老粮站改造的

“粒米食堂”飘出岁月沉香，数字馆的光影技术
重现着巴渝农耕记忆。同时，雍溪镇积极争取
专项资金，完成传统村落保护性修缮，将古戏
楼、老茶馆、川剧民宿等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
文化体验区。在这里，游客可穿着戏服学步法，
在茶馆听折子戏，于民宿枕着川剧锣鼓声入眠，
实现“看戏、学戏、演戏、品戏”的全流程参与。

文化场景的创新延伸至乡村肌理。供销
社旧址变身文创市集，老桥头搭起露天戏台，
夜间灯光秀让百年古建绽放新颜。这种“见
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理念，让雍溪镇红星街
社区入选重庆市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更吸引
全市历史文化名镇现场会在此召开，成为传
统村落活化利用的示范样本。

文旅融合
拓展艺术赋能新路径

当川剧遇见旅游，会碰撞出怎样的消费
新场景？雍溪镇依托“遇见川剧·半日清闲”

品牌，开发出“白天看大戏、夜晚赏花灯”——
集观演、手作、研学于一体的美育产品。游客
能在专业演员指导下绘制脸谱，在百年戏台
体验角色扮演，更可带走川剧主题文创产
品。这种“欣赏+体验+互动”模式，让传统戏
曲从舞台走向生活，带动周边民宿、餐饮业态
综合收益有效提升。

艺术赋能的触角还延伸至花卉产业。在
天华百卉园，游客可参与插花课堂、制作花卉
美食，夜间赏花活动更融合烟花秀与国风演
艺，打造出“日赏鲜花夜观灯”的沉浸式体

验。雍溪镇通过“花卉+文化”“花卉+旅游”
的创新模式，推动从单纯的农业种植向复合
业态农文旅融合转型，让田间地头绽放出产
业振兴的绚烂之花。

大足区雍溪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镇曾
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村，正以“场景创
新、产业共生”的实践，为新时代艺术乡村建
设提供着可资借鉴的“重庆方案”。当千年川
剧的悠扬唱腔回荡在青砖黛瓦间，一个传统
与现代交织、艺术与乡村共生的振兴故事，正
在这里生动上演。 （刘茂娇 彭胥嘉）

新渝报讯（记者 余杰 实习生 彭茜 刘科余）5月15日
下午，专题讲座《因何“结界”——宝顶山石刻中心区域外
宋代造像漫谈》在大足石刻博物馆社教基地举行，该活动
是大足石刻博物馆在 2025年国际博物馆日暨文化遗产
月期间推出的系列主题活动之一。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
来——我是大足石刻守护人”为主题，自5月15日持续至
6月底，将联动宝顶山、石篆山两大核心景区，呈现一场
立体化、多维度的文化盛宴。

讲座现场，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小强从中心区域外石刻造像的凿刻历史、技艺手法入
手，向大家详细讲解了四方结界处石刻造像在题材和年
代上与中心区域石刻的不同，并通过解读结界处石刻造
像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深入探索宋代石刻艺术的多
元面貌，进一步丰富了大足石刻的考察路线和发展脉络。

此次系列活动期间，大足石刻研究院还将与院校合
作开展“我是大足石刻守护人”“我是大足石刻考古人”系
列活动，通过发挥馆校资源优势，推动学术研究与校园实
践的协同创新，让博物馆成为学校的“第二课堂”。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5月15日，大足
石刻文创园农民工返乡创业园举行电商直播
培训，助推园区企业提高电商直播水平，促进
大足石雕等文创产品销售。

本次培训为期一天，由大足区人力社保
局、大足石刻文创园农民工返乡创业园主办，
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委派重庆市电子商务协会
专家前来授课，讲授电商直播理论知识，传授
实践操作技能，来自大足石刻文创园的企业
电商直播人员和大足区内部分电商从业代表
共计50余人参加培训。

如何找准目标客户，如何提升个人账户
流量？培训老师从短视频的账号定位、新媒

体运营的套路、主播的武器、合规经营与风险
防范、AI的运用、商品卖点分解等 19个方面
进行讲解，指导学员全面掌握电商直播的基
础知识和人气提升技巧，分析受众心理，尝试
制作精品直播传播内容，用恰当话语催热直
播间气氛，增加产品关注度和客户粘性，从而
让销量攀升。

“现在实体店销售额比较稳定，需要开辟
新的销售渠道。这次培训帮助我们企业树立
了做好了电商直播的意识，接下来要勇于尝

试，持续扩大电商销售份额。”“以前我们的短
视频制作得比较简单，以后要精心策划，用内
容吸引眼球，最终让用户在我们的直播间多
停留几十秒。”听了课程后，大足石刻文创园
企业电商人员感到收获不少。

本场培训为加快销售大足石刻文创园系
列文创产品增添了强劲动力。目前，大足石
刻文创园每天生产大量的石雕、玉雕、木雕、
铜雕等各类文创产品，借助电商平台让更多
大足文创走向海内外市场，成为园区今年的

重点工作。随着本次培训的开展，越来越多
新入行的电商直播人员坚定了信心，计划到
大足石刻文创园谋职与创业。

大足区万古镇爱妮婚礼策划中心负责
人赵印参加了本次培训，感到学有所成，决
定加入大足玉雕产品电商销售队伍。“大足
玉雕很精美，我自己也爱不释手，相信它们
会受到市场欢迎的，这次学到了直播技巧，
就要进行实战，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赵
印说。

大足石刻文创园加快培养电商直播人才

李国坤，女，1957年8月生，大足区中敖镇
天台村村民。2023年3月以来，李国坤的前儿
媳贺美华突发脑干出血导致全身瘫痪，李国
坤对其持续精心陪护600余天，每日设置十余
个闹钟精准护理，自学照护瘫痪病人技能，倾
注全部心力书写超越固有家庭亲情的“大爱”
答卷。李国坤曾荣获“大足好人”荣誉称号。

定时护理
古稀老人精心照顾前儿媳

“叮——”清晨 6点的闹钟划破寂静，李
国坤摸着黑起身，熟练地拧开保温壶向盆里
倒出热水，端着盆走到她前儿媳贺美华的床
前，为她洗脸、擦拭身体。

这样的场景在贺美华的房间里每天重复
上演：每隔 2小时就有闹钟提醒李国坤为贺
美华擦拭身体，扶她坐立活动手脚；每隔3小
时为其更换尿不湿；每隔4小时喂流食；每隔
5小时为其按摩各个关节……10余个闹钟如
同精密齿轮，串联起这位68岁老人对前儿媳
昼夜不停地守护。

起初，部分乡邻们不了解李国坤家里情
况，提到李国坤，都十分钦佩她，说她尽心尽
力照顾自己的瘫痪“女儿”。当得知李国坤家

里实情后，不少人都十分意外：“离了婚的前
儿媳还这么上心？”

这一切都还要从 2023 年 3 月 29 日说
起。那一天，在广东江门打工的贺美华突发
脑干出血，幸好朋友及时将其送医抢救，经抢
救后虽然性命无虞，但她的身体却陷入了瘫
痪，生活不能自理。

接到儿媳贺美华生病瘫痪消息时，李国
坤正在家里做家务，来不及换下衣服，她颤抖
着订下最早班车票，连夜赶往江门。

就在此刻，儿子打来的一通电话才让她
得知原来儿子与儿媳李国坤早在2015年8月
2日就因感情生变协议离婚，也就是说现在
贺美华并不是她的儿媳了。

所有人都以为李国坤会折返回家，毕竟
谁会为了前儿媳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呢？但
是李国坤并没有选择回家，而是继续跨越三
省来到广东江门照顾贺美华。

在广东江门 ICU陪护的 25天里，李国坤
虽然不能无时无刻地照顾前儿媳，但每到探
视时间，她便冲进去为前儿媳拍背按摩。转
入重庆大足的医院后，李国坤就在病床旁的
护理床住下了，日夜不离地照顾贺美华。值
班的护士们常常见她举着手机对照抖音教
程，学习如何给贺美华按摩、喂食、翻身等，从

头学着照顾一个瘫痪病人。

“做人不能忘本”
她让病榻上的前儿媳再现生命曙光

“来，张嘴，再吃点，再吃点。”病床前，考
虑到贺美华吞咽困难，李国坤坚持在把每顿
饭菜碾碎处理后，再一口口地喂给她，每次喂
饭都要花上她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由于住院费用昂贵，待贺美华病情稳定
后，李国坤就将其接回了自己家中照顾。她
将家中的堂屋收拾出来作为贺美华的房间便
于照顾，又将以前许久未用的老床搬出来，与
其同吃同住，精心照顾贺美华的日常生活。

照顾一个瘫痪在床的病人并不容易，一日
三餐、喂水喂饭、翻身活动、擦屎擦尿；天冷了，
加件衣服、添床被子；天热了，扇风降温、擦身换
洗。这样的日常，李国坤已经坚持了600余天。

“贺美华跟你儿子离婚都快十年了，你何
必还整天这么辛苦地照顾她呢？”两年里，许
多亲戚邻居都曾私下这么问过她。

对于旁人的不解，李国坤总是回答：“做
人一定要‘知恩图报’啊！”

原来在2017年李国坤的丈夫患食道癌后，
早在 2015年就已与其儿子离婚的贺美华对

这位前公公仍然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那时候她白天打零工，晚上帮我照顾老

人，自己啃馒头却给老头买药买营养品……”
每每提及此事，李国坤都忍不住眼眶泛红。

昼夜守护
她的善行义举感动乡邻

两年来，这份跨越血缘的情义化作了坚
不可摧的纽带。有一次，李国坤像往常一样
在喂贺美华吃饭时，贺美华突然含糊不清地
开口喊了一声“妈”。那声音虽然微弱，却如
同电流般瞬间击中了李国坤的心。“当时我眼
泪唰地下来了，感觉所有辛苦都值了。”

如今，卧床 600余天的贺美华不仅全身
没有长过一处褥疮，病情也有了好转迹象。

正是李国坤的付出和坚持，赢得了村民
们的广泛赞誉。在镇政府协助下，贺美华还
享受到了医疗救助绿色通道和低保政策，村
委会也定期慰问看望她们。

“只要我还有力气，就会一直照顾她。”李
国坤边给贺美华按摩小腿边念叨道。这位
68岁的农村妇女用爱和责任延续了一段没
有血缘关系的亲情，让病床上瘫痪的前儿媳
重新燃起生命希望。（大足区委宣传部供稿）

深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

雍溪镇打造川剧艺术赋能乡村振兴新样板

600余天悉心照料瘫痪前儿媳 前婆母书写大爱传奇

2025年国际博物馆日暨文化遗产月期间

大足石刻博物馆
启动系列主题活动

办案返程法院干警救伤员

香国小学

举行第四届科技劳动节

劳动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化身“小厨师”，各显身手。

本人李元章（身份证号：51023019701204909X）不
慎遗失大足区季家镇柏杨村 8 组农村宅基地批准书
（编号：农宅字 第季府（2024）030号）登报作废，特此
声明。

遗失启事

在雍溪镇古戏楼举行的川剧旅游文化艺术节。（新渝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