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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张玮

五月初夏，刚忙完2000亩“撂荒地轮种、
套种粮油+野菊花”项目前期工作的国梁镇
供销社农机队队员们终于有了几天休息日。
队长汪培华介绍，为了这个项目，他们从去年
年底，一直忙到 5月初，天天在山坡上。如
今，看着那原本杂草丛生的坡地施了肥，铺了
膜，大家心里很是舒畅。

从最初的 2个人，3台农机，到今天的 9
名农机操作手，12台农机，同步统筹整合镇
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种植大户（散户）
农机23台，这支该镇目前最大的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正用实际行动奋力书写乡村振兴
的“国梁样本”。

汪培华是国梁镇的“老畜牧人”，对农业，
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近年来，眼看着家
乡的撂荒地越来越多，汪培华心里很难受。

2023年8月，汪培华与镇领导闲谈中，说
起了撂荒地的话题，汪培华提议，“地荒着，可
惜了，不如成立一个农机队，破解无人种地的
难题！”

国梁镇随即召开专题会议，决定依托镇
供销社，组建一支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队伍，
逐步解决撂荒地。

之后，镇里又多方协调资金，买来一台旋
耕机、一台轮式拖拉机、一台收割机，让汪培
华负责。

机器有了，汪培华一个人“也耐不活呀”。
当时，汪培华逢人便推销，但迟迟没人愿

意来农机队。加上又没有农机手，他也只能
整日盯着几台机器发呆。

眼看快到年底，莫非要让这些机器打水
漂？汪培华心一横，“出去找个‘小工’，先干
起来再说！”

最先找的农机手名叫袁恒科，“200元一
天，干不干？我们俩搭档。”

就这样，两个人组成的农机队成立起来
了。那些日子，二人小组在三凤村帮村民翻
起了冬水田。“那时虽然只打了几家人的水田，
但宣传效果非常好。”汪培华说，“大家一看，国
梁有大机器了，都说‘要找我们去帮忙干活’。”

有一次，汪培华开着旋耕机从上面一块
田转移到下面一块田的过程中，翻越田坎时，
机器悬空直立，他被吓出一身冷汗。

56岁的汪培华意识到，自己年纪大了，
还是得找年轻人来干。

2024年 1月，农机手赵安健加入。有了
两个专业的农机手，汪培华便当起了后勤，协
调工作，招揽业务。

翻土、打水田，凭借实惠的价格，农机队
在铜梁平滩、小林等周边地区也揽到了农活
儿。

然而，很快农机队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
问题。袁恒科和赵安健都会开不会修，修理
工来一趟就是两三百元，农机队挣的钱还不
够支付修理费。

汪培华意识到，这不是长久之计，转头他
找到镇里的另一名农机手雷开红。

“雷开红会开也会修，他堂哥张健也是。”

汪培华想，“农机队有活儿了，把这两个人拉
进来，岂不是‘如虎添翼’。”

2024年 6月，随着雷开红、张健的加入，
农机队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之后，又吸引了
农机手雷开文、杨治洪的到来。

这些队员们，除了是农机手，很多自己也
是大户，增加了农机队的业务量。

2024年夏天开始，收菜籽、收稻谷……
农机队的业务量陡增，服务范围也拓展至雍
溪、回龙、三驱等镇，服务面积近5000亩。

人员增加了，机器也多了，如何管理好这
支国梁最大的农机队，镇里决定引入股份制，
让这些队员们既是员工，又是股东，充分调动
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而唯一的镇干部汪培华依然坚守着后勤
保障的岗位，也不过一两年光景，就晒成了大
家口中的“国梁非洲人”。

为了能将撂荒地打捆开发，2024年底，

国梁镇先期在9个村摸底，集中了1800亩地，
准备实施推广“撂荒地轮种、套种粮油+野菊
花”项目。

1800亩地，很多都是荒坡，遍地的乱石，
盘根错节的树根与荆棘，开垦难度远超普通
的农地。

“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只要我们肯想办
法，就没有爬不上的坡。”没有丝毫犹豫，农机
队队长汪培华接下了这个硬骨头。

撂荒地石头比较多，20块钱一块的开荒
刀，一天打下来少则10多块，多则20块，成本
上的压力不小，汪培华带领队员们吃住在坡
上，一天也不能耽搁。

赶工的日子里，农机队的队员们几乎整
天都待在山坡上。吃饭自带干粮，包子、馒
头、方便面，就着矿泉水。困了就换人，在车
子里休息，另外一个又上。

随后的几个月里，各种状况接踵而至，农
机陷入泥坑，刀片断裂，甚至是队员受伤，大
家也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一连几个月，
曾经那些乱石嶙峋、杂草丛生的荒坡被队员
们开垦了出来，施肥、铺膜，种下了“希望”。

邻近的万古镇升斗村也被吸引了，随即
拿出 200亩荒地加入“撂荒地轮种、套种粮
油+野菊花”项目。4月中旬，汪培华又带领
队员们来到万古开荒。

“石头大，杂树多，机器磨损大，撂荒坡陡，
不好上……”为了抢抓工期，队员们迎难而上，
在5月前顺利完成了该项目的前期全部工作。

“有了我们的农机队，撂荒地就能逐步消
除，很好地破解了‘谁来种地’的难题。”国梁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不管地的面积大小，只要
农户有需求，机器能去，农机队就全力以赴提
供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农用物资供应服务、
农机维修等。未来，该镇还将人性化地在全
镇区域内推进。

如今，国梁镇的田野上，一幅“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正徐徐展开。这支“农
机铁骑”不仅是田野上的耕作者，更是乡村振
兴的领航者，他们用汗水与实干书写着新时
代农业现代化的“国梁样本”。

农业社会化服务助推国梁乡村振兴

农机队在升斗村翻土作业。新渝报记者 罗怀芳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当三星堆青铜神树遇见大足千手观音，
一场跨越千年的数字对话正在川渝两地598
家博物馆间精彩上演。五年来，从文物联展
到云端突围，从智慧监测到虚拟破圈，川渝文
博以制度创新激活文化基因，用数字科技重
构文明表达。

长江与嘉陵江奔涌交汇之处，一场跨越
行政边界、融汇千年文明的文化协奏曲正渐
入佳境。

自 2020年川渝两地签署文物保护战略
协议以来，598座备案博物馆以制度破冰之
举打破地域藩篱，以创新融合之姿活化文化
遗产，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宏大叙
事中，书写出区域文博协同发展的生动篇章。

5月 17日，来自两地文物主管部门的统
计数据显示，五载耕耘，川渝文博工作者交出
了一份厚重答卷：截至2024年，川渝598家备
案博物馆中有国家一级博物馆23家，较2020
年增长 35%；两地博物馆年均举办展览超
3000场；2024年两地博物馆接待观众1.28亿
人次，是2020年的2.4倍。

三星堆青铜神树与大足千手观音的千年
对话，正通过科技与创意的转化，演绎为当代
文明的精神滋养。

两地共建从单音独奏到交响共鸣

川渝文博协作的序章，始于制度创新的
破冰之举。回顾携手之初，重庆市博物馆协
会理事长程武彦至今记忆犹新：

2020年《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物
保护利用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首次将革命
文物保护、巴蜀考古研究、石窟寺保护等 11
个领域纳入协同框架。

两年后，川渝博物馆联盟的成立标志着
协作进入深水区，这个最初由12家机构发起
的联盟，如同滚动的雪球般吸纳 141家成员
单位，构建起覆盖革命旧址保护、文物鉴定研
究、学术交流互鉴的立体网络。

在这张协作网络下，沉睡的文物开始跨

越行政区划的藩篱。
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纵目面具与涪陵小

田溪出土的战国鸟形尊，在“花开并蒂——巴
蜀青铜文明特展”中实现三千年后的重逢；重
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东汉说唱俑与四川博物
院藏的唐代彩绘陶舞俑，携手演绎“乐在山水
同声共舞”的韵律美学。

四川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盛建武介绍
说，五年间，30余场联合展览让川渝两地文
物频繁开启“双城出差”旅程，形成“展览策划
同标、文物运输同规、宣传推广同步”的标准
化流程。

同时，协作的触角不断向专业领域纵深
延伸。

在革命文物保护前线，川渝交界的大梁
山杨柳关，303座烈士墓静静矗立。每块石
碑上都镌刻着“杨柳关阻击战无名红军烈士”
12个庄重的大字，纪念碑下的墓志铭令人动
容。这处横跨重庆开州和四川达州两地的红
色革命遗址，如今谱写着新时代川渝共护红
色根脉的动人篇章。

在石窟寺保护战场上，大足石刻研究院
联合安岳文保中心开展的砂岩风化防治工
程，将川渝石窟微环境监测精度提升至 0.01
毫米级；在考古研究阵地上，川渝考古重要发
现联合评审机制的建立，让武胜城遗址考古

现场同时闪现两地专家的身影。
这种打破地域、学科、机构壁垒的深度协

作，印证了来渝的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
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安来顺教授所言：“开创了
区域性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性创新样本。”

双城携手让文物在当代重获新生

当数字技术的浪潮撞上古蜀文明的神秘
基因，川渝博物馆正谱写文化遗产活化的创
新乐章。

三星堆青铜面具化作盲盒玩具，考古探
方概念的包装设计让年轻人体验“发掘文物”
的乐趣；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从馆藏明缂丝
云龙纹片提取元素设计的马面裙，在汉服文
化节上引发抢购热潮。

重庆市博物馆协会秘书长雷学刚说，从
6605种到 12879种文创产品的爆发式增长，
不仅是数量的倍增，更是文化表达方式的质
变：川剧变脸图案的智能音箱、大足石刻飞天
造型的茶具、金沙太阳神鸟纹样的霓虹灯牌，
传统符号与现代设计的碰撞催生出 319%的
收入增长曲线。

教育功能的创新实践也构建起全民美育
网络。在自贡的江姐故里，沉浸式戏剧《最后
的家书》通过全息投影技术重现红岩英烈的

抉择时刻；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节”
夜游活动中，数字光影将考古探方变为星际
穿越现场。

四川省博物馆学会秘书长钟玲对此深有
感触，社教活动从每年 1.2万场攀升至 4.4万
场的背后，是“博物馆+”模式的持续进化：与
中小学共建文博研学基地，与高校合作的文
物修复体验课，每年吸引超 5万名青少年亲
手触摸历史纹理。

区域协同发展的创新实践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国家战略
坐标系中，川渝文博协作正从文化实践升级
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动能。

记者注意到，来自两地文物部门的统计
数据再次交出了切实的答卷：

2024年，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与蜀道
联合申遗取得突破性进展，20座军事城址的
考古发现填补了中国冷兵器时代山地防御体
系的学术空白，蜀道考古项目联动川陕甘渝
四省市勘探的 2000公里古道，重新定义着

“难于上青天”的地理认知。
这些成果不仅为申遗注入硬核学术支

撑，更催生出“跟着考古去旅行”的新型文旅
业态。

我们看到，协同效应在巴蜀大地上激荡
出经济涟漪。三星堆博物馆年接待量突破
300万人次，带动广汉酒店入住率增长 40%、
特色餐饮门店扩张至 300余家；大足石刻景
区周边的文创生态圈，孕育出石刻主题民宿、
数字动画工作室等新兴业态，石刻元素授权
产品年产值超8000万元。

每个节假日，“博物馆热”带动经济增长
的数据比比皆是。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重庆全市博物
馆接待观众140.46万人次，同比增长9.22%；实
现收入 1878万元，其中门票收入 1537万元，
文创收入173万元，讲解/研学收入97万元。

程武彦感慨地说，站在“十四五”规划与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历史交汇点，川
渝文博协作的协奏曲正迎来高潮乐章。从制
度破冰的初创探索到体系化共建的成熟模
式，从文物资源的物理聚合到文化价值的化
学融合，这场跨越巴山蜀水的文明对话，既是
对“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化理念的当代诠
释，更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创新实践。

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众多游客驻足参观。（新渝报资料图）

5月19日是世界家庭医生日。当天，大足区第二人
民医院在龙水金都广场开展“签约有感 健康可及”主题
宣传活动，为提升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了解，让基
层医疗服务惠及更多人，150余人次现场签定家庭医生
服务协议。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摄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5月19日，备受
瞩目的第二届“重庆设计100”优秀案例榜单
正式发布。此次榜单中，来自大足植物染非
遗项目表现亮眼，大足植物染面料入选“十佳
设计产品”，大足植物染非遗项目入选“十佳
产学研合作示范”名单。

植物染，作为一种从植物中萃取染液对
织物进行着色和印花的传统技艺，由染液制
取和手工印染工艺两部分构成。大足植物染
非遗第五代传承人、重庆工艺美术师、中国木
棉守护者刘萍，为突破植物染发展瓶颈，精心

创建了大足植物染项目。该项目拥有300亩
种植基地、1500平方米的染绣工坊、800平方
米的博物馆以及1个大师工作室。

目前，刘萍凭借独特的颜料提取工艺和
印染工艺，尤其是雕膜套染和画馈工艺，让大
足植物染面料焕发出独特魅力。雕膜套染植
物染面料采用植物染料，通过复杂的雕膜与

套染工艺，赋予面料丰富独特的色彩与图案；
画馈工艺植物染面料则先勾勒精美图案轮
廓，再运用特制植物染料，以细腻笔触和层次
分明的色彩搭配进行多色套染。在刘萍的引
领下，大足植物染已广泛应用于服装服饰、家
装家居、古法造纸、化妆彩妆、文创产品和艺
术品创作等多个领域。

如今，大足植物染工坊和博物馆坐落
于拾万镇，是当地乡村振兴的重要农文旅
项目。每年，工坊研学规模达 2万人次以
上。同时，项目在大足职教中心和重庆市
科技职教学院开展教学培训，并与重庆大
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建立了项目合
作关系。

第二届“重庆设计100”优秀案例榜单发布

大足植物染非遗项目入选

□ 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马厚雪

近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截至2024年末，重
庆市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3651万，四川全省持卡人数达
9162万；两地共同打造社保卡服务网点 8098个，累计服
务群众超59万人次。今年初，川渝两地联合出台全国首
个区域协作的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条例，不仅破解了区
域服务壁垒，更以“小卡片”链接起“大民生”。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推进，川渝两地
将“一卡通”立法纳入跨省市合作重点事项，创新“四同
步”机制——高位统筹同步立项、专班推进同步起草、联
动审议同步通过、精准对标同步施行，贯通立法全周期。

市社保局工作人员介绍：“例如，异地就医结算、景区
‘一卡通游’等需求被写入条例。”

“现在去四川出差，社保卡直接刷地铁、借书、看病，再
也不用带一堆证件了。”在重庆某公司工作的李女士感慨。

目前，川渝两地协同工作方案，制定首批应用目录，
推进实施“1342”行动计划（1个专班、3大项应用功能、4
大类创新场景、2个协同案例），实现人社、政务服务“一
码通办”，23项功能互认互通，川渝“一卡通”应用场景深
度拓展。

政务服务，“指尖办事”成常态。电子社保卡与天府
通办、渝快办等平台互通，集成失业金申领、养老保险待
遇资格认证等40项线上服务。重庆市105项人社服务实
现“全业务用卡”，累计补贴待遇进卡超2000亿元。

交通领域，“一卡通行”加速融合。加载交通密钥的
第三代社保卡已在重庆发行330余万张，实现轨道交通、
公交“一卡通乘”，在四川遂宁、重庆潼南等试点区域累计
服务3.2万人次。

文旅场景，“一卡畅游双城”。持社保卡可通刷川渝
42家景区、20家博物馆，并享受门票优惠，200家图书馆
借阅实现“通借通还”。

医疗方面，异地结算“零跑腿”。2023年以来，川渝
两地已实现异地就医免备案结算，惠及群众超530万人。

川渝已共同打造社保卡
服务网点8098个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5月20日，大足区卫生健康
委精心组织，联合区健康教育中心、区中医院、区妇幼保
健院以及龙岗中心卫生院，在宏声文化广场开展2025年

“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提升群众对家庭医生的认
知度和参与度。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了内容丰富、实用
性强的健康教育宣传册以及精美的宣传纪念品。同时，
专业医护人员还为到场的群众提供免费的血压、血糖、
身高、体重测量服务，让群众能够及时了解自己的身体
状况。

在互动交流环节，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向群众解释
“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的目的、具体内容和参与形
式。通过这种面对面的沟通方式，深入开展健康教育，有
效增强了群众的健康意识。此外，带有宣传内容的纪念
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加深了群众对活动的印象，
使更多群众了解到“家庭医生”在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
病诊疗和转诊、病人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
化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大足区举行2025年
“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5月 20日至 21日，大足区
城西中学2025年体育科技文化艺术节火热举行，全校师
生共建共享年度校园文体盛会，展技能、亮风采、学本领，
弘扬拼搏奋斗精神，打造具有城西辨识度的校园文化，生
动实践“知行合一”办学理念。

本届体育科技文化艺术节围绕“五育融合放异彩，筑
梦青春向未来”主题，举办田径赛事、编程大赛、合唱比
赛、趣味运动、优秀学生作业展示、学生兴趣特长展示等
活动，全校师生踊跃参与其中，尽情畅享快乐时光，携手
提升各项活动成效和品质。

两天时间里，校园里洋溢着奋斗激情，充满了欢声笑
语。田径比赛中，运动健儿们无惧高温挥汗如雨，走上赛
场全力以赴，实践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运动精神，磨炼敢
于吃苦、顽强拼搏的坚强意志。

合唱比赛中，师生们大方登台、喜庆联欢，不仅一展
歌喉，还展现乐器演奏才艺，抒发爱国情、奋斗志，感恩
学校和父母。编程大赛中，选手们沉着冷静、反应机敏，
在键盘上敲出一行行代码，显现好学少年的锐气和创
意。优秀学生作业展示区域人气旺盛，同学们认真观看
身边同学的作业本，赞叹之余，也找到了自己学习赶超
的榜样。

城西中学校长邓觉龙介绍，本次体育科技文化艺术
节活动内容丰富，努力构建起德润心、智启慧、体强魄、
美育情、劳铸魂的育人矩阵，引领学生实现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进一步帮助他们找到兴趣所在、信心所在、特
长所在、目标所在，助推他们更好地成长成才。

大足城西中学

体育科技文化艺术节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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