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链接>>>

（一）沙坪坝区文物局：林园—林森
公馆四号楼保护修缮工程

（二）云阳县文物局：张桓侯庙屋面
保护修缮工程

（三）渝北区文物局：龙兴古建筑群
—龙藏宫保护修缮工程

（四）合川区文物局：龙多山摩崖造
像及题刻（东崖）本体保护工程

（五）合川区文物局：钓鱼城古地道
遗址本体保护及展示工程

（六）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石刻小
佛湾造像保护修复工程（第一阶段）

（七）巫溪县文物局：大宁盐场遗址
保护修缮工程

（八）璧山区文物局：广普谢氏民居
（谢唯进故居）保护修缮工程

特别奖
大足石刻研究院：中意合作大足石

刻舒成岩摩崖造像保护修复工程

2025年度重庆市
文物保护优质工程

XIN YU BAO

032025年5月23日 星期五
责编 胡玉龙 美编 陈丽朵综合

□ 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在巴渝大地的千年文脉中，一场“古今对
话”正悄然绽放——近日，2025年度重庆市文
物保护优质工程名单发布：合川钓鱼城古地
道遗址的“数字城墙”跃动科技之光，大足石刻
舒成岩摩崖造像上演“中意联袂”，巫溪大宁盐
场遗址里飘荡起跨越百年的盐工号子……

5月 21日，重庆市文物局文物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8项工程与 1项特别奖，如同一串
璀璨的明珠，串联起历史修复的匠心、科技赋
能的智慧与文明互鉴的胸襟。从摩崖石刻的

“微创手术”到近代公馆的“时光复活术”，这
场文物保护“优等生”的集体亮相，不仅让沉
睡的文物焕发新生，更让山城故事在砖瓦间

“开口说话”。

科技赋能让传统“对话”现代技术

文物保护，既要留住历史的“形”，更要守
住技艺的“魂”。在合川区钓鱼城古地道遗址
保护工程中，随工考古与三维扫描技术成为
关键。施工前，团队对城墙遗址进行毫米级
三维建模，通过虚拟修复模拟石构件归位效
果，再以实体修复精准还原历史原貌。这种

“数字先行”的模式，既避免了施工对遗址的
二次破坏，也让每一块斑驳的城砖找到“回家
的路”。

大足石刻小佛湾造像的保护则展现了跨
学科攻坚的力量。项目团队融合材料学、化
学、地质学等多领域技术，利用微观结构分析
和无损物探手段，区分造像的历史原构与后
世修补痕迹。针对贴金层起翘等顽疾，研发
出一套从病害机理研究到修复材料筛选的全
流程技术体系，让千年石刻在科技护航下抵
御风化侵蚀。

渝北区龙兴古建筑群的修缮，将高延性
混凝土与传统夯土工艺结合，既加固了濒临
倒塌的风火墙，又保留了墙体上每一道岁月
的裂痕。

市文物局文物处相关负责人说，这些工
程印证了一个真理：文物保护不是简单的“修
旧如旧”，而是让传统工艺在科技赋能中实现
升华。正如在璧山区谢氏民居修缮中，匠人
以“打牮拨正”技艺矫正倾斜梁柱，同时借助
建筑考古厘清历史脉络，最终让这处民居在
原汁原味中延续使命。

以开放胸襟进行国际合作

大足石刻舒成岩摩崖造像保护修复工
程，首次架起了中意文化遗产保护的桥梁。

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蒋思维说，面对潮
湿环境下彩绘贴金石质文物的治理难题，中
方团队引入意大利石质文物保护理念，结合
生物技术与激光清洗等尖端科技，攻克了病
害治理的技术瓶颈。项目不仅建立起“调查
—试验—修复—监测”的全流程国际合作范
式，更通过“以修代训”培养出一支兼具国际
视野与实操能力的本土团队。

这场跨越亚平宁山脉与巴渝群山的对
话，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跃升。意大利专
家对“最小干预”原则的深刻理解，与中方“修
旧如旧”的传统智慧不谋而合。双方在舒成
岩造像修复中达成共识：保留一道自然形成
的裂纹，远比过度修补更有价值。这种对文
物原真性的极致追求，为全球石质文物保护
提供了新思路。

而合作的深意，远不止于单一项目。中
意团队联合编撰的技术手册、共建的实验室，
正成为跨国文保合作的“种子”。正如蒋思维
所言：“我们修复的不仅是造像，更在搭建文
明互鉴的桥梁。”

以精微之力筑牢文物“生命线”

文物保护的本质，是对历史痕迹的敬畏
与留存。在巫溪县大宁盐场遗址修缮中，团
队直面屋顶坍塌、木构件糟朽等难题，以“不
改变文物原状”为铁律，采用高延性混凝土加
固与木构修复传统工艺，确保每一处裂缝的

填补、每一根梁柱的替换均与原结构无缝契
合。工程不仅根治了文物的“病痛”，更通过
严谨的考古测绘与材料分析，完整保存了古
代盐业生产的建筑形制与工艺细节，为后世
留下真实的历史切片。

沙坪坝区林园历史官邸四号楼的保护
修缮，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行动。面
对格局破坏与结构隐患，团队以“最小干预”
为准则，依托阁楼遗存的板瓦复原屋顶形
制，并抢救性复原濒临失传的“燕窝泥”工
艺。从拉毛灰肌理的精准修复到双折坡屋
顶的复原，每一处细节均以科学数据与历史
档案为依据，让建筑的历史信息在修复中得
以完整延续。

合川区龙多山摩崖造像及题刻的治理，
更体现了“病因导向”的前瞻思维。项目团
队从根源入手，构建导水排水体系消除水
害，采用脱盐工艺根治可溶盐侵蚀，并通过
便携式分析技术控制表面清理力度。修复
过程中，匠人严格遵循原始技法，对石刻的
局部修补既补强了结构，又未掩盖岁月刻下
的沧桑肌理。这种“病因治理+原真修复”的
体系，为同类石刻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
路径。

重庆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长袁东山
说，从科技赋能的跨界融合，到国际合作的智
慧碰撞，再到精微至毫厘的匠心守护，重庆文
物修复团队以创新与坚守，为文化遗产注入
持久生命力。这些工程不仅是技术的突破，

更是对历史的郑重承诺——让每一处古迹在
岁月长河中，始终保有最初的容颜与温度。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文/图）5月22日是国
际生物多样性日，在巴岳山，一场“山野无痕·多样共生”
生态守护行动在这里开展。志愿者、学生团体、社区居民
等众多参与者深入林区，通过实际行动践行“无痕山林”
理念。

在“山林净塑行动”中，志愿者们分成多个小组，穿梭
在林间认真清理各类垃圾，尤其是不可降解的塑料制
品。参与者们还仔细填写《生态观察表》，记录下在山林
中发现的动植物种类，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鸟类和濒危
植物。“参加这次活动感觉特别有意义。以前来爬山只是
欣赏风景，这次通过清理垃圾和记录动植物，让我真正意
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重庆工程学院大一学生刘
兆亮说。

随后开展了“自然课堂进山野”活动，林区工作人员
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讲座，让参与者们深入了解了生物
多样性的奥秘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山林
入口的“无痕承诺墙”前，参与者们还纷纷签名、按手印，
许下自己的环保承诺。

大足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活动不仅
清理了山野垃圾，改善了生态微环境，更重要的是增强了
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以实际行动向公众传递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重要性，共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守护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志愿者林间清理各类垃圾。

新渝报讯（记者 张琦 杨琢 实习生 刘
科余 文/图）“现在桥修好了，我们出行不用
绕路，方便多了。”5月20日，位于大足区石马
镇新立村的一座水毁重建桥梁——黑水凼桥
建成通车后，当地村民陈显润高兴地说。当
天上午，不少村民自发聚集在黑水凼桥前，庆
祝这座“民生桥”通车。

黑水凼桥连接石马镇新立村，拾万镇将
军村，玉龙镇黄桷村、新益村等地，是周边

3000余群众出行往来的必经之地。2023年7
月，原有的桥梁被大雨冲毁。“村民们出行至
少需绕行 6至 7公里，多花 30分钟。”新立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立川介绍。

去年，黑水凼桥重建项目纳入大足区农
村公路水毁重建工程，今年2月正式动工，至
5月 20日通车。据施工单位介绍，新桥全长
30米，采用钢筋混凝土桥台+现浇空心板工
艺，抗洪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黑水凼桥重建通车，是群众期盼已久的
喜事，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我们村的交通条件，
也能促进周边各镇、村的交流与合作。”刘立
川说。

▶村民驾车经过新建成的黑水凼桥。

大足区石马镇水毁桥梁重建通车

3000余群众出行更方便

□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通讯员 杨雪雪

在重庆市大足区高升镇太和村，有一位百
岁老人——薛桂琴，她以独特的生活智慧与豁
达心境，成为邻里间口口相传的“长寿典范”。

百岁老人的“养生宝典”

薛桂琴老人虽已百岁高龄，却耳聪目明，
她的生活规律就像一部精准的“养生宝典”。

今年 103岁的她，精神矍铄、思维敏捷，
交谈时声音清晰，无须旁人刻意提高音量。
薛桂琴老人自豪地分享自己的养生秘诀：每

日保证充足睡眠，饮食坚持营养均衡，蔬菜水
果是餐桌上的常客，油腻食物则鲜少沾染，还
坚持每日补充蛋白质。

这般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不仅让老人
身体硬朗，还影响着整个家族的饮食习惯。
据悉，老人三个子女中最小的女儿也已71岁，
足见健康生活方式与长寿之间的紧密联系。

乐观豁达如春风

心怀时事，情系亲情，薛桂琴老人的乐观
豁达如春风般温暖着身边众人。

虽已至耄耋之年，她对时事新闻却始终

保持着敏锐的关注。从农民养老政策到居民
医保改革，她都能与儿孙们畅谈自如。老人
常说：“家庭和睦比万金还珍贵，邻居和睦赛
过金宝。”在她心中，生日不仅是个人纪念日，
更是维系亲情的纽带。每年家中晚辈生日，
她总会提前叮嘱家人筹备宴会，让几代人围
坐在一起，回忆往昔、展望未来。

薛桂琴老人的孩子们感慨，正是高升镇
深厚的孝廉文化，让他们对孝顺老人有了更
深的领悟，能在生活的细微之处给予老人无
微不至的关怀。这份对亲情的珍视，让整个
家族和睦融洽，邻里关系也因她的谦和友善
而更加亲密。

政策关怀暖人心

党的政策关怀如暖阳，百岁津贴传递着
社会的温度。作为高升镇的百岁老人，薛桂
琴每月都能享受到政府发放的高龄津贴。这
笔补贴，不仅是对她长寿的礼赞，更是社会对
老年群体关怀的生动体现。

目前，高升镇党委政府不断完善养老服
务体系，通过发放津贴、建设养老设施等举
措，让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薛桂琴的家人
感慨万千：“政策好，人心暖，母亲的长寿离不
开社会的支持。”

保护城市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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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老人薛桂琴的“长寿诗”

新渝报讯（记者 陈安林 熊敏秀）5月 21日晚，2025
年大足区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暨全民艺术普及展演活动启
幕。首场文艺展演——“绿色未来·艺韵香国”重庆资环
学院专场在南门广场开演。

广场上，市民们早早聚集，翘首以盼，线上直播也同
步预热。开场舞《盛世欢歌》中，舞者们红衣飘飘，动作整
齐优美，瞬间点燃气氛；《山河鼓韵·十年华章》里，激昂鼓
点与灵动舞姿结合，气势恢宏；朗诵《资环颂》饱含深情，
诉说学院风采；舞蹈《额尔吉纳河》尽显民族风情……节
目精彩纷呈，吸引了近千名市民驻足观看。

本次服务宣传周将持续至 5月 28日，推出六大主题
活动，既有李小强、刘圣萍等学者、教师解读《大足石刻文
化中的美育教育》，也有川剧变脸、折子戏等非遗展演。
同时，美术书法摄影展将在文化艺术中心开展。

2025大足区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幕
推出六大主题活动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5月22日上午，第八届中国・

重庆职业技能大赛在涪陵区开幕。作为重庆规格最高、参
与最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大赛吸引了全
市635名“能工巧匠”同台竞技，在119个比赛项目中展开
激烈角逐。大足区人力社保局选派出16名选手出征，参
加16个项目的比赛。

本次大赛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市人力社保局、市
教委、市农业农村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涪陵区
人民政府承办，以“技高行天下·能强走世界”为主题，共
设置 119个比赛项目。其中，50%的项目紧密对接全市
重点产业、新兴职业，35%的比赛项目直指数字经济新蓝
海，充分体现了“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地方特色经济双轮驱
动”的办赛理念。大赛采取“集中+分散”办赛形式，集成

“赛、展、演、会”多元模式，搭建起技能人才与产业对话的
平台，为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筛选“千里马”
式的可造之才。

大足区参赛选手来源广泛，既有从业多年的本地企
业职工，也有来自重庆资源环境学院、重庆科技职业学
院、大足区职教中心等大足本地职业院校的教师和在校
学生。他们的竞赛项目包括美发项目、美容项目、社会体
育指导（健身）项目等。

大足区选手付雪女士参加了美容项目的比赛。她欣
喜地说，这次能够代表大足区参赛，自己感到十分光荣，
必定会全力以赴，争取获得好名次，同时也会虚心向其他
选手学习，争取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以后能够更好地为
大足市民服务。

“希望通过比赛选拔出大足技术高手、巧手、能手，树
立群众身边的劳动榜样，更好地促进先进技术推广，带动
相关行业发展，提升大足制造业、服务业等各行业水平。”
现场为大足选手们助阵加油的大足区就业和人才中心主
任周前云表示。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5月21日下午，
正在重庆旅游的湖南游客黄强先生，中断旅
游行程，从重庆北碚区专程来到大足石刻景
区，送上表彰锦旗，致谢大足石刻旅游集团公
司职工陈洋，感谢陈洋三天前不辞辛苦帮忙
找回遗失在大足石刻景区的手机。

“陈洋助人为乐，向雷锋学习。感谢，十
分感谢。大足帅哥，温暖人心。”一起来致谢
的黄强家人们频频对陈洋竖起大拇指，“我们
太感动了。”

三天前的 5月 18日，黄强和亲友一道来
到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旅游。上午 10点 40
分，正在大佛湾看石刻的黄强猛然发现自己
的手机不见了。他想起自己在景区接待中心
登上游客摆渡车的时候，手机还在裤兜里。

“手机肯定是从游客接待中心到大佛湾的
这段路上遗失的。”黄强连呼糟糕，手机里
有一些重要的资料，如果找不回来就麻烦
了。他连忙拉住附近的景区工作人员陈
洋，向他求助。

陈洋随即带着黄强沿路步行寻找手
机，一路上给黄强的手机打电话，却一直处
于无人接听状态。两人顶着烈日往返两
趟，却一无所获，此时已经十分疲惫。因为
回程时间紧迫，黄强只得乘车先离开。陈

洋答应他继续寻找。到了下午 5点，黄强
用别人手机给陈洋发来遗失手机的定位，
对景区环境十分熟悉的陈洋，很快在一处
草丛中找到了那部处于静音模式的手机，
当即发快递，给黄强旅居在重庆北碚区的
住所寄送过去。

回忆手机失而复得的过程，黄强拉住
陈洋的手激动地说：“陈洋，你是好样的。”
黄强的妻子邹慧忠女士也赞叹说：“要给他
钱，他也不要，真是令人感动。大足石刻劝

人向善，陈洋做了好人好事，弘扬了大足石
刻文化。”

面对赞誉，陈洋说，为游客提供贴心服
务、排忧解难，是大足石刻景区每个工作人
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以游客
为中心，想游客之所想，急游客之所急，用优
质的服务，让各地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留下美好的大足旅游印象。”

“我已经到大足石刻景区旅游四次了，以
后还会常来的。”黄强说。

大足景区工作人员帮助找回手机
湖南游客折回大足专程致谢

新渝报讯（记者 毛双 张玮）昨晚至今晨，大足区出
现了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记者从大足区气象局获悉，5
月 22日 1时至 5月 22日 7时，大足区累计降水量 2.5-
123.4毫米。其中，最大降水量和最大的小时雨量均在玉
龙镇，分别为123.4毫米和114.6毫米，刷新了大足地区小
时雨强历史纪录。

气象资料显示，本次强降水主要分布在东偏南的巴
岳山附近，大足城区降雨量为12.5毫米，双桥经开区93.5
毫米。玉龙镇、邮亭镇等2个镇街4个雨量站达到大暴雨
（100.0-123.4毫米），通桥街道、双路街道、珠溪镇、龙滩
子街道、邮亭镇、龙水镇等6个镇街11个雨量站达到暴雨
（59.8-94.4毫米），雍溪镇、古龙镇、拾万镇等 3个镇街 6
个雨量站达到大雨（25-49.9毫米）。

本次降水是大足区今年以来的第一次区域性暴雨天
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
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镇积涝等次生
灾害。

大足局地小时雨量
114.6毫米创纪录

第八届重庆职业技能大赛开赛

大足16名选手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