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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文/图）
近日，大足区龙水镇雅美佳荷花育种基
地内，一朵罕见的并蒂莲悄然绽放。尤
为特别的是，这朵并蒂莲来自基地最新
培育的太空荷花品种“山城花港”，该品
种今年首次开花，便迎来并蒂莲的惊喜，
珍稀程度再攀新高。

雅美佳荷花育种基地坐拥 2000亩
荷花种植区，每年约 1000万朵荷花次第
开放。而并蒂莲因自然发生概率仅为十
万分之一，一直是荷塘中极难遇见的“珍
稀景致”。在众多荷花中，此次绽放的并
蒂莲所属品种为“山城花港”，是基地全
新培育的太空荷花品种。作为太空育种
技术的结晶，该品种今年首次开花，就献
上了这份“意外之喜”。

除了“首花即并蒂”的罕见性，“山城
花港”本身也亮点十足：开花量大、瓶插
存活时间长、花香馥郁、花色粉白娇艳，
兼具观赏与实用价值。此次首开即现并
蒂莲，既印证了太空育种的创新成果，也
为荷花培育领域增添了珍稀样本，目前
已吸引不少游客和花卉爱好者慕名探访。“首花即并蒂”的“山城花港”荷花品种。

大足雅美佳

太空荷花首次花开即现并蒂莲

□ 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实习生 胡思佳

近日，重庆大足区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工作中迎来新发现：因玉滩水库水位持续下
降，一批精美绝伦的宋代摩崖石刻造像在龙
水镇高坑村金竹湾水域深处重现天日，其艺
术风貌竟与闻名遐迩的大足石刻一脉相承。

究竟这些常年沉于水下的石刻上雕琢了
什么，它们的被发现又有何重要意义？7月
14日，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相关负责人道出
了答案。

水位退落千年石刻真容重现
人间

今春以来，大足区持续少雨，玉滩水库水
位一降再降，正是这看似寻常的自然变化，成
为揭开历史面纱的关键。

当水库水位线退至特定位置，往日深藏
碧波之下的一处崖壁逐渐显露真容。大足石

刻研究院文物工作者闻讯而至，在水库河畔
的峭壁上，发现了这组被世人遗忘数百年的
艺术瑰宝——金竹湾摩崖造像。

只见这片露出真容的石刻群依崖而凿，
分布在高约3米、宽约6米的狭长区域内。经
初步勘察，自左至右共编号6个龛位，总计存
有造像约 27身。其中，第 2至 4号龛规模宏
大、保存相对完好，成为此次发现的核心；其余
龛位则体量较小，或为空龛，或造像风化严重。

水波荡漾间，峭壁上的石刻轮廓若隐若
现，如同被时光封印又由自然之手重新掀开
的画卷。水落石出，千年遗迹重见天光，这既
是自然气候的偶然馈赠，更是文物普查工作
者敏锐洞察力的必然成果。

龛窟精雕再现宋代造像艺术
典范

这片宋代石窟究竟雕琢了哪些内容？大
足石刻研究院工作人员一一道来：

其中 2号龛为圆拱形制，龛内主尊水月
观音坐高 50厘米。尽管面部与右臂、右腿
残损，仍可见其头戴宝冠，缯带垂肩，上身
斜披络腋，下着长裙，左臂撑台，盘左腿端
坐于方台之上。其姿态闲适，尽显水月观音
特有的自在之韵。水落石出后，其静谧身
影重沐天光，水月观音的姿态在大足宋代
石刻中虽为常见题材，此龛却因水底沉睡
而保存了未被风霜严重侵蚀的细节，线条
流畅可见。

3号圆拱龛规模最大，龛内正壁主尊释
迦佛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莲座上。虽面部残
损，但螺发清晰可见，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
左手抚膝。佛像身后浮雕的椭圆形火焰纹背
光，焰尖直贯龛顶，极具动势与庄严感。左右
弟子合十礼拜，两侧侍者手托器物。龛口外
侧原有力士守卫，现仅存右侧一尊，其怒目圆
睁、袒露上身、下着短裙、飘带飞扬、持物上举
的形象，生动展现了护法神祇的威猛力量。
水退之后，释迦佛与侍立弟子、护法力士重列

一堂，仿佛一场凝固千年的说法场景被水波
轻柔拂去尘埃，完整呈现。

4号方形龛题材独特，布局开阔。主尊
为怀抱幼童的诃利帝母，梳高髻，着华服坐
于方台。其身右侧可见五名嬉戏幼童。右
侧乳母体态丰腴，盘腿而坐，怀抱幼儿作哺
乳状，双肩后另各有一幼童。龛外崖壁上还
雕刻有礼拜像及肩负长杆者立像。水落而
出的诃利帝母怀抱幼童端坐，身边围绕嬉戏
孩童与哺乳乳母，宋代民间信仰中对多子与
护佑的深切祈愿，在这一龛石刻中化为永恒
温情的画面。

新发现造像为大足石刻宝库
再添新章

此次金竹湾摩崖造像的发现意义非凡。
其造像题材——水月观音、释迦说法、诃利帝
母等，均是大足石刻宋代造像中广泛流行的
经典内容。造像人物雕刻精细，比例匀称，龛
形装饰特征鲜明，人物造型比例及整体艺术
风格，与大足石刻宋代造像如出一辙，无疑属
于同一成熟艺术体系下的产物。

大足石刻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
发现不仅为大足石刻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增添
了新的艺术题材实例，更如一把新钥匙，为学
术界深入探究巴蜀地区宋代水月观音、诃利
帝母等造像的演变脉络、区域传播与雕刻技
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崭新实物证据。水落
石出处，一段被淹没的石刻艺术史浮出水面，
重新连接起大足石刻的辉煌谱系。

玉滩水库之畔，宋代工匠的虔诚与技艺
因水位下降而重见天日。金竹湾摩崖造像作
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要收获，其水落
石出的过程本身就如同一则传奇——自然之
力无意间揭开了时间封印，使这组深藏水底
的宋代石刻瑰宝重绽光芒，为理解大足石刻
艺术在宋代巴蜀地区的繁荣与流布，提供了
沉默却无比有力的崭新注脚。

金竹湾摩崖造像远景。（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金竹湾摩崖造像全景。（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

沉睡玉滩水库水底的宋代石窟雕琢的是啥

遗失启事

□ 华龙网记者 秦思思

高校大学生和乡村能擦出怎样的火花？近日，四川
外国语大学商务英语学院“染韵新趣·红翼飞扬”实践团
奔赴重庆市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开启了一场非遗之旅。

长虹村隆平五彩稻田，承载着袁隆平院士早年农业
科研的珍贵记忆。实践团成员在当地农民指导下，躬身
入田，体验插秧辛劳。

四川外国语大学教师金晶介绍，从分秧、定距到稳
根，一次次弯腰劳作，让年轻学子深切感知“粒粒皆辛苦”
的真谛，感悟农业科研者与劳动者的坚守。同时也让学
生们了解到如何实现农田价值的多维拓展。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外国语大学商务英语学院与还
与刘萍植物染绣非遗工坊正式挂牌共建“美育合作单
位”。这一平台将致力于非遗传承与人才培养，为古老技
艺注入青春力量。

作为大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统植物染
技艺的第五代主要传承人，中国木棉守护者、重庆工艺美
术师刘萍为师生揭开了植物染的神秘面纱。她系统阐释
了从本地植物萃取染料，到融合多元技法、将生活场景升
华为独特艺术风格的全过程。学子们执起蜡刀于棉布勾
勒，历经染色、脱蜡，蓝白交织的纹样跃然呈现。

“这亲手实践的环节，不仅让年轻一代掌握了基础技
艺，更深切体会到匠心与不易。”四川外国语大学相关负
责人说，从五彩稻田的汗水滴落，到染坊中蓝靛的绽放，
川外学子在长虹村触摸到乡村振兴的强劲脉动。未来，
学院将依托“语言+商务”专业优势，助力长虹村双语标识
升级、多语种宣传片制作，并拓展农特产品跨境推广渠
道，让世界看见长虹村的振兴新貌，为乡村持续发展注入
高校智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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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外学子奔赴大足乡村
开展社会实践

□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文/图

大足区智凤街道传来振奋人心的消
息——大足富葛加工中心正式投产运
营，标志着本土葛根产业成功破局。

“富葛鲜片”基于富葛实业与西南大
学联合培育的创新品种，以及其核心锁
鲜技术双核驱动优势，不仅催生出兼具
营养与美味的药食同源新产品，更推动

大足富葛产业形成了从种植到精深加工
的完整闭环，为大足本土葛根产业带来
了全新的发展契机，标志着产业成功突
破瓶颈，昂首阔步迈入品牌高质量发展
的全新阶段。

在智凤街道登云社区 5组、总面积
达 7000余平方米的三层现代化加工基
地里，机器的轰鸣声与工人们忙碌的身
影交织成一幅充满活力的生产画卷。

“当下市场对富葛产品的需求呈现
出爆发式增长，产品供不应求的态势十
分明显。”重庆富葛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秦卫东介绍，“就在近期，公司向重庆观音
桥的一家大型超市成功销售了1万多袋、
4吨富葛产品，销售额高达40多万元；西
南大学桂园宾馆也一次性大批量进货
4000多袋，销售额达6万多元。仅今年上
半年，富葛产品就在海内外市场斩获了
800多万元的销售额，市场供不应求。”

秦卫东介绍，大足区生产的富葛都
将在富葛公司的加工中心进行深度加
工，开发出富葛鲜片、富葛香茶、富葛膳
食纤维粉、富葛香米等丰富多样的产品，
预计单品类年产量可达 300吨，年原料
消耗总量3万吨。

其中，“富葛鲜片”无疑是加工基地
的明星产品。它依托富葛实业与西南大
学联合培育的创新品种，结合企业自主
研发的核心锁鲜技术，成功打造出兼具
丰富营养与独特美味的药食同源新产
品，推动大足富葛产业形成了从原材料
供应到精深加工的完整闭环，实现了产
业价值的最大化。

富葛加工厂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
同时，也为当地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
处。大足区智凤街道登云社区脱贫巩固
户肖兴文感慨：“以前只能守着几亩地，
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现在在家门口
的富葛加工厂上班，每月能挣 2000多
元，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大足富葛葛根变身“金疙瘩”

工人正在加工葛根产品。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7月12日，
大足区科技馆“科妙启智・暑期科学课”
第二期活动在科创空间火热开展。以
《秤里乾坤》为主题，活动为30名小学生
打开了探索杆秤奥秘的大门。

大学生志愿者吴俊娴引导孩子们寻

找生活中的秤，了解其类型与用途。在
讲解环节，吴俊娴将电子秤与传统秤对
比，把杆秤原理比作跷跷板，让晦涩的科
学知识变得生动易懂。随后，吴俊娴示
范了正确拿秤方式，并详细说明操作注
意事项，为孩子们的实践环节筑牢安全

规范之基。
最激动人心的当属制作简易杆秤环

节。孩子们摩拳擦掌，化身专注小工匠，
小心翼翼地将秤杆、秤砣、提绳等材料组
装起来。不一会儿，一个个简易杆秤在
他们手中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课程还融入传统文
化元素。志愿者讲述秤里蕴含的古人智
慧与诚信文化，让孩子们明白古人用秤
所秉持的公平公正原则，仿佛穿越时空，
感受古人对诚信的坚守。

大足区科技馆

暑期科学课解锁“秤里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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