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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分类 占比
1 医疗卫生 26.99%
2 住房城建 18.26%
3 劳动人社 18.07%
4 市场监管 7.02%
5 交通运输 3.58%
6 治安管理 2.15%
7 城市管理 1.77%
8 民生服务 1.57%
9 区县服务 1.50%
10 科教文旅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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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解决了

这些事还没解决

看公益诉讼如何强力介入文物古迹保护
——美好生活热线打探合川龙多山摩崖造像及题刻保护现场

本报讯 （记者 周松）“重庆检察机
关一直非常重视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市
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至2022
年5月，全市检察机关在文物和文化遗产
保护领域立公益诉讼案128件，发出诉前
检察建议 103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3
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件。

该负责人介绍，除了通过立案、发出
诉前检察建议等方式保护文化遗产，
2020年7月，市检察院还与市文化旅游发
展委签订《文化遗产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协
作协议》，建立信息通报、案件线索移送、
人才交流等九项协作机制。

市检察院聘请市文化旅游发展委6
名工作人员担任特邀检察官助理，特邀检
察官助理可受邀参与全市检察机关文化
遗产保护公益诉讼的线索摸排、调查取证
工作，为办案提供专业意见。

市文化旅游发展委聘请市检察院、五
个检察分院各1名资深检察官担任文化
遗产保护专员，为文物保护部门提供法律
咨询等。

同时，立足打造市级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大足区检察院在大足石刻博物馆设立
文化遗产检察官办公室，聘请大足石刻研
究院3名专家担任特邀检察官助理。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类公益诉讼 全市已立案128件

【相关新闻】

□本报记者 周松

摩崖石刻，是指人们在天然的石壁上
摩刻的所有内容，包括各类文字石刻、石刻
造像等，是一种源于远古时代的记事方式，
盛行于北朝时期，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
连绵不断，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
值，享誉中外的大足石刻就是其中之一。

针对部分摩崖石刻未得到有效保护的
现状，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职能，协调相
关部门共同推进保护工作。近日，重庆日
报美好生活热线记者跟随办案检察官，来
到合川区龙多山摩崖石刻保护现场。

数百米的山崖石刻作品近百件

6月15日，记者驱车来到位于合川区
城北约60公里的龙凤镇龙多山，沿着蜿蜒
的山路一直向上，车只能停靠半山腰。

下车后，沿着山路往上走约20分钟，就到
了山顶。龙佛寺正门一侧，沿着山崖有一约两
人宽的小路，行走几分钟，视野豁然开朗，映
入眼帘的是一排排临崖搭建的脚手架，以及
刻在岩壁上的一尊尊佛像和一幅幅题刻。

走近细看，部分佛像虽有些风化，但刻
画精美，宛如真人，他们有的盘膝而坐，有
的双手合十，神态各异。一幅幅题刻有大
有小，大的字有一米见方，小的则不到巴掌
大小，它们有的笔锋苍劲有力，有的飘逸潇
洒不拘一格。不过可惜的是，有的题刻损
毁严重，上面的文字已经难以辨认。

据合川区检察院检察官黄子君介绍，龙
多山摩崖石刻的造像始于唐代天宝十年，也
就是公元751年，晚唐至宋代期间极为兴
盛，共有造像龛、浮雕舍利塔等近百龛，多为
小型浮龛，在龙多山东南西北多个方向均有

分布，造像题材丰富，主要有西方净土变、观
音、三世佛等，其中净土题材尤为多见。

题刻也始于唐代，其后，宋元明清各有
增刻，尤以宋代最多，大多分布于东崖、田
湾石壁之上，其他方向亦有零星分布。

石刻损毁严重 检察官介入督促保护

“龙多山石刻存在自然破坏和人为破
坏的情况，自然破坏主要表现为滑坡、岩体
垮塌、表层片状剥落，以及风化剥蚀、生物
破坏。”说起自己与龙多山摩崖石刻结缘，
黄子君有些惋惜。

“可惜自己没有更早发现这里的情
况。”黄子君说，2020年初，合川区检察院
启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公益诉讼探索。
经摸排发现，合川区共有不可移动文物
900余处。正好当时接到群众反映，龙多
山摩崖石刻东崖有一违章建筑，是当地村
民为香客们烧香拜佛而建，而违章建筑内
有部分造像及题刻，如果一直放任不管，会
对造像及题刻产生损害。

“我们当时找来专家勘查发现，违章建
筑内存在烧香、做饭等行为，其形成的油烟
将周边的石刻熏黑，直接损坏文物。”黄子
君说，除此之外，因紧邻龙佛寺，每年春节
等固定时期，前来烧香的游客众多，对石刻
也造成了一定损害。

黄子君随后向龙凤镇政府了解情况，
该违章建筑是当地一村民于上世纪80年
代末90年代初修建的，目的是利用当地的
题刻、石像等文物收取香火钱。

黄子君还发现，在他们调查的时候，合
川区相关部门也在同步跟进，并完成了龙
多山摩崖造像及题刻本体保护工程和危岩
治理工程专项资金的申报，只是还未到正

式施工阶段。

合川成立钓鱼城遗址检察官办公室

调查清楚后，合川区检察院向龙凤镇
政府和区文化旅游委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并组织龙凤镇政府、文管所工作人员召开
座谈会，就如何加强龙多山摩崖石刻修复
工作推出具体举措。

相关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
加快推进违章建筑拆除和文物保护工作。
目前，龙多山摩崖石刻的保护工程正处于
施工阶段。

人民监督员、合川区文管所文博副研
究馆员黄理告诉记者，检察机关立足公益
诉讼职能，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

变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作为一名从事
文物保护近四十年的工作者，他感到十分
欣慰。

“总书记曾说，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
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
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
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
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合川区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杨洪广表示，为加强
文化遗产保护，今年2月，在市检察院的指
导和区委的重视支持下，该院专门成立钓
鱼城遗址检察官办公室，积极开展文物保
护公益诉讼监督、法治宣传教育等工作，进
一步完善与行政机关工作协作机制，共同
画出文物保护同心圆。

市民来电：渝中区大溪沟街道红球坝社区枣子
岚垭正街120号附近火锅馆排放的油烟影响到周围
居民生活，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九龙坡区龙泉路8号志龙倚佳园小区
有两部电梯被损坏，长时间得不到维修，导致市民出
行很不方便，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长寿区石堰镇金星村2组自来水水质发
黄，影响附近村民正常用水，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酉阳县龙潭镇川主村2组的饮用水被
污染，呈现黑色，影响周围村民生活，希望相关部门
核实处理。

（12345提供 截至6月29日）

人行道安装地锁 拆除整改

市民反映：九龙坡区朵力名都公交站附近的餐
饮店铺私自在人行道安装地锁停车，希望相关部门
核实处理。

九龙坡区九龙镇办事处回复：已立即调查核实，
该处U型锁车设施属于餐饮门店私自安装，街道城
管中队已现场进行协调，责令经营户自行拆除，现已
完成整改。

道路垃圾异味扰民 立即清运

市民反映：南岸区保利堂悦小区附近的道路上，
有垃圾积存未及时清扫，散发的异味扰民，希望及时
清运。

南岸区天文街道办事处回复：查实后立即安排
环卫公司对该处垃圾进行清运，现已处理完毕。

道路破损影响安全 查实修复

市民反映：沙坪坝区沙正街11号附近人行道路面
破损，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沙坪坝区沙坪坝街道办事处回复：经核实，路面
的确存在破损现象，街道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
修复，现已处理完毕。

搭建钢棚搞经营 责令拆除

市民反映：两江新区天宫殿街道水晶郦城重百
超市至龙湖水晶郦城静苑南门的人行通道上，有人
违规搭建钢棚搞经营，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
核实处理。

两江新区天宫殿街道办事处回复：街道执法人
员立即核实处理，已责令商家进行拆除，现已拆除
完毕。

货物堆放人行道 搬离清理

市民反映：铜梁区东城街道石磙三路8号附近商
铺将货物堆放在人行道上，市民通行不便，希望相关
部门核实处理。

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回复：工作人员到现场
查看，要求店主严格遵守城市管理相关条例，严禁占
道堆放货物，并立即将堆放的货物搬离，现已清理完
毕，后期将加强此路段巡逻。

公园景观灯破损 勘查维修

市民反映：荣昌区国泰路八景圆公园内景观灯
破损，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尽快修复。

荣昌区灯饰照明所回复：工作人员立即到现场
进行勘查，此处景观灯无保护盖情况属实，已对无保
护盖的景观灯进行维修，现已维修完毕。

绿化带违法停车 劝离巡查

市民反映：长寿区凤城街道永泰花园小区附近
人行道上，机动车占用人行道绿化带违法停车，希望
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长寿区凤城街道办事处回复：工作人员已将停
靠在绿化带的车辆劝离，并在绿化带周边拉上警戒
线，在单元出入口及公共地带张贴温馨提示，提醒周
边居民不能违停。后续将加强宣传和日常巡查，避
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记者 崔曜 整理）

让孩子说得明老人听得清

重庆这支听力康复团队要做
“声音的守护者”

▲重庆医科大学“新声
喜语”公益项目走进忠县特
殊教育学校。

受访者供图

▶康厚墉正在为患者
做检查。

记者 何赛格 摄/视
觉重庆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王懿瑶

6月23日，重庆医科大学“新声喜语”
公益项目走进忠县特殊教育学校，这是重
庆医科大学听力与言语康复学系常务副主
任，重医附一院耳鼻喉科教授、主任医师康
厚墉的团队第三次来到这里，开展“新声喜
语”康复软件试用后的短期效果评估、问题
收集与调研。

一年多来，康厚墉的团队如同“声音的
守护者”，进校园、进社区，致力于让孩子和
老人听得清、说得明，走出聋哑世界、重获

“新声”。

补国内人才短板 重庆高
校听力学行业实现零的突破

康厚墉已在听力康复领域深耕数年，
2010年博士毕业后，他前往全球顶尖听力
专家云集的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所深造。

“那段求学经历让我一窥国际听力学和言
语康复的技术高峰。”

2011年，康厚墉初到重庆医科大学工
作就接到一个任务：受重庆市卫健委之托开
展助听器验配师培训，这个培训班连办了十
年，为全国培训了1000多名助听器验配师。

这项工作让康厚墉获得很多一手资
讯，他发现，我国在听力学教育方面存在巨
大短板，专业人才的紧缺对于整个领域的
进步来说是致命的。

“我国听力言语残疾、失语症、孤独症、
脑瘫等存在听力言语障碍的患者已超5780
万。面对如此庞大的听力障碍人群，国内能
够提供专业听力学服务的人才却极度匮乏，
听力学的教育模式和规模远远落后于发达
国家。”康厚墉介绍，在2015年，全国不到十
所高校开设听力学专业，当年的听力学本科
毕业生只有几百人；而美国这样的高校有
200多所，每年毕业生3万多人。听力师在
美国是最流行的十大职业之一。

听力受损伤的人群越来越庞大，他们
需要的是更为专业的听力服务，关注他们
的听力和心理健康，从细节上改变他们的
生活质量，人才培养迫在眉睫。

2015年，康厚墉在重庆医科大学支持
下开始筹备“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专业，
2018年经教育部、重庆市教委审核通过，
2019年开始正式招生，目前已连续招生三
届，每届40余名学生。

他认为，这样持续性的人才培养计划
将解决听力学、言语康复人才紧缺状况，为
健康中国输送源源不断的专业人才，使人
人都能享有聆听世界的权利。

这个全新的学科除扎实的专业功底
外，还需要学生具备团队协作能力、与人沟
通能力。由此，康厚墉对专业课程进行教

学改革，通过科研课题和实践创新活动，让
学生在校内学有所得、在校外学有所用。

目前，学生们深度参与的“新声喜语”
项目、“渝悦听”项目已获得重庆医科大学
第十三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校赛金奖、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选拔赛重庆医
科大学校赛总决赛三等奖。

这两个广受好评的项目，成为康厚墉
团队开展公益活动的技术支撑。

“新声喜语”让语前聋少年
听得清、说得明

忠县特殊教育学校16岁学生周航熊
是先天性语前聋，在康厚墉的公益团队介
入前，他听不见也不会说，现在他不仅可以
听明白简单的词句，还可以主动说出“你
好”“谢谢”之类的词语，进行基本问候。他
身上的变化，源于“新声喜语”公益项目。

“先天性语前聋即没学语言之前就耳
聋了，其相关疾病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2020年底，康厚墉链接社会资源，亲手为
忠县23名先天性语前聋孩子植入人工耳
蜗，其后一直关注他们的康复效果。

“几个月后，我实地回访，发现所有孩
子都没戴人工耳蜗。”他解释说，因为人工

耳蜗产生的声音刺激对于没有听过声音的
孩子来说是陌生的、吵闹的，这些孩子厌恶
人工耳蜗的噪音，不喜欢枯燥的康复，就偷
偷摘掉耳蜗，甚至还因为逃避戴耳蜗而和
父母争执。

的确，这些孩子因年龄偏大（超过 6
岁），错过了听觉康复最佳阶段。但听觉中
枢是可以重塑的，需要持续地听，反复的训
练。怎样才能让他们愿意佩戴人工耳蜗、
主动接受康复训练？康厚墉着手组建科研
团队，希望打破国际上公认的大龄语前聋
人工耳蜗植入者难以康复的结论。

他联合重庆师范大学高晓慧博士团
队，获得医疗、特教、互联网、营销等多领域
专家智力支持，“新声喜语”项目在市科技
局立项，并得到50万元支持。

今年3月，前后100多人参与研发、投
入100多万元的康复教育软件“新声喜语”
在忠县特殊教育学校试点投用。这款软件
基于青少年喜好，为听力言语障碍患者构
建康复语料库，聚焦呼吸训练、发音训练、
共鸣训练、构音训练等开发小游戏、动画短
片，制定规范化远程康复流程，让聋哑青少
年在玩中学习、康复。以后还有望通过不
断更新升级，为失语症患者、孤独症患者等
提供帮助。

近十次课程后，公益项目教师田彩欣

喜于孩子们的进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软
件，几乎没有人能抗拒里面的游戏和动
画。教学前，绝大部分孩子在听说方面是
最低水平，现在进步快的孩子可以说出简
单的词句。”

田彩说，孩子们的表现虽稚嫩笨拙，但
已经可以感受到他们在交流中的快乐。

“听力大篷车”让老年人
“声声入耳”

除了青少年，老年人更是听力障碍的
重点群体。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
查数据显示，我市有听力持证残疾人
64465人，其中60岁以上的有31811人，占
一半左右。

康厚墉团队针对老年人做流行病学调
查发现，三分之一65岁以上老人是中度或
重度耳聋，75岁以上老人一半是重度耳
聋。尽管如此，寻求听力服务的老人却少
之又少，一百位老人中只有一位佩戴了助
听器。“许多老人认为‘说大声点能听清’就
没事，其实这时已是中度聋，再往后发展，
医疗干预会越来越困难。”

为了向老年人科普听力健康的重要
性，延缓他们听力下降，康厚墉牵头成立重
庆医科大学“听力大篷车”公益组织，推动

“听力大篷车”进社区。
今年5月，“听力大篷车”首次开进大渡

口区春晖路街道古渡社区，重庆医科大学向
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赠送了“听力宝”听
力监测设备，务求从听力监测端把技术难度
降低，让社区老人在家门口检测听力。

古渡社区老人李兰娟很爱听收音机，
听力下降后也从不当回事，只是一味调高
收音机音量。她浑然不觉扰民，却常常遭
到邻居投诉。在“听力大篷车”公益活动
中，李兰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去检查，发
现自己已是重度耳聋，需要佩戴助听器了。

“这次进社区的检查结果不容乐观，40
多位老人中只有5位情况稍好，其他不是
中度聋，就是重度聋。”康厚墉告诉记者，为
帮助老人们提高生活质量，他的团队将通
过链接社会资源、医疗资源的方式，把助听
器价格从市面上的1万元左右降到1000
元左右，让更多老人用得起、愿意用。

今年暑假，“听力大篷车”的覆盖面将
扩大到20个点，唤醒更多市民听力健康
意识。

“这些研发与公益活动只是万里长
征的一小步。”康厚墉介绍，他的近期目
标是联合研发、产品、康复等上下游企
业，在重庆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听力
康复集群，形成重庆听力大健康全产业
链，用十年时间与国外优势企业同台竞
技，实现国产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