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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2月13日，重庆中心城区下着小
雨，嘉陵江石马河玉带山江段，不少钓
鱼爱好者在江边垂钓。

中午12时03分07秒，位于江边
的江北区石马河禁捕巡护工作站，突
然响起“嘟嘟”的提示声。

“我是江北区石马河街道基层治
理指挥中心，石马河玉带山江段，发现
有钓鱼爱好者在钓鱼，请立即安排工
作人员前去巡查。”

“石马河禁捕巡护工作站收到！”
接到预警提示，正在值班的小组

长朱渝川随即带上“帮手”——小型红
外无人机，走到江边。

打开无人机机翼、启动飞行遥控
器开关……小型红外无人机立刻腾空
而起，朝江对岸的钓鱼爱好者飞去。
几十秒后，无人机便来到钓鱼爱好者
上空进行现场取证。朱渝川通过无人
机传回的视频发现，该钓鱼爱好者存
在多杆垂钓的违法行为。待证据收集
完毕，朱渝川和同事立即朝事发现场
赶去。经过一番劝导教育，一起非法
垂钓的案子得到及时处置。

从接到预警提示到完成巡查处
置，整个过程仅用了10多分钟。执法
效率的提升，得益于近年来市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中国铁塔重庆市

公司探索建立的渔政视频AI预警处
置系统。利用这套系统，执法人员通
过摄像头即可实现24小时视频取证、
主动报警，根据报警信息迅速到现场
核查、处置。

长江“十年禁渔”启动实施后，重
庆754条河流被纳入禁捕范围，要实
现常态化监管，仅靠原有人员难以满
足。同时，原有执法方式效率很低，打
击非法捕捞行为存在发现难、取证难、
反应慢等问题。

“这套系统有力提高了重点水域
禁捕禁渔的监管力度和效率。”市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负责人唐挺介绍。

“摄像头抓取到违法违规行为信
息后，后台会自动派单给负责相应河
段的网格员。”唐挺介绍，网格员的手
机上会接收到时间、地点、事件类型
等信息，并附有一段10秒钟的取证
视频。如果网格员5分钟内没有响
应，就会接到提示电话；如果10分钟
内仍没有响应，系统就会将信息发送
给上一级网格员，及时处置渔政违法
行为。

“如今，渔政执法的效率得到极大
提升。”市农业农村委渔政处处长艾丰
说，截至目前，我市渔政视频AI预警
处置系统已建成979个摄像头，覆盖
南岸、万州、武隆、巫山等30多个区
县，使全市非法捕捞案件大幅降低。

AI“千里眼”让非法捕捞无处遁形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卞立成

“秀山花垣松桃连，网络世界一线
牵。边城儿女话安全，阿妹阿弟听我
言。陌生链接莫乱点，个人信息要保
全，不明网站要看清，账号密码莫轻
信，网络谣言莫传播。”

日前，在秀山县梅江镇民族村“千
人万场”网络安全进基层微宣讲活动
现场，宣讲员一口带着方言的网络安
全顺口溜，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
赢得大家的阵阵掌声。

去年9月以来，我市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千人万场”网络安全进基层微
宣讲活动，各区县结合自身特点和优
势力求让活动更有料、宣讲更走心。
截至目前，活动已开展5000余场，覆
盖110余万人。

网络安全融入生活故事
用“身边事”传递“硬”知识

“近年来‘骗脸’事件频繁发生，不
法分子诱骗儿童用亲人照片解锁智能
门锁、手机。在场的爸爸妈妈注意，影
像资料莫随便上传哦。”去年9月，在江
北区石马河街道，“千人万场”网络安全
进基层宣讲第一课现场，重庆市网络安
全宣讲团代表胡婷幽默风趣的宣讲，令
参与的“学生”们在欢笑中深思。

如何让大家愿意听、听得懂、喜欢
听，把网络安全的理论知识学到心里
去？胡婷一直在思考，她精心准备宣
讲稿件，将网络安全知识融入生活故
事中，活用生动有趣的比喻和图像来
解释复杂的网络安全概念，将防火墙
比喻为家门的锁，将病毒比喻为小偷
等，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
网络安全知识。

“深度伪造”搬上宣讲台
“高端诈骗”危机就在身边

去年12月，在大渡口区天安数码
城党群服务中心，一名由图片生成的
AI女孩，通过屏幕和大家对话。

视频中的女孩或微笑或哭泣，向
大家表达，自己不希望被用于欺骗他
人、不希望变成虚假网红受人欺负、不

想让真实世界中还未长大的自己信用
破产。

“确定这不是真人吗？她眼泪流
下来的瞬间，我真的分辨不出来真
假。”“很难想象这是用一张幼童图片
制作出来的，不仅跨越时空，还能与人
对话。”宣讲现场，听众们忍不住议论
纷纷，也因此对DeepFake（深度伪造
技术）记忆深刻，有人甚至悄悄拿出手
机，现场删起图片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度伪造
这项技术的门槛和成本已降低到任意
一个普通网民都可使用，而社会大众
还没能意识到其中的危险。”相关负责
人表示，深度伪造涉及的网络诈骗、敲
诈勒索、煽动恶性舆论等相关网络安
全问题频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
人们防范意识薄弱、心存侥幸，认为这
种“高端诈骗”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他们将深度伪造搬到宣讲现场，就是
要提醒大家，网络安全问题距离我们
并不遥远。

网络安全成“开学第一课”
共筑网络安全“防火墙”

“大学生如何预防诈骗陷阱？最
重要的是消费要理性，不要让‘开学
季’变成‘烧钱季’。针对金融产品真
伪的辨别，我送大家一个知识锦囊：

‘一看二问三查四不要’。‘四不要’就
是不要轻信不明信息、不要随意透露
个人信息、不要打开不明网络链接、不
要轻易汇款转账。”去年9月，在重庆
科创职业学院，“千人万场”网络安全
微宣讲成了同学们的“开学第一课”。

市委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千
人万场”网络安全微宣讲进基层活动，
是我市网络安全改革工作的重要举
措，旨在加强网络安全常态化宣传，传
播网络安全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
共享的理念，打造具有重庆辨识度的
活动品牌。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聚
焦生活中常见的网络安全风险，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开展网络安
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校园、进
家庭等宣讲活动，携手共筑网络安全

“防火墙”。

网络安全“渝”你共筑 千场微宣讲“梗”有料

我市“千人万场”网络安全
进基层微宣讲活动进入下半场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重庆距今万年前后的文化遗存
在武隆初露端倪、江津梧桐土遗址被
确认为早期巴文化的重要大遗址、蜀
道（荔枝道）上的312处不可移动文
物被一一登记造册……

近日，在 2024 年度重庆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学术交流与科研汇
报会上，研究院院长白九江表示，
2024年，重庆共完成基本建设考古
项目 182 项，中心城区“用地清单
制”考古前置获国家文物局全国基
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优秀案例
推介。

182项考古项目的完成，为重
庆历史书的更新提供了哪些新素

材？
白九江沿着历史长河，从万年前

一一道来：围绕万年文化史的构建，
研究院开展了武隆大农场遗址出土
样本的测年研究，重庆距今万年前后
的文化遗存初露端倪；着眼五千年文
明史，开展垫江峡马寨遗址考古调
查、试掘，为研究四川盆地东部新石
器晚期社会复杂化、山地文明模式提
供了重要新材料。

依托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研究院
确认江津梧桐土遗址为早期巴文化
的重要大遗址；推动蜀道（荔枝道）调
查、发掘各级古道329段，总里程约
705.82公里，沿线现存不可移动文
物312处，特别是桂溪县等四处唐宋
县城遗址，为认识荔枝道的线路走向

提供了佐证。
同时，研究院持续开展川渝中小

石窟寺考古发掘，荣昌刘家庙揭露了
一处成体系的石窟寺遗址，这为认识
川渝地区中小型石窟寺的布局、窟前
建筑形态等提供了新材料；大足北山
观音坡遗址建筑基址及墓葬的发现，
厘清了明代寺院建筑的功能分区和
整体布局。

此外，荣昌清流墓群的出土，为
研究川渝地区宋代世家大族史、职官
制度等提供了珍贵的文字材料。配
合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钓鱼城遗址新
发掘宋代城门、城墙、高台等遗迹，皇
华城遗址、天生城遗址也取得一系列
重要成果，对深化研究宋元山城防御
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院还开展了酉阳钟灵山墓
群考古发掘，填补了酉阳冉氏土司墓
葬考古研究的空白，其以先世尊祖入
葬尊穴，后世祔葬的昭穆制度体现出
对华夏文化的认同。

研究院还首次组建援藏考古队，
对西藏昌都迥·拉达堪布城堡遗址进
行系统调查，发现各类遗迹共68处，
基本探明了功能分区、文物性质、遗
址年代等基础信息。

除进行考古发掘外，系列重要研
究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据介绍，研
究院全年在研国家和市级科研课题
36项，出版图书8册，交稿《巫山大
溪》《奉节白帝城》等5部三峡考古报
告，巴蜀文明进程研究之巴文明取得
阶段性成果。

重庆发现早期巴文化重要大遗址
——2024年共完成基本建设考古项目182项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双双

在202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
重庆大足石刻以一场跨越千年的光
影盛宴惊艳亮相。当新春的钟声响
起，600余名演职人员在宝顶山大佛
湾放飞孔明灯，许下新一年“大丰大
足，喜乐安宁”的心愿。

在春晚上没看够大足石刻？别
急，一部文化大戏即将与观众见面：
这一次，石刻造像将“走下崖壁、走上
舞台”。记者近日了解到，舞剧《天下
大足》首轮巡演将从重庆开始：2月
21日至23日在重庆大剧院连演3场
后，将走进南宁、合肥、杭州、苏州、南
昌、深圳、福州、厦门、长沙等城市，开
启50余场巡演。

历时两年打磨，《天下大足》背后
有着怎样的故事？连日来，记者进行
了采访。

艺术重现
让千年石刻“活”起来

《天下大足》讲述了南宋时期，少
年小福为躲避战乱逃到大足，被工匠
们救下并见证修建摩崖造像的全过
程。1月23日至26日，该剧曾在北
京天桥艺术中心连演4场，“感动”

“震撼”，是观众观剧后使用最多的评
价词。

《天下大足》总制作人哈日巴拉
表示，大足石刻不仅展示了中华文化
深厚的历史底蕴，更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生动写照。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
大足石刻题记中留下多达46名工匠
的姓名。“这些工匠都是最平凡的百
姓，却用创造了‘人间小满’的双手，
凿刻出对‘天下大足’的守护。”哈日

巴拉介绍，《天下大足》正是以此入
手，展现大足人民对理想世界的浪漫
化表达，即“人间小满、天下大足”的
信念。

全剧通过十个篇章，展现大足石
刻群的丰富场景：既有热辣辣的开凿
过程，也有暖融融的烟火人间，还有
万千小家庭的幸福美满和唯美的田
园生活。这些场景，正是对千年石刻
的“活化”，剧中多个情节设计，都还
原了大足石刻中藏着的故事。比如，
人生无常的灾难，来源于宝顶山大佛
湾第22号“十大明王像”的真实背
景；人间烟火的温暖，脱胎于大佛湾
第15号“父母恩重经变相”的石刻组
像。

剧中角色的造型设计灵感同样
取材于千百年前的造像。如北山第
125龛媚态观音、石篆山第12号志
公和尚龛等，都在舞台上得到了艺术
还原。

剧中角色同样根据石刻工艺工
序来进行塑造，比如负责构思与制
图的师父、擅长精雕细磨工艺的老
铁和小学徒、以拉粗坯工序为主的
大力、脱胎于书丹工序的秀才、负责
测绘的和尚等。在主人公小福的串
联下，这些生动鲜活的角色共同构
成了一幅充满烟火气的南宋川渝生
活图景。

两年打磨
汇集国内顶尖创演团队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
大足石刻蕴含的文化内涵和独

特的艺术价值，为舞剧创作提供了丰
厚的土壤。为将《天下大足》打造成
一流文化精品，剧目汇集了当下国内
顶尖舞剧创演团队——该团队上一
个出圈的作品是舞蹈诗剧《只此青
绿》。

记者了解到，从剧本创作到舞台
呈现，主创团队历经2年打磨、推敲，
多次深入大足石刻考察，并邀请专家

学者进行指导。
在舞蹈编排上，总编导刘翠、张

雅琦带领团队将传统舞蹈与现代舞
剧元素相结合，将石刻艺术的静态
美转化为舞蹈的动态美。比如，在
媚态观音舞段中，演员们通过细腻
的身体语言和优美的舞蹈动作，展
现观音的慈悲与庄严；参考养鸡女
造像，创作出充满生活气息的双人
舞等。

大足石刻立在绝壁上，如何在
舞台上传达出攀登感？舞美设计高
广建介绍，舞台左右高悬两块被风
化的崖壁造像，同时巧妙地在中间
使用了一面巨大的镜子拓展视觉空
间，给观众营造出在悬崖上敲凿的
景象。

全剧的服装设计不仅符合南宋
时期的服饰特点，还巧妙融入现代审
美元素和舞台表演需求。“整体上来
说，是从重庆的人文历史中去发掘。
比如，结合重庆夏季炎热的气候特
点，服装中多绳编、草编和竹编的概
念。”服装设计师阳东霖表示，服装用
色也来自崖壁，大地色系的服装贯穿
全剧，让观众以为演员们真的是从崖
壁上走下来一般。

《天下大足》于2024年 8月建
组，为在舞台上完美呈现，演员们进
行了长时间高强度训练，力求将每
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做到极
致。饰演主人公小福的舞蹈演员张
翰，在剧中有一段 6 分多钟的独
舞。排练期间每天晚上回到家，他
都会打开音响聆听这段独舞的配
乐，让自己融入人物、融入情节。孟
庆旸在剧中一人分饰“老板娘”和

“媚态观音”两个角色，她表示，巨大
的人物反差演绎起来极具挑战性，
每次排练装扮上之后，她都会有意
识地调整心态向角色贴近。

“在大足石刻的崖壁上，映照的
是许多普通百姓的身影。”在编剧马
洪湉看来，这些身影可能是最平凡的
工匠，也可能是工匠眼中所观察到的

某一朵“时代的浪花”。剧本指导郭
长虹也认为，这部剧是献给那些晨昏
夜雨都在出发奋斗的人、那些把一餐
一饭一丝一缕都寄托在自己双手上
的人。

双向奔赴
与观众“戏里戏外”重逢

记者从重庆大剧院获悉，《天下
大足》3场演出的5000多张票已全
部售罄。从后台留言的IP地址可以
看出，观众中不乏专程来渝观演的外
地游客。

赏一台剧，恋一座城。为让市民
游客“俱欢颜”，演出期间，大足石刻
将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让大家与该
剧来一场“戏里戏外”的重逢。大足
石刻研究院院长蒋思维透露，近期将
邀请《天下大足》演职人员前往大足
石刻景区，举办“舞剧《天下大足》穿
越千年与你相遇”打卡活动。届时，
演员们将身着华丽的舞剧服饰，与养
鸡女、吹笛女、牧牛图、沽酒女等石刻
造像原型互动，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

“变装秀”。游客也有机会与演员们
合影留念，互动交流。

此外，舞剧演员将同步发起“天
下大足·舞动千年”模仿秀挑战，营
造良好的观剧氛围。值得一提的
是，《天下大足》每巡演到一座城市，
大足区都将与演出剧院联合举办绘
画、摄影、雕刻作品展览，并开放文
创快闪店，让观众可就近购买舞剧
《天下大足》和大足石刻的周边文
创，把浓缩在崖壁上的唐宋风华带
回家。

央视蛇年春晚重庆分会场的璀
璨呈现，让观众看到了重庆多面的
美。如今，艺术还原大足石刻这一世
界文化遗产的舞剧《天下大足》即将
从重庆启航走向全国，我们期待这部
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文艺作品能掀起
一股文化热潮，让更多人体会到大足
石刻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与人文精神。

历时两年打磨，这部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文艺力作将开启全国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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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江北区宏帆望海花
都市场，众多市民正在挑选购买时
令鲜花。春暖花开，节后的花市更
加五彩缤纷，不少市民前来挑选自
己喜欢的花卉，为生活增添一份浪
漫，洋牡丹、多头玫瑰、蝴蝶兰、小
雏菊、澳洲腊梅等颇受欢迎。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春日花市旺
市民购花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