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92025年5月 15日 星期四
编辑 王濛昀 美编 乔宇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保存着7700余件古生物标本的
“生命档案馆”——重庆自然博物馆古
生物库房，将在5月18日国际博物馆
日这天揭开神秘面纱，向世人展示新
中国第一代古生物学家在巴蜀大地留
下的科学足迹。

只有在这天，观众可以走进库房
中，亲手触摸这些来自远古的生命遗
骸。5月14日，记者提前走进库房打
探，看看这里有些什么宝贝。

古生物库房乃“藏宝之地”

重庆自然博物馆作为一座集收
藏、研究、展示自然科学及综合类藏品
于一体的教研机构，其藏品丰富多样，
犹如一座自然科学宝库。

重庆自然博物馆副馆长赖东介
绍，馆内藏品类型广泛，涵盖了动物、
植物、古生物、古人类、矿物、岩石、矿石
等多个类别，数量多达12万余件/套。
然而，受展厅空间限制，仅有8000余
件/套展品能够与公众见面，其余90%
以上的藏品只能静静地沉睡在藏品库
房中。

2022年开始，为了让公众更好地
了解博物馆的馆藏，重庆自然博物馆
创新地在每年的国际博物馆日，选择
有特色的藏品库房面向公众开放。此
次对外开放的古生物库房现有藏品
4500余组7700余件，包括了古动物、
古植物、古人类及石器等多个类别，其
中珍贵藏品800余组1800余件。作
为专门用于收藏、管理和研究古生物
标本的重要设施，可以说，它是保存地

球生命证据的“档案馆”。它连接过
去，可以帮助人类揭开生命演化之谜。

想参观古生物库房该如何报名
呢？5月15日，重庆自然博物馆将在
其微信公众号上公布报名渠道，市民
可通过链接进行报名。

可看1.5亿年前的宝贝

古生物库房里藏着哪些鲜为人知
的宝贝？

1950年，成渝铁路建设工程在重
庆至成都段破土动工。被誉为“四川
古生物调查先驱”，时任西南地质调查
所技师的青年学者陈重枢，在重庆某
处工地发现了几块布满纹路的灰褐色
石板。

经鉴定，这是距今约1.5亿年前的
蛇颈龟化石。这批包含“重庆蛇颈龟”

“射纹蛇颈龟”在内的珍贵标本，成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南地区首次
系统发掘的脊椎动物化石，如今正静
静躺在古生物库房之中。

两年后的1952年，重庆大田湾体
育场建设工地传来捷报。中国古脊椎
动物学奠基人杨钟健率领的科考队，
在红色砂岩层中发现了一具完整的蜥
脚类恐龙化石。这具被命名为“岳氏
三巴龙”的化石，体长超过15米，其颈
椎化石至今仍保留着清晰的神经棘结
构。同时期在四川资阳黄鳝溪发现的
亚洲象化石，刷新了学界对晚更新世
（12.6万年至10万年前）的中国南方动
物群的认知，其中一具完整门齿化石
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赖东说，这些发现背后，是新中国
第一代古生物学家“边建设边科研”的
奋斗史诗。据档案记载，当时科考队
常借宿工地，用煤油灯整理标本，甚至
将铁路工人的安全帽改造成化石保护
罩。正是这种筚路蓝缕的探索精神，
为重庆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库房乃至中
国的古生物研究奠定了收藏基础。

看完藏品还可动手制作

在恒温恒湿的重庆自然博物
馆古生物库房中，两列特制防震柜
中封存着地球46亿年生命长河的
关键物证。其中，一具长1.2米的
俄罗斯滑齿龙头骨格外醒目。这种
生活在侏罗纪海洋的顶级掠食者，堪
称恐怖的怪兽。

赖东介绍，滑齿龙脑袋外形扁
长，一双大眼睛长在脑袋顶上。在
滑齿龙的嘴中长有两排锋利的牙
齿，这些牙齿向外交错咬合在一起，
让人不寒而栗。大嘴+尖牙是滑齿
龙的杀戮工具，任何被它咬住的动
物都会受重伤。

而在另一个化石架上，巨鬣狗头
骨化石的咬合面仍残留着钙化痕迹。
这种体型堪比现代狮子的史前猛兽，
曾与北京猿人同期生存。科研人员
通过CT扫描发现，其头骨内部的
气窦结构异常发达，印证了古生
物学家裴文中关于“巨鬣狗可能
具备独特发声系统”的假说。

相邻展柜中，20枚呈放射状
排列的恐龙蛋化石，则记录着白
垩纪末期的生命绝唱。

除了各式各样的动物化石
外，库房里还存放着形态各异的

“树化玉”。这些形成于三叠纪的
硅化木，保留了原始树木的年轮结
构，其玉化部分经光谱分析显示含有
稀有金属元素，为研究古地理环境提
供了全新视角。

据悉，本次活动参与者还可以在
博物馆专家的指导下，亲手制作化石
模型。本次活动将首次推出“石膏化
石模型制作”研学内容，设置完整的体
验式学习流程。参与者将在专家指导
下，系统了解化石形成原理、地层年代
划分等基础知识，学习三叶虫、菊石、
恐龙等典型化石的特征。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
翰书）5月14日，第三届“一带一路”田径邀
请赛暨2025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3站）在
长寿区开赛。14日至 16日，来自15个国
家和地区的1200余名运动员将齐聚长寿，
以拼搏的姿态续写“一带一路”的友谊篇
章。

据了解，本届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市体
育局和长寿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经世界
田联认证的银级赛事，也是中国田径领域唯
一冠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赛事。本
届赛事共设43个项目，包括男女子短跑、接
力及混合 4×400 米接力等热门“飞人大
战”。与此同时，赛事汇聚了国内外顶尖选
手，国内报名参赛的有男子100米新锐何锦
櫶、杭州亚运会4×100米接力冠军成员陈佳
鹏，400米新星艾力西尔·吾买尔，跳高名将
王宇、张国伟，亚运会4×100米金牌得主葛
曼棋、韦永丽、袁琦琦等；国际选手方面，日本
选手多田修平、捷克选手吉日·西内克等多名
高水平运动员报名参赛，共同呈献高水平竞
技盛宴。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赛事秉持开放
共享理念，面向市民推出系列惠民举措：社会
观众可通过身份验证免费入场，青少年享有
专属观摩席位；线上开通“田径精英”小程序
直播，设置“主播说赛事”“运动员风采”等互
动栏目。5月13日至16日还举办“爱尚重
庆·购在长寿——川渝特产消费节”，设置65
个展位展销非遗产品与地理标志商品，预计
带动餐饮、住宿等消费超亿元。

第三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开赛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潇）5月14日，“十
五运·十五城”主题宣推活动走进重庆，在渝北区厨界大饭店，
穗渝两地名厨以“热辣全运 穗心所渝”为主题，通过川粤美
食的碰撞，上演了一场“体育+美食+非遗”的舌尖对话，为十
五运会注入烟火升腾的城市温度。

活动现场，一道道代表地方特色的美味佳肴在大厨们手
下新鲜出炉，一股股香味飘散四溢，挑动着在场宾客的味蕾神
经，引发阵阵喝彩。

重庆名厨刘波平将新会老陈皮粒撒入滚油激发的辣
椒面中，橙红烟雾裹挟柑橘香瞬间升腾。“这道菜不仅展示
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包容性与创新力，更蕴含川粤两地菜品
的特色。”刘波平介绍：“陈皮怪味牛肉方的核心在于将重
庆川菜24味型中的‘怪味’与广东老陈皮的独特风味相结
合，形成既传统又富有创意的味觉体验。怪味是川菜的灵
魂，这道菜通过怪味酱包裹牛肉，体现川菜‘一菜一格’的
精髓，而加入广东新会老陈皮起到粤式点睛作用，形成微
妙呼应。”

粤菜烹饪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蔡伟域则用泛着光泽的
禾秆草捆扎起五花肉，“‘众志成城’禾秆冚珍珠这道非遗美食
需煲足4小时，让肉香、豆香、草香浑然一体。”记者看到，盘中
的五花肉紧紧团在一起，包裹住绿豆蓉，代表着团队协作和互
相支持，如同运动员们在赛场上的默契配合。

活动现场还重点推介了由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广州赛区
执委会与广州酒家联合推出的《食在广州·迎十五运金牌菜
谱》，分为“相约粤港澳”“激情拼搏时”“圆梦赛场间”“融合大
湾区”4个篇章，共计15道创意十足的菜品，与十五运会主题
紧密相连，充满象征意义。

川粤大厨共烹美食
为全运会预热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
黎韵）5月14日，2025年川渝新时代文明实
践“一廊四带”建设工作交流会议在四川广
安召开，会上发布了川渝文明实践红色文旅
走廊，川南渝西、川中渝西、川东北渝北、川
东北渝东北4条文明实践带的4个文明实
践创新典型案例。

去年6月，重庆市委宣传部、四川省委
宣传部创新打造川渝新时代文明实践“一廊
四带”——川南渝西、川中渝西、川东北渝
北、川东北渝东北4条文明实践带，串珠成
链形成1条川渝新时代文明实践走廊，以

“跨省共建”模式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高质量发展，并于今年1月联手发布首批8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

当天，川渝再次携手发布了《行走川
渝路 思政“金课堂”——川南渝西新时
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文明相遂 资
足潼行——川中渝西新时代文明实践带
典型案例》《文明赋能 产城共兴——川
东北渝北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
《川渝共铸红色魂 五城同绘强国梦——

川东北渝东北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
例》4个典型案例，案例涵盖了党的创新
理论宣讲、“嵌入式”文明实践助推跨省新
区建设、文化赋能跨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等
内容，交出了川渝两地联合开展“巴蜀同
脉文明同行”川渝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
亮眼成绩单。

这些典型案例对推动川渝两地产业共
建共兴、市场共建共管、资源互通共享有着
积极作用。比如，川东渝西地区通过红色文
旅联研共兴，发挥自身特色，去年带动文旅
产业增加值突破5亿元；川东渝北以川渝高
竹新区为载体，强化破界跨省协作的力度，
建立了税费征管一体化机制，统一川渝两地
79项税费差异事项，成立了跨省域人民调

解委员会，化解劳资纠纷400余次，调解成
功率达100%；川南渝西合力开发爱国主
义、地域人文、开放发展、乡村振兴等18大
类100余个具有本土特色的课程，覆盖师
生、市民逾100万人次；川东北渝东北串联
起梁平虎城镇猫儿寨、万州革命烈士陵园、
开州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城口苏维埃政权纪
念公园、达州神剑园等景区，红色研学提质
赋能。

接下来，围绕“一廊四带”建设，川渝毗
邻地区将因地制宜打造一批具有代表性、
示范性、各具特色的文明实践基地（点）和
文明实践综合体，为推动建成具有全国影
响和示范价值的川渝新时代文明实践走廊
贡献力量。

川渝携手发布“一廊四带”文明实践创新典型案例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马
厚雪）5月14日，记者在第八届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第八届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将于5月20
日—23日在涪陵举行。届时，一场精彩纷呈的技能“嘉年华”
将上演。

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是我市技能大赛体系中规格最
高、参与最广、影响最大的市级综合性职业技能大赛。

本次大赛由市人民政府主办，市人力社保局、市教委、市
农业农村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和涪陵区人民政府承
办。比赛地点在涪陵奥体中心和重庆工贸职院，每个赛项设
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并设置一定比例的优
胜奖。获奖选手将获得奖金激励、技能等级证书。

市人力社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苏静介绍，目前，报名工
作已完成。我市41个区县（开发区）代表队参赛，集中比赛项
目选手共计635人。为促进区域间技能人才交流互动，还特
邀西部省区组队参加本次大赛。

具体来说，本次大赛设置了119个比赛项目。其中，59
个项目深度对接我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包括智
能网联汽车装调运维、软件测试等；42项数字技能比赛项目
直指数字经济新蓝海，包括供应链管理、互联网营销等。

近年来，我市聚焦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市首位战略，注
重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对壮大技术工人队伍、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积极作用，通过构建“巴渝工匠”全链条竞赛体系、锻造产
教融合生态链、深挖赛事赋能作用，培育出大批技能人才，已
累计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牌7枚、银牌4枚；获得全国技能大
赛金牌8枚、银牌6枚、铜牌7枚，金牌数、奖牌数西部领先，竞
赛总成绩持续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

第八届中国·重庆职业
技能大赛5月20日开赛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松）5月14日，全
市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新闻发布会召
开，通报全市公安机关依法严打经济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
序、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优化营商环境等有关情况。

据统计，2024年以来，重庆公安经侦部门破获各类经济
犯罪案件1166起，办理大要案件174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12.8亿余元。坚持服务和保障民生，与市工商联共同开展警
企座谈、送法进企活动579场次，指导解决涉企问题188个。

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年多来，重庆公安
组建了专业研判团队，深度经营、拓线深挖出一批有价值的涉
案线索，紧盯影响经济发展的突出经济犯罪，推进打击非法集
资等专项行动，联合相关行政部门开展针对性的专项打击整
治，及时侦破一批典型案件，消除一批领域突出问题。聚焦经
济金融领域风险，会同市市场监管局、重庆市税务局等部门做
好预警防控，协同有关部门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推动行业规范
发展，提高风险防控整体质效和水平。

同时，重庆公安深化落实《经侦部门便民利企十项工作指
引》，健全涉企案件依法快办和警企联络机制，帮助企业防范
内部犯罪和外部侵害，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并持续开展防范和
打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经济犯罪专项工作，重拳打击合同诈
骗、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直接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经济犯
罪，开展各类规范执法专项行动，整治有案不接、有案不立，违
规“查扣冻”，违规异地办案等各类执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突出问题，最大限度帮助减少财产损失，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
体合法权益。

重庆去年破获各类
经济犯罪案件1166起

5月14日，长寿区体育中心，第三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暨2025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3站）激情开赛。图为女子5000米决赛现场。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重庆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库房5月18日开放一天

7700余件古生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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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氏三巴龙化石

亚洲象化石

恐龙蛋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