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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
何以走向世界
南宋之后，昔日在大足一地大规模的石刻造像之声，渐

渐平息下来。大足石刻这座田野之中的艺术圣殿，悄然矗
立在崖壁之上，少有外界学者关注。

1945年，由大足本土学者陈习删主纂的《民国重修大
足县志》一书，送往当时西迁至重庆北碚的中国学典馆印
刷，时任馆长杨家骆极为重视其中的石刻史料记载。当年4
月，他邀集马衡、顾颉刚、何遂、傅振伦等15位著名的专家
学者，组成“大足石刻考察团”实地考察。此次考察历时7
天，对北山、宝顶山石刻“编制其窟号，测量其部位，摹绘其
像饰，鉴定其时代，考论其价值，以为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
三”，可以说“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大足石刻”一名，首因
考察团使用而延续至今。

此次考察之后，大足石刻逐渐为国人知晓。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足石刻这一艺术瑰宝，受到党和国

家的高度重视。1952年11月12日，大足县政府成立大足
县文物保管委员会，下设大足县石刻保管所。1953年6月
更名为大足县文物保管所。1955年，曾担任过大足县文物
保管所负责人的陈习删，撰写完成17万余字的《大足石刻
志略》，当年大足县政府油印80多册，函送各级有关单位和
专家征求意见，是为大足石刻史上首部专著。

1961年，国务院公布北山、宝顶山摩崖造像为第一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国务院公布第四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将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以及北山多
宝塔列入北山、宝顶山摩崖造像之中。迄今，已有75处石
刻造像点，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大足石刻这一文化概念，也逐渐
在世人面前清晰起来。大足石刻是大足境内主要表现为摩
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它始建于初唐，历经唐末、五代，
兴盛于两宋，余绪绵延至明清，历时千余载。造像5万余
尊，铭文10万余字，尤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
山石刻最具特色，是世界石窟艺术中公元9世纪末至13世
纪中叶间最为辉煌壮丽的一页。

大足石刻植根于悠久的巴蜀文化沃土，以鲜明的民
族化、世俗化、生活化特色，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石窟艺
术的典范。同时，作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品，与
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
艺术史。

以雕刻细腻、精美典雅著称于世的北山石刻，可谓中国
“观音造像的陈列馆”。建于南宋初期的“转轮经藏窟”距今
虽已800多年，但保存完好，宛如新刻，被誉为“世界石窟艺
术皇冠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宝顶山石刻是一座宏伟精深、充满人间情趣美的佛教
艺术殿堂，由一代高僧赵智凤于南宋中晚期清苦70余年主
持开凿而成。造像气势磅礴、雄伟壮观，是世界上罕见的一
座有总体构思的大型佛教密宗道场。

1999年12月，在大足险峻山崖上保存的这些绝无仅
有的系列石刻，以“美术价值之高，风格和题材之多样化，
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
教密宗，与中国的道教和儒家在大足石刻造像中三教合
一，首次形成了影响巨大的三教和睦相处的现象；在中国
封建社会晚期，宗教信仰兼收并蓄的现象在大足石刻这
一特殊的艺术遗产中得到了具体而形象地表现”三项标
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

至此，大足石刻走向了世界，成为重庆市迄今唯一的世
界文化遗产。

通讯员 李小强 秦甫燕
记者 周尤 编写

（大足区档案馆提供支持）

【开栏的话】

档案是城市历史和发展的见证者。为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发
掘档案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中的独特价值，在国际
档案日来临之际，新重庆－重庆日报从今日起在红
岩周刊开设“跟着档案看重庆”专栏，跟随一件件珍
贵的档案，漫步历史文化名城，倾听档案背后的重庆
故事，共赴一场档案与文旅、与重庆城市精神交相辉
映的文化盛宴。

初夏的长寿经开区，阳光洒
向林立的厂房。重庆怡能智造
实业集团生产线上，工人们正
为一批订单加班加点作业。此
时，由长寿区司法行政、市场监
管、生态环境等部门组成的执
法队伍已抵达厂区门口。

执法人员没有急着进厂，而
是先用移动终端扫描企业大门
处的“渝企码”，企业的基本信
息、信用等级等数据瞬间呈现。

企业安全管理负责人贺
方明却在办公室里捏着汗。
三天前，环保监测系统曾预警
废气排放指标出现异常波动，
虽经技术人员连夜排查确认是

传感器故障，但整改报告还未走完
流程。“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光是解
释就得耗费大量时间，要是再碰上
其他部门重复检查，订单交付肯定
得延期。”他说。

执法现场，当环保数据页面跳出
预警提示时，气氛骤然紧张。负责环
保监测的执法人员立即调出企业近
三个月的监测曲线进行对比分析，发
现异常数据只持续了2小时，后续监
测值均在标准范围内。执法人员立
刻拨通区环境监测中心电话，核实到
该时段园区电网波动导致传感器误
报后，大家终于松了口气。

这场虚惊，竟成了当地营商环境
改善的“试金石”。贺方明感慨道：“以

前迎接一次检查，要重复提交多项证
明材料或者等问题查清楚才能开工，
如今通过扫码即可一键核验，效率提
高太多了。”

不为企业所知的是，这次检查采
用的是“信用+执法”模式。长寿区纪
委监委在日常监督中发现多起因重复
检查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的情况，于是
积极探索分级分类机制，解决该问
题。像怡能智造这样信用评级为A
级的企业，实行的是“无事不扰”，检查
频次较以往减少了60%。

当执法人员完成检查离开时，生产
线上的机械臂仍在有序运转。贺方明
看着手机里实时生成的检查报告，长舒
一口气：“这次检查没耽误生产，还帮我
们排查出生产管理上的潜在风险。”企
业从被动应付到主动优化管理，长寿
区这场由“扫码”开启的执法变革，正
在悄然重塑着营商环境的新生态。

重庆深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

权力清单“瘦身”
企业活力“爆棚”

一场虚惊 反而成了营商环境改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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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县文物保管委员会成立通知。
（大足区档案馆藏）

今年4月的某天下午，铜梁高新
区某新能源材料企业的财务室里，键
盘敲击声中突然响起手机短信提示
音。正在核对报表的会计低头一看，
突然拔高声音：“付总！补贴真的到账
了！第一年的升规补贴10万元，一分
不少！”

正在会议室和技术团队讨论新
品研发的总经理付健三步并作两步
冲出来，抓起会计递来的手机，只见
银行到账通知清晰显示：铜梁区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代发企业升规升限
专项补贴 10 万元。他的手指在屏
幕上轻轻摩挲，嘴角忍不住上扬：

“今天上午刚收到升规项目确认通
知，下午钱就到账了，这速度比我们
签合同还快！”

回溯这笔补贴的“快速之旅”，得
益于一项被称为“免申快享”的政策。

而促使这项政策出台的，是此前
铜梁区纪委监委在下沉企业了解全区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时，收到的某

制造企业反映升规补贴资金发放缓慢
的问题。

“王总，今年车间智能化改造进度
如何？政府的升规补贴有没有及时到
位？”

3月4日，铜梁区纪委监委第一纪
检监察室主任赵英走进金汇能新材料
生产车间，在空压制氮机、粉碎机的轰
鸣声中，提高声音对着正在查看生产
车间情况的企业总经理王兴全问道。
王总眉头紧锁：“赵主任，您来得正好，
我们去年12月就通过规上企业认定，
据说升规后有18万的补贴，但一直没
到账，今年材料成本上涨，目前正缺笔
流动资金呢。”

企业等米下锅，但却要等流程？
该区纪委监委立即组织纪检监察干部
走访区市民服务与营商环境促进中
心、重点企业等32个营商环境监测
点，梳理“企业服务直通车”监督平台
问题反映情况，与企业家们座谈交流，
听取优化营商环境诉求。

通过大量调研走访，“政策性资金
补助审批流程长、审核环节多、兑现速
度慢”等共性问题被“打捞”上来。

为推动问题精准解决，该区纪委
监委推动督促有关部门出台《铜梁区
实施人才政策“免申快享”工作方案
（试行）》《铜梁区实施企业升规升限
政策“免申快享”工作方案（试行）》
等，实现流程再造、机制重塑，政策兑
现环节压缩50%，企业从渝快办提交
银行卡账号、签署承诺书到补助资金
到账，时间不超过1天，企业获得感
显著提升。

该区还深入实施“亲清统一”专
项行动，面向全区公开征集“乱收费、
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方面问题
线索；聚焦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建
设、人事安排、资金拨付等问题，制定
《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对插手干
预重大事项的记录、报告及其管理进
行分类处置。

去年以来，该区还严肃查处吃拿
卡要、暗箱操作等损害营商环境作风
和腐败问题50件53人，进一步规范
领导干部行为边界，助力营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

一项政策 把企业从等流程中解脱出来

“九龙坡区建设事务中心干
部职工经常以检查工地安全为
由，让施工单位主动送红包，每
人几百上千元不等……”前不
久，一封充满愤慨的举报信如一
声惊雷，在九龙坡区纪委监委“炸
开”，立刻引起了高度重视。考虑
到涉及企业利益，该区纪委监委
坚持涉企问题线索优先研判、优
先分办、优先核查，第一监督检查
室迅速行动，一场严肃的核查工作
就此拉开序幕。

深入办案中，该区一位工程项
目经理张某某向纪检干部大倒苦
水，道出了行业内令人不齿的“潜规
则”。他无奈地说：“建设事务中心组
队下来检查，对我们施工单位来说，
准备迎检资料只是小事，关键是得提
前把红包备好。有时候组员都没到
齐，但红包一个都不能少，这都成‘惯

例’了。”言语间，满是对这种不良风气
的痛恨和无奈。

因涉及企业多、项目多、干部多等
问题，该区纪委监委责成委班子成员包
案、组建专班进行快查快处。专班在不
到三个月时间里，立案查处9人，责令
作出书面检查12人，给予行业部门分
管负责人诫勉处理；同步督促开展促改
促治，完成清退工作，20名相关人员主
动上缴违规收受的红包礼金49.04万
元，5人被调离区建设事务中心。

为了从根本上破除“迎检送红
包”这个积弊已久的“惯例”，纪委监
委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督促行业主
管部门建立“严明纪律规矩+领导随
机抽查+部门交叉检查+鼓励检举反
映+纪检深入监督”的综合治理机
制，形成“检查前填表报备，到现场扫
码备案，检查中执法记录，检查后归
档留存”的闭环管理制度。同时，督

促行业部门与施工单位签订廉政监
督书，明确如若发现向监督人员送红
包礼金行为，相关施工单位一律纳入
全区诚信系统黑名单。

该区纪委监委还联合区级有关部
门打造“九久满意·亲清联盟”政企交
流平台，将每月18日设为“区纪委书
记企业接待日”。在每月的18日这
天，区纪委书记在平台主持召开政企
座谈会，有意愿的企业可面对面向区
纪委书记反映问题，后续将进行跟踪
督办。目前已开展活动7场次，收集
转办企业问题诉求63条。

李老板是该区一家老牌酒店的
负责人，去年底他报名参加了一场

“区纪委书记企业接待日”活动，会上
向区纪委书记反映了社区、街道和区
级部门多头重复检查的问题。会后，
区纪委监委立即通过“九龙坡区优化
营商环境码上监督平台”对涉及该酒
店的检查进行梳理排查，对相关单位
发出履职提醒，督促进行整改。“今年
以来，我们酒店只迎接了两次检查，
同比下降约66%。”他表示。

一次查案 破除“迎检”积弊，督促综合治理

铜梁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重庆
庆兰实业有限公司走访了解相关情
况、听取诉求，推动政策落实。

（铜梁区纪委监委供图）

长寿区联合执法队执法人员，
通过扫描“渝企码”查看企业情况，
这也标志着长寿区首个“扫码入企”
智慧执法流程正式启动。
（长寿区融媒体中心肖娅、张艺摄）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尤

“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在北碚
有我们公司西南基地项目。恳请协
调加快环评进度，以便项目后续工
作能顺利跟进！”日前在北碚区纪委
监委“碚小纪”平台上，一条加急求
助信息突然弹出，出现在该区优化
营商环境监督工作专班人员何啸玮
的眼前。

何啸玮等人第二天来到该企
业，与项目负责人面对面沟通。“我
们来自外地，对重庆的政策不大熟
悉，如果审批进度比计划晚，可能会
影响后续工作。”项目负责人指着一
堆材料很是担忧。

经过充分沟通，专班人员发现，
推动该项目审批在政策上没有大的
问题。于是，专班向有关部门制发
提醒函，督促他们帮助企业积极推
进环评审批，切实消除企业的担
忧。最终，该项目的审批流程比预
计提前两个月完成。

这正是重庆深化营商环境专
项整治的缩影。近来，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把损害营商环境的作风
和腐败问题纳入侵害群众利益问
题专项整治深入推进，1900 余个
涉企服务的突出问题得到及时发
现并妥善解决，推动细化“小切
口”治理事项70个，最优营商环境
的颗粒度更细更有质感。

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

九龙坡区开展的“区纪
委书记企业接待日”走进链
主企业专场活动现场。
（九龙坡区纪委监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