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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
报记者 李周芳）6月 12日，记
者从市教育考试院召开的重庆
市2025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宣
讲会上获悉，重庆市统一高考志
愿填报辅助系统现已在重庆市
教 育 考 试 院 门 户 网（www.
cqksy.cn）和重庆招考信息网
（www.cqzk.com.cn）开通，向
全市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辅
助公益服务。

我市高考成绩预计在 6月
25日左右发布，6月27日—30日
将进行填报志愿。

重庆市统一高考志愿填报
辅助系统具备历史数据查询、
招生计划查询、备选志愿参考
三大功能，其中，在历史数据查
询功能中，考生及家长可查询
2022 年至 2024 年在渝招生高
校各专业（分物理类、历史类）
的录取人数、录取分数和位置
等信息；在招生计划查询功能
中，可查询2025年在渝招生高
校的招生计划，包括院校名称、
专业（类）名称、选科要求、招生

计划数等信息；备选志愿参考
功能则可为考生填报普通类本
科批及普通类专科批志愿提供
备选志愿参考。

该系统今年有了针对性的
优化与改进，比如，在历史录取
数据查询基础上，新增“一键查
阅、汇总展示”功能；在普通类
本、专科备选志愿参考基础上，
新增艺术、体育类本、专科备选
志愿参考；更新了志愿填报相关
专业知识库并制作指导视频，方
便考生和家长掌握志愿填报的
政策及方法，“一站式”查询院校
信息、招生章程、专业介绍、就业
情况等信息。

6月13日至16日，市教育考
试院将开展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
动，组织政策及志愿填报指导专
家，通过官方网站及设置的电话
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服务。同
时，明确要求招考机构工作人员
和学校教师不得组织或参与任何
形式有偿志愿填报服务，不得代
替考生填报志愿、指定志愿学校、
泄露考生信息。

新增一键查阅、汇总展示等功能

重庆免费开通
统一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
实习生 马厚雪

6月12日，重庆发布今夏首个高温
橙色预警，涉及渝中、江北、渝北等27个
区县。高温天气为何6月份就降临重庆，
将持续多久？为此，记者采访了市气象台
首席预报员李强。

12日下午，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通报：
6月12日7时—17时，江北、九龙坡、南
岸、渝中、大渡口、北碚、潼南、铜梁、荣昌、
璧山、江津、高新区、两江新区等13个区

最高气温超过37℃，最高达39.3℃（潼
南）。

市气象台预计，13日至17日，我市
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其
中，13日至15日，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
35—38℃，西部局地可达39—40℃；16
日 至 17 日 ，大 部 地 区 日 最 高 气 温
37—39℃，中西部局地可达40—41℃。

才6月中旬，为何会出现40℃高温？
李强表示，一般而言，重庆8、9月份

受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影响，会出现高
温天气。往年6月，副热带高压通常在长

江中下游到江南、华南一带，重庆主要受
副热带高压影响。但近期，受南海“蝴蝶”
台风活动影响，导致副热带高压位置偏
东。

同时，今年6月，青藏高原存在大陆
高压控制，导致四川盆地主要受大陆高压
影响，进而重庆出现明显高温天气。大陆
高压影响下，空气主要为下沉气流，下沉
过程中会增温，加之持续晴好天气，地面
本身升温也较为明显，所以，大陆高压影
响下会有高温。而重庆西部地区多属于
四川盆地，影响更显著。

此外，天气预报显示，12日—14日午
后，重庆局地有降水天气。李强说，这是
因为在高温下，热力条件较充沛，有利于
对流发生。当午后局地触发对流系统，就
会产生雷雨、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不过，此类范围比较小、持续时间较短，主
要出现在重庆东北部山区等局部区域，对
全市高温形势基本无影响。

高温天气会持续多久？李强透露，
17日之前，重庆是晴热高温天气，受北方
冷空气和高空槽的影响，19日—20日有
望迎来降雨。

气象专家解读——

今年重庆为何6月就出现40℃高温天气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松

据重庆边检总站统计，截至
6月10日，今年重庆江北国际机
场口岸年度查验出入境人员总量
突破 100 万人次，比去年突破
100万人次提前46天，其中，外
国人占比超过三成，创历史新
高。是什么吸引了这些外国人
呢？6月12日记者来到重庆江
北国际机场边检口岸一探究竟。

上午10点，从泰国曼谷飞来
的FD556次航班稳稳降落在重
庆江北国际机场。

“我们来自曼谷，第一次到重
庆。”在边检口岸入境大厅，吉拉
蓬（音译）与同伴一行4人正在办
理入境手续，他们在泰国曼谷的
旅游海报上看到了重庆美丽的照
片，决定一起来旅游。

“我们打算去洪崖洞，去看轻
轨穿楼，还要去吃火锅！”几人你
一言我一语，说非常喜欢中国文
化和美食，在重庆的几天里一定
要更多学习中国的文化，品尝重
庆的美食。

一同乘坐FD556次航班到
达的，还有来自缅甸的段女士和
她的朋友。

“我们是华侨，从小就会中
文，这是我们第一次来重庆。”段
女士告诉记者，对中国文化非常
向往重庆的美景在全世界火爆起
来以后，她们就决定来重庆看一
看。

除了重庆的美景，重庆的产
业发展也在不断吸引外国人的到
来。

“ I love Chongqing！ I
love Chongqing very much！
（我爱重庆,我非常爱重庆）”随着
从香港飞来的一班飞机落地，记

者遇到了来自澳大利亚的斯捷
潘·佩林（音译）。他是一名电气
工程师，现与我市的某工厂有合
作，此前他已多次来过重庆，此次
是来洽谈合作的。“这里的人们非
常热情，我感觉很好。”

在重庆边检的出境口岸，记
者遇到了来自美国西雅图的爱德
华和他的中国妻子。

“我很喜欢中国，以前我在珠
海教英语，这是第一次来重庆，我
喜欢重庆的火锅和美丽的风景。”
爱德华告诉记者，他特别喜欢吃
火锅，还吃到了一样特别的菜，叫
折耳根。此次重庆之行很开心，
未来他还会来重庆。

“你可以叫我白明旺（音）！”
在机场的候机厅，记者遇到了来
自美国西雅图的年轻男孩沃尔特
（音译），他高兴地向记者分享了
他刚取的中文名字。

沃尔特告诉记者，他来重庆
旅游两天了，去了洪崖洞、来福士
广场，对重庆的美食和美景都印
象深刻。“我觉得重庆的天际线非
常漂亮！”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
扩容，来重庆的外国人增多，重庆
边检总站安排了外语能力好、业
务水平高、沟通能力强的执勤民
警负责手续办理，还设置过境免
签申请受理审核和手续办理专用
区域，优化实施免签过境人员临
时入境许可预约申报、即到即办
等便利措施，保障口岸高效顺畅
通关。

国际游客纷至沓来

山城魅力获盛赞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重庆武隆西汉关口一号墓出土的
遣策，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贴金铜鞘短
剑，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距今3000多
年的巨大象牙，成都荆翠东路出土的金
饼……来自成渝两地的230余件套文
物展品，齐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自
6月13日起拉开《双城芳华——新时
代成渝地区基建考古成果展》大幕，尽
展万年时光里的巴蜀文明。

本次展览以“保护中发展，发展中
传承”为核心理念，全景式呈现成渝地
区在基建考古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揭示
文化遗产如何成为城市生长的精神根
系。

关口一号墓出土的遣策首
次亮相

“双城芳华”藏着哪些璀璨的篇章？
6月12日的媒体见面会上，策展

人王麒越介绍，重庆武隆关口一号墓
内出土的遣策，是首次走出重庆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的库房，成都荆翠东路
墓地出土的金饼，也是第一次离开成
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库房，向公众
进行展示。

在现场，遣策上黑色的圆润字体清
晰可见，为了方便分栏和对齐，书写者
还在其上用黑墨勾勒出了横线。

“考古专家们发现，遣策最后一行
墨线有过修改，可能是当时撰写人在
书写过程中发现最后一栏空间不太
够，于是把最后一条墨线往上提了一
些，这就造成了在遣策最后一栏有一
条墨线被压在了墨字之下的现象。”王
麒越介绍。

从成都远道而来的金饼，正面呈近
圆形，饼身表面光滑、中心微凹，中间有
一方形戳印，右侧刻划“六一……文”，
左侧似有刻划文字，尚难辨认，背面内
底有墨书。

秦统一六国后，黄金作为法定货
币，拥有相对固定的外形和重量。目前
考古发现了较多秦汉时期的金饼，其形
状基本为圆形、马蹄形、麟趾形，因此又
被称为马蹄金、麟趾金。

金沙遗址出土的巨大象牙也被
搬到了展厅之中。据初步估计，金沙
遗址的象牙重量达两三吨，截至目

前，已经出土了100多根比较完整的
象牙，以及100多件用象牙加工成的
器物，如象牙尖、象牙段、象牙片以及
象牙器等。

而它们，仅仅是众多重磅展品中的
三件而已。

精美饰品体现巴蜀先民的
巧手与智慧

重磅，还体现在人们一步一停的驻
留当中。

刚走进展厅，一套出土于重庆沙坪
坝的清代朝珠就十分吸睛。

策展人艾露露介绍，朝珠是清代王
公大臣及命妇佩戴的礼仪饰品，这件朝
珠为女款，主珠为琥珀材质，记捻为陶
质且加有朱砂，隔珠、佛塔、背云和大小
坠均为翡翠材质。

不远处的展柜中，还并排陈列着两
套同样产自清代的玻璃翡翠串珠，它们
采集于成渝铁路建设工地，见证着新中
国基建考古的序幕。

在展厅中部，展出了一件出土于重
庆巫山的带钩。

这件带钩的钩首为龙头，带钩的弓
形钩身上，镶嵌着三枚磨光的贝壳，贝
壳周围还雕刻着精美的龙爪纹饰。

说起饰品，怎能少了簪子。从巫山
大水田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期骨簪，到
璧山大兴镇沈焕伦后坡墓地出土的精
美的铜簪；从出土于成都锦江金象寺墓
地的明代玉簪、金簪，到成渝铁路沿线
采集到的双尖翡翠扁簪……巴蜀古代
先民的巧手和智慧在这些精美的饰品
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刀剑带你领略古人的尚武
与审美

本次展览中还有装饰精美的各种
武器，能让观众领略到古人的尚武与审
美。

出土于涪陵小田溪的战国贴金铜
鞘短剑，剑脊与刃部之间雕刻着虎斑
纹，贴金铜鞘两侧各有一近长方形的

耳，弧面剑鞘上部还凿有两个长方形镂
孔，鞘身饰以缠绕的条带状纹饰，鞘下
部饰有三叶状纹饰。

在它对面，出土于成都青白江双元
村墓地的春秋带鞘双剑也来“争艳”。

这把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剑鞘表面
装饰着繁复的云雷纹，形制与宝鸡竹园
沟墓地西周时期的带鞘铜短剑较为接
近，但竹园沟墓地均为单剑，巴蜀地区
的带鞘铜双剑应是对其进行了继承与
革新。

另外，展出品还有一把出土于成都
荆翠东路墓地的小刀，整体由银质柄部
及铁质刀身组合而成。柄部为立体的
人兽主题形象，其上一大角羊形动物前
蹄抬起，与一蹲踞人物相对而立。动物
前蹄置于人头部，低头作舔舐状，人双
手扶住动物前蹄，作支撑状。整体带有
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风格。

从象牙到骨簪，从金剑到银刀，从
玉簪到琥珀朝珠，巴蜀文明的碎片如同
时间长河中的星火，照亮成渝双城的前
行之路。

关口的遣策、金沙的象牙、小田溪的金剑都来了

去三峡博物馆看“双城芳华”

关注第九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李晟）继成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与重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之后，武陵山
区再添一个“国字号”金字招牌——国
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在第九个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6月12日，文
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公布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区名单的公告》，重庆的武陵
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
护区上榜，这也是重庆首个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区。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以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
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
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
护，并经文化和旅游部同意设立的特定
区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3个国家
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
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范围为重庆市
黔江区、武隆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6个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多民族聚
居区。

2014年8月，武陵山区（渝东南）
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由原
文化部批准设立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

2018年9月，《武陵山区（渝东南）
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获批实施。按
照《规划》，实验区分为核心区和辐射

区，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土家
族、苗族文化为核心，通过乌江流域、酉
水河流域、阿蓬江流域等8条河流水系
向其他五个区县延伸，形成“十三个文

化带”。
我市专门成立建设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编制相关规划、出台政策文件，
推动渝东南6个区县设立专门机构，

沿武陵山脉绘就一路生花的美丽图
景。

重庆通过“非遗+旅游”“非遗+
乡村振兴”“非遗+产业”等模式，创新
探索出了不少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动
案例。

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50岁的谭
明兰动作利索，一根绣花针在她手中上
下飞舞，用夏布制作的干花、胸花、布老
虎、手提袋等非遗产品在她的一针一线
中逐渐成形。凭此技艺，她现在每月能
多挣1000多元，如今，她家年收入已突
破5万元。

在保护区兴建非遗工坊，采取“公
司+农民+传统技艺”运营模式，以招
工、计件合作等多种方式，满足农村妇
女、残疾人等人群想要劳动强度低、工
作时间灵活、工作地点离家近的就业需
求，拓宽他们的增收渠道。

截至目前，重庆非遗工坊数量已达
99个，覆盖99项非遗代表性项目，累
计带动就业1.7万余人，不仅助推了乡
村振兴，也推动了非遗传承保护。

从实验区到保护区，重庆用了11
年。数据显示，区域内现有各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1397项，增幅51%，代表性
传承人1810人，增幅59%；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4个，增幅33%；中国传
统村落109个，增幅142%；中国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镇）23个，增幅21%；中
国历史文化名镇4个，增幅33%；国家
5A级景区4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2
个，增幅均为100%。

重庆有了首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武陵山区（渝东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获国家认证

保护区内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397项
代表性传承人1810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个
中国传统村落109个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镇）23个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4个
非遗工坊99个

黔江黔江
武隆武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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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
实习生 马厚雪

“老伴儿前几年去世了，如
今儿子也先于我离开，家里只剩
我一个人了。”近日，沙坪坝区壮
志路，84岁的舒大爷望着空荡
荡的屋子，不禁潸然泪下。“我不
后悔捐献儿子的器官，因为我的
儿子，让5名患者迎来新生，让5
个家庭等来了希望。”尽管泪水
未干，舒大爷的神情除了悲怆，
还有欣慰的释然。

舒大爷年轻时曾是他们那
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因投身祖国
建设，结婚较晚，在45岁时才生
育了儿子。因为是“老来得子”，
夫妻俩对儿子甚是宠爱。老伴
儿去世后，舒大爷就与儿子相依

为命。
今年5月份，舒大爷的儿子

舒先生因突发脑出血经抢救无效
后离世。因为此前有亲人捐献遗
体的先例，舒大爷悲痛之余，主动
联系了重庆市红十字会。

“强忍悲痛的老人主动联系
我们，这份无私和大爱，让大家非
常感动。”重庆市红十字会人体器
官捐献协调员李超满表示，在了
解情况后，他联系上了陆军军医
大学西南医院，经医生评估，舒先
生适合器官捐献。

“再也不能唤你了，晓鹏！”舒
先生被推入手术室前，舒大爷深
深俯下身来，颤巍的手轻轻地贴
在儿子额头，依依不舍地与儿子
进行最后的告别。

在手术室，医务人员与红十
字会的工作人员也为舒先生举行
了告别仪式，感谢他为挽救他人
生命的无私大爱。正是捐献者和
家属们的无私与奉献，让更多人
看到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

独子离世，84岁老父亲含泪抉择——

捐献儿子器官
为5位患者续写生命

精彩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

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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