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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仲夏时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西
沱镇黄桷岩村，千余亩秧苗郁郁葱
葱，在微风中摇曳生姿，勾勒出一幅
充满希望的田园画卷。

“今年秧苗长势比过去几年都要
好，只要天公作美，水稻丰收不成问
题。”当地水稻种植大户周兵脸上洋
溢笑容。

为何他能如此自信地预判收
成？这就要追溯到2023年市地矿局
208地质队开展的土壤“三普”工作。

土壤“三普”是2022年国家部署的
一次对土壤的“全面体检”，普查内容
包括土壤性状、类型、立地条件、利用
状况等，查清土壤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2023年7月，经过市“三普”办
严格的考试与专业培训，邹波与陈
星、张梦林等人奔赴石柱县开展工
作。经过90多天的野外高温作业，
完成了石柱3000余平方公里全域土
壤的酸碱度、有机质、常量元素等54
项指标检测，通过对上百万条数据的
收集、整理、分析，最终绘制出了30

多种土壤属性图，让该县的土壤“家
底”一目了然。

去年3月，邹波带着土壤属性图
到石柱的采样点进行实地复查。周
兵在水稻田边提出了疑惑：“水质、种
植技术等都没问题，为什么产量和品
质却始终难以突破？”

“从石柱全域来看，西沱镇一
带土壤酸性较高，适合种喜酸的农
作物，比如茶叶、竹子等；马武一
带，土壤氮磷钾较为缺乏，若要发
展种植业，要多施氮磷钾含量高的
复合肥……”邹波建议。

今年，周兵针对性地追施了高含
量的氮磷钾复合肥。“有了这些精确
的土壤数据，施肥用量也变得精准，
既保证了水稻生长所需养分，又避免
了肥料浪费，我也学会了‘数字种
田’。”周兵说。

邹波介绍，下一步，他们将联合
石柱县农业农村委共建“线上档案
馆”，通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让业主
今后可随时随地查看土壤数据信息，
提前指导规划农业生产，让大家种粮
更加心中有“数”。

重庆开展土壤三普摸“家底”

教会种植户“数字种田”

奉节永安镇墓群出土包金的车马器、带血槽的铜矛、彩绘的木棺……

三峡重庆段最大战国墓揭秘

◀铜器盖。

▲铜矛。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栗园园）6月27日，在市级农村
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村村旺”上线6
周年之际，“村村旺旺铺”应用正式发
布。该应用将为农产品流通领域提
供全链条数字化解决方案，助力农产
品搭上“数据快车”、农户变身“云端
掌柜”。

长期以来，农产品流通行业普遍
存在着“散、小、弱”痛点，“卖难”问题
困扰着大大小小的涉农经营主体。
近年来，“村村旺”加快数字化转型，
此前已成功打造“村村旺农服通”应
用，为涉农主体提供耕、种、防、收等
社会化服务。通过数字赋能，成功实
现服务响应效率提升3倍，帮助农户
降低生产成本15%。

“此次‘村村旺旺铺’应用则将聚
焦农产品流通领域，疏通交易过程中

遇到的各类难点和堵点。”项目负责
人胡刚介绍，该应用的目标用户涵盖
各类从事农产品流通的企业、电子商
务公司及带货主播、经营实体门店的
超市、农村经纪人等。

具体而言，“村村旺旺铺”可以为
产销两端实现需求对接和转化，为订
单农业的采购单位提供交易结算保
障，为团餐配送企业优化全链路采销
服务，为农资销售企业搭建产品流通
渠道，为农产品交易市场完成数字化
运营升级，为终端零售网点提供一站
式供应链服务，为各类企业搭建定制
化采购商城等。

“村村旺旺铺”与“村村旺农服
通”应用，将一头链接流通、一头链接
生产，共同构成为“村村旺”平台“为
农服务”的数字双翼，为全市农业产
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村村旺旺铺”应用上线
助力农产品销售搭上“数据快车”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实习生 胡思佳

6月25日，奉节永安镇墓群M99
号墓出土随葬品的研究成果出炉。

从2005年开始，重庆市文物考古
所（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
奉节永安镇墓群开展抢救性考古
发掘工作，出土陶器、铜器、玉器

及金银器等各类随葬器物

1200余件。
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M99

墓室的封土时，近两百件以青铜器为主
的随葬品在夏日阳光下闪烁着幽绿光
芒——这是三峡地区重庆段迄今发现
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战国墓葬，其
随葬品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堪称一部
青铜铸造的战国史诗，是战国中
期巴楚争斗不断，楚国逐渐控制
瞿塘峡以西一带的实例。

墓主人沉睡于高7米多的墓葬内

在三峡战国墓葬中，M99号墓堪称巨大。
究竟有多大？发掘领队、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

员袁东山给出了一组数据——其墓坑开口距地表仅1.2米，
向下却垂直延伸7.02米，相当于现代住宅两层半的高度。
墓室底部呈长方形，长5.8米、宽4.08米，面积近24平方米，
相当于一个客厅的空间。

更令人震撼的是其“甲”字形的完整结构：南侧斜坡墓
道长达6米，以27度角倾斜而下，如同一条通往地下世界的
巨型通道，最低点距墓底达3.2米，足见营建时的工程难度。

此外，M99号墓的墓壁还经过特殊的抹泥处理，呈现
精密的分段设计：上部近乎垂直，下部则陡峭如悬崖，光滑
壁面还残留着工匠抹平的指痕。

然而，墓主遗骸的保存状况却与宏大的墓室形成残酷
对比。由于墓底位于三峡水库蓄水线之下，渗水浸泡使棺
椁与人骨严重朽坏。考古专家仅能从淤泥中辨识出零星
的腿骨与肢骨残痕。这些钙质碎片以“仰身直肢”的姿态
指向正北方，头骨与其他躯干骨骼已彻底消融于水土。但
椁室北部木棺位置残留的彩色漆皮——朱红与玄黑交织
的斑驳色块，仍然暗示着髹漆棺木曾经的华贵。

当考古人员在棺内清理出墓主人最后7件贴身随葬品
时，主人的身份仍然未解：直径14.5厘米的玉璧以黄白色玉
料精雕，内外缘凸棱拱卫着整齐谷纹，是典型的楚式礼玉；铜
削的扁环首与曲背造型，复制着楚贵族的日常生活用具；还
有三柄虎斑纹柳叶剑和两柄巴式矛紧贴尸骨，将巴人尚武之
魂凸显。

袁东山说，当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的烽火燃至扞
关，墓主为巴人的可能性较大，但受楚文化影响至深，可能
是接受了楚国封赏或任职于楚国的巴人中上层贵族将领。

86件随葬兵刃组成战国武器库

M99墓室出土了86件青铜兵器，它们构成
的不是简单的陪葬阵列，而是一座微缩的战国武
器库。

袁东山说，这些寒光凛冽的兵刃占据了全部
随葬品的近半壁江山，宣告着墓主以武立身的宿
命。

在这批出土武器中，许多都带有加速敌人死亡
的血槽，比如出土的2件铜矛的矛叶后端脊侧精准
开凿的“放血槽”，如同毒蛇的獠牙沟壑，令2300年
后的观者依然能感受到森然寒意。

墓葬中随葬兵器的多样性谱写了冷兵器的百
科全书，这些兵器种类齐全，实战特征鲜明。

3件柳叶形青铜剑均具有扁菱形脊，其中两
件在脊上开有血槽，这种增强杀伤力的设计是近
身格斗利器的标志。

矛的数量最为庞大，达35件，形制多样。一
些铜矛骹部普遍装饰的巴蜀符号、蝉形纹、手臂
纹、虎纹及云雷纹，则赋予了这些兵器强烈的巴文
化地域特色。

4件配备直援、胡及穿的铜戈构成了标准的
勾啄兵器组合。远射武器同样齐备，41件青铜镞
以36件圆锥形长铤镞为主力，辅以少量三翼镞和
铁铤铜镞，并配备了两件铜弩机，展现了远程打击
能力。此外，四件装饰巴蜀符号的铜钺和一件铜
鐏也补充了兵器组合。

从血槽矛的致命设计、铁铤铜镞的材质突破，
到剑身虎纹的图腾崇拜、戈戟合范的铸造智慧，这
座86件兵刃构筑的地下武器库，不仅是墓主军事
权威的冰冷象征，更是战国时代金戈铁马、工艺与
杀意交织的永恒回声。

30件车马器彰显将军威仪

距M99号5米远的地方，一个战国时
期的殉马坑先于墓葬出土。于是，在墓葬
中找到对应的车马器，成了现场所有考古
工作者的期盼。

墓葬的发掘也最终没让所有人失望。
袁东山说，在M99墓中，他们共发掘出了
包括车轴饰、伞箍、盖弓帽、节约和马衔等
30件车马器。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8
件包金铜节约。它们中的两件如微型盾
牌，三条夔龙在包金层下游走翻腾；其余6
件则似绽放的金色花朵，每片花瓣都镌刻
着夔龙纹。

什么是节约？袁东山解释，顾名思义
就是节制与约束，是一种用于马具的装置，
用于连接和固定马身上的革带，以实现操
纵马匹的目的。

而在车舆构件中，两件伞箍呈可拆卸状
态，管状套件通过中部双箍咬合，可自由伸
缩调节车盖高度。马衔的构造更显精妙：长
达21厘米的马衔由椭圆形环与绳索状柱体
咬合而成，出土时仍保持着咬合状态。

虽然木质的车身已经在时光中消弭，
但这些留存下来的青铜车马器，仍然彰显
着墓主人昔日的显赫身份。

▲包金车马器。

（上接1版）
据统计，自改革实施以来，大渡

口区全量认领两批次市级划转行政
执法改革事项共1026项，全区综合
行政执法队伍及镇街共认领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事项6352项，在全市名
列前茅。

法制审核中心推动执法标
准统一化

赋权基层之后的新挑战是，如何
让基层“接得住管得好”？

“全市第一批划转事项中有255
项属于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包括建设
工程管理、物业管理等，其中不少对
我们来说都是新东西。”大渡口区城
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容大队
副大队长邓安说，尤其是在执法时对
违法事实的认定、裁量基准的适用等
方面，把握不准。

“这是‘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
改革中的共性问题。”袁慧说，为提高
执法专业化水平和效率，大渡口设立
了全市首家法制审核中心，汇集法律
顾问、专家学者和各部门的业务骨
干，对各行政执法部门、各镇街提请
会商审核的重大执法决定开展会商
审核，指导解决执法过程中遇到的难
题。同时，每个镇街设置1—2名综
合执法法制审核岗，负责本镇街行政
执法决定的日常审核工作。

比如，茄子溪街道一家企业在进
行建筑土方、工程渣土施工时，未采
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按规定将被处
罚，但邓安不熟悉业务流程，一时无
从下手。

有了法制审核中心，邓安将案
件提交后，一场跨部门“会诊”迅速
展开：住建、城管、司法等领域专家
围绕调查取证、法律适用等环节出
具专业意见，最终认定企业属非主
观违法，依法从轻处罚，案件从接案
到办结仅用几天时间，时效较过去
大大提升。

“近一年以来，经过法制审核中
心多次理论指导和实操，区级、镇街
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养有了
显著提升，能够独立处理大部分案
件。”该区住房城乡建委治安站站长
王宁波说，更重要的是，审核中心推
动了执法标准统一化。过去同一类
案件，不同部门处罚尺度可能不一，
现在通过集体会商，裁量基准误差大
大减少，标准化执法体系逐步形成。

“一镇街一特色”基层执法
场景遍地开花

随着阵地建设日渐完善、队伍业
务能力不断增强，大渡口区各个镇街
也纷纷结合基层实际，打造了一批具
有复制、推广价值的执法场景。

每天清晨、傍晚，位于新山村街道
的大渡口公园总是人来人往。“每天至
少有上万人到公园休闲散步，这也衍
生了占道经营、消防通道堵塞、噪音大
等问题。”曾小强说，以往通过人力巡
逻，不仅时间有限，对噪音等问题的取
证也很困难，整体执法效果欠佳。

新山村街道在全市率先探索物
联感知系统与“执法+监督”应用相
结合：通过汇总公园周边的物联感知
设备，把设备数据接入大渡口区数字
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通过AI算
法识别违法行为，再将违法信息接入
市司法局开发的“执法+监督”应用，
执法人员根据线索执法，实现了行政
违法线索从物联感知设备到“执法+
监督”应用的全过程闭环处理，从发
现违法行为到处置的时间缩短40%
以上。

九宫庙街道的义渡古镇、重钢工
业博物馆等沿江景点是热门打卡地，
随着气温上升，长江沿线戏水、非法
垂钓、游泳现象频发。为治理好辖区
内近2公里的江岸线，九宫庙街道在
沿江区域新建18个物联感知设备，
配备扩音器，并搭载防钓鱼、防溺水、
区域入侵、烟雾报警等AI算法；在全
市率先贯通使用市农业农村委开发
的“长江治渔”系统，实现信息互通，
一旦出现沿江人群聚集超量、违规垂
钓或火情，系统便立即触发预警，自
动播放防溺水、禁渔语音提示，执法
队伍再根据预警信息采取行动，让沿
江公共空间安全管理更高效。

八桥镇创新推出精准服务市场
主体“三色”工作法，以区级部门信用
评级为基础，结合基层执法关切的市
容、环保、消防等内容，制定市场主体
执法信用评价标准，并摸排生成评
分，最终形成绿、黄、红“三色”等级，
每季度动态调整颜色等级。对绿色
主体采取激励优先＋服务前置，全年
免除行政检查；对黄色主体采取修复
引导＋动态跟踪，每季度按2%比例
双随机抽查；对红色主体采取攻坚整
治＋信用重塑，每月按5%比例双随
机抽查。

6 月 29 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A航站楼，旅客正陆续抵达。

临近暑运旺季，儿童出行热度
不断攀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等一线城市以及旅游热门城市，将
是儿童旅客的主要流向。为了应对
儿童旅客增多的情况，江北国际机
场及各航空公司积极筹备，推出一
系列贴心服务，为每一位小旅客的
暑期之旅保驾护航。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机场暑运旺季
儿童旅客增加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韩毅

6月29日，虽然天气炎热，但在红
岩村，人头攒动、游人如织。

说着天南地北口音的游客，排队走
进红岩革命纪念馆、中共中央南方局暨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观看红色展
览、聆听红色故事……重温那段峥嵘岁
月，接受心灵洗礼。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红色旅游
显得别样‘红’。这是我们向更多人传
播新时代红岩精神的好时机。”作为文
化和旅游部推荐的5位基层代表之一，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古越
参加了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围绕“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丰
富人民美好生活”与中外记者见面交
流。6月29日，从京返渝后，古越接受
了记者采访。

“能参加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分
享我11年来传播红色文化的实践与感
悟，对我来说，既是鼓励，也是鞭策——
正如我在见面会上分享的那样：在新征
程上，不负青春。”古越说。

2014年，古越入职重庆红岩革命
历史博物馆，从事讲解工作。11年来，
他共计讲解12000余场、参加600余场

各类宣讲和报告。他多次参加讲解员
大赛，先后获评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
解员”称号、“新时代红色故事讲述者”
称号等；多次走进学校、军营、机关、乡
镇开展宣讲，致力于把红岩先辈和红
岩英烈的故事送到千家万户，做红色
故事的精彩讲述者、红色基因的坚定
传承者。

“作为一名红色旅游讲解员，我们
是红色文化和观众之间的桥梁和纽
带，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和英
雄烈士的故事，充分发挥红色旅游助
推铸魂育人的作用，在潜移默化中，让
观众、青年群体达到对红色文化的了
解、认同，产生自我感悟，从中汲取前
进的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增强文化自
信。”古越表示。

就如何更好地讲好红色故事和革
命故事，他通过11年的工作实践和思
考总结了非常关键的一点——要把老
故事讲出新温度。

为此，古越与同事在2024年创建
了红岩精神宣教劳模和工匠创新人才

工作室，一方面推动讲解团队从“讲解
服务型”到“学术引领型”的转变。在讲
解之余，他们积极投身于党史研究和红
岩干部学院的课程研发工作。

另一方面，他们创新探索了“沉浸
式+情感教学+全媒体”的多元化讲解路
径。比如，今年推出了多个沉浸式互动
讲解项目，把AI、VR等先进技术充分运
用到了《歌乐忠魂——白公馆、渣滓洞革
命先烈斗争事迹展览》等项目中，并在线
上推出了一系列短视频作品。

此外，他们还不定期针对年轻群体
开展研讨工作，调整讲解内容，选取与
他们年龄、经历相仿的故事和人物，并
进行讲解的语言和语态调整，引发年轻
人的共鸣。

“我想，无论是怎样的创新形式，要
想激发受众，或者让革命精神入脑入
心，我们讲故事一定要让人‘摸得着温
度、看得见信仰’。”古越说。

讲解员工作，劳心又劳力。
“劳心”，在于“因人施讲”，要让革

命精神入脑入心、可感可触、直抵人心；

“劳力”，就是旅游旺季一位讲解员每天
至少要讲10多场，每场讲40分钟左右，
走路超过3万步，尤其是酷热夏天，“汗
湿的衣服都能拧出水”“喉咙嘶哑得都
说不出话”……

那么，这份工作有何价值与意义？
“记得10年前，我在渣滓洞监狱旧

址偶遇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她双手
颤抖地抚摸着展板上的照片。当我询
问她需要什么帮助时，她告诉我，那是
她的爸爸。”古越回忆说。

他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能为这位
老人做些什么，就默默地陪着老人在那
里站了很久。老人一动不动地伫立在
原地，看着展柜中父亲牺牲前留给她和
母亲的那封信，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最后，老人临走的时候紧紧攥着古
越的手，说了声“谢谢”。

“那一次，我第一次意识到，红色文
化不是博物馆中的展品，更是流淌在我
们民族血脉当中的精神基因，而我这份
工作，不仅仅是文物的传声筒，更是文
化传播与传承的使者。”古越说。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古越——

把老故事讲出青春光芒

（重庆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