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6 2025年7月 15日 星期二
编辑 吴秀萍 美编 乔宇

■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7月11日，在巫山县高唐街道集仙社
区，在三句半的韵律、连箫的清脆击打声中，
84岁的丁敬民带领一群老伙计翩翩起舞。

作为集仙社区浪漫夕阳歌友队的核心
人物，丁敬民将党的惠民政策融入群众喜
闻乐见的表演形式，8年累计开展300余场
演出，足迹遍布该县18个乡镇。

由于社区老年活动形式单一，退休后

的丁敬民于2017年萌生了组建歌友队的
想法：“三句半朗朗上口，连箫舞有地方特
色，唱歌跳舞能凝聚人气，还能强身健体。”
他自费购置道具，挨家挨户动员，组建起一
支12人的初始队伍，如今成员已经发展到
了159名。

“能折腾，是因为身子骨给力。”丁敬民
说，自己的血压、血糖等指标优于同龄人，

“连箫舞的踢腿动作改编自广播体操，三句
半的节奏卡着呼吸频率。把排练和锻炼结
合，队友们的身体都没啥大毛病。”

去年冬天，为赶排医保新政快板，大家
在零下两度的排练室排练，有人冻得手发
僵，丁敬民就教大家搓手操：“左手绕右手
三圈，政策要点记心间。”这种把健康理念

融入日常的智慧，让歌友队成了社区的“活
力标杆”，常有老年人来讨教“养生经”。

丁敬民有一个褪色的蓝布本，写得密
密麻麻，全是创作手稿。最新一页是《健康
巫山三句半》：“血压计，随身带，健康数据
常关怀；广场舞，排成排，夕阳也把花儿
开。”字迹遒劲有力，修改痕迹里藏着推敲
的细节。

为了让政策宣传不“悬浮”，他有套“三
深入”原则：深入镇政府看文件、深入菜市
场听民声、深入田间地头找灵感。2023年
城乡居民医保改革后，他连续五天蹲在社
区服务中心，把“门诊共济”“报销比例”等
术语，转化成“小病不用跑医院，药店刷卡
真方便”的快板词。

为让节目“接地气”，丁敬民将惠民政
策编成顺口溜传唱。例如，将医保政策融
入三句半：“新农合报销比例高，大病小病
不用愁，百姓健康有依靠，点赞！”不少观众
反映，“比宣传单好懂得多”。

歌友队的“演出地图”早已覆盖巫山县
18个乡镇。在福田镇敬老院，他们的《孝道
谣》让孤寡老人动容落泪；在高唐街道农贸
市场，《垃圾分类三句半》演完，摊贩们主动
把菜叶装进厨余桶；去年的全县老年运动
会，他们的保留节目《健康中国走起来》成
了开场舞。集仙社区独居老人陈婆婆，曾
因缺少儿女陪伴心情不佳，被拉去学跳连
箫舞后开朗很多，如今，她每天都最早到
场排练。

巫山84岁丁敬民把惠民政策编进顺口溜，带领歌友队开展300多场演出

“既凝聚人气，又强身健体”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实习生 胡思佳

随着“钓鱼城加担土遗址发掘区”考
古发掘的步步推进，三个巨大的夯土高
台逐渐破土而出。修筑高台所用夯土送
到实验室，检测数据让人惊讶——夯土强
度最高达10兆帕（压强和应力单位），远
超一般黏土夯筑的1兆帕极限，接近常规
水泥。

800多年前的南宋军民，是如何夯筑
出如此坚固的高台？钓鱼城的攻防战中又
展现了川渝地区先民的哪些营城智慧？

7月14日，钓鱼城遗址考古工地负责
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袁东山
介绍，钓鱼城遗址的高台设计，在战略防
御、材料工艺和战术运用等方面，均体现了
极高水平，是中华军事文化的宝贵遗产。

人为营造巨大高差加强防守

依山而建的钓鱼城，有着天然的地理
优势，为了更好地抵御住蒙（元）军队的铁
蹄，南宋军民还在原有的地势落差之上，巧
妙利用小山丘之间的沟壑，人为修筑了3
处大型高台。

高台有多大？
体量——最厚处可达 10 余米；范

围——城门外的高台与城墙配合形成“U
型”外瓮城，城门内的高台围合成内瓮城，
总面积近 3万平方米，而“瓮”的空间仅
1000平方米左右。

为了让高台牢不可破，南宋军民先用
细黏土加少量小砂岩块夯实建成基座，其
上垒数十斤重的异形石块，层层叠加，最终
筑成高台。

为什么占尽地利的南宋军民，还要费
力在城内筑起高台？

袁东山说，青华门外是一段缓坡路段，
成为元军攻城的重点区域。南宋军民在这
里修筑高台，通过精密设计兼顾战术应对、
空间利用与多功能性，使城防效能实现最
大化。另外，传统瓮城的城墙宽度多在10

米以内，钓鱼城却用宽达数十米的高台围
合成大台小瓮的超常规形制，更有利于对
进攻方实施歼灭。

“钓鱼城高台的战术与技术价值在历
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并为当今的文化遗产
保护与活化展示提供了重要基础。”袁东山
表示。

小石径延长敌军进攻路径

除了高台，考古发掘范围内出土的青
华门，也展现了南宋军民的战争智慧。

青华门位于遗址东北部，是钓鱼城的
关键门户。考古揭示，城门外道路至少有
三期演变：木栈道—石梯道—小石径，均须
爬坡穿越城门外临近右边高台下方的城墙
区域，有效拉长敌军进攻路径及被弹面。

在防守的数十年间，钓鱼城军民随时
根据战况修改城门的筑造方式。

1243年筑成的城门偏左，较宽大，进

城后在基岩上开凿5米多宽的石梯道，梯
步高20厘米左右，宽80至100厘米左右。
进门后拐向左边的城墙，梯道穿行在城墙
与山崖之间，形成一个宽5米、长80多米的
内瓮城。

而1254年筑成的城门更靠右边的高
台，变窄，在保持梯道瓮城的同时，又利用
城门正前方采石形成了一个近1000平方
米的大坑，增加了一个新的瓮城。

袁东山说，两个城门推测其结构均为
排叉柱式，体现出典型的南宋山城防御风
格。其周围高台上的哨台、城门配套设施
等，也展现了南宋在山地城防技术上的全
面创新。

青华门的重要性，还体现出南宋与蒙
（元）双方攻防智慧交锋的焦点。

从蒙（元）军队的角度来看，进攻青
华门具备三大优势：地势突出、便于围攻；
缓坡通道、便于推进；位于钓鱼城的必经
前哨。

而对宋军来说，青华门城门后靠，内外
双瓮城设计、内部双瓮城结构，正是有效应
对敌军攻城的创新举措。

104座军事城寨抗击外敌

在宋元战争中，攻防双方到底在这片
战区内修筑了多少军事城寨？

多年研究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的袁
东山给出了一组数据。13世纪，南宋为应
对蒙古势力的扩张，划分了川陕、京湖、江
淮三大战区，川陕战区大致涵盖今重庆全
域、四川大部及周边五省部分地区。通过
考古与文献对比，确认该地区至少曾建有
117座军事城寨，其中宋方104座、蒙（元）
13座。

蒙（元）军队为何会修筑军事城寨？
袁东山说，公元1235年，宋蒙战争打

响，数十万蒙古大军在东起淮河、西至巴蜀
的战线上，对南宋发起了全面进攻。

蒙古铁骑摧枯拉朽，却在四川受阻。
南宋朝廷在此依山就势修筑城寨，构建起
一套规模庞大、“如臂使指，气势联络”的山
城战略防御体系，拖住蒙（元）军队长达半
个世纪。而蒙（元）军队也如法炮制修建了
10余座城寨，向南宋守军发起攻击。

这些城寨中级别最高的是位于重庆市
渝中区的老鼓楼衙署遗址。这处遗址为南
宋四川制置司及重庆府衙治所，是南宋川
渝山城防御体系的战略枢纽和指挥中心，
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宋代夯土包砖式高台
建筑，是南宋时期营造技术水平的直观体
现，对研究宋蒙（元）战争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

比制置司级略低的是路和安抚司级，
以位于长江干流沿线的奉节白帝城遗址和
泸州神臂城遗址为代表。此外还有府州军
监级的城址，多达15座，包括了四川剑阁
的苦竹寨遗址、广安的大良城遗址、渠县礼
义城遗址、苍溪大获城遗址等，最著名的当
数重庆合川钓鱼城遗址。

武胜城遗址则是蒙（元）军队修筑的10
余处进攻军事堡垒的代表。

钓鱼城800多年前修建的防御高台,细黏土、异形石块层层叠加

夯土强度堪比现代水泥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夯土高台墙面。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秀山县涌洞镇：科技赋能油茶产业 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在秀山县涌洞镇，一场以科技为

引领的油茶产业变革正蓬勃兴起。近
年来，涌洞镇抢抓全县油茶发展机遇，
依托川河盖地理优势，全力打造川河
盖油茶高产示范片，目前已发展4个油
茶基地，种植面积达1100亩。

为提升产业竞争力，涌洞镇积极引
入科技力量。例如，县政府油茶产业专
家顾问团针对川河盖自然条件，科学引
进浙江红花油茶全系18个品种，为良
种选育和产业发展筑牢根基。楠木油

茶基地凭借地势平缓等优势，成为国家
高产油茶宜机化快速成园示范基地，国
家油茶科学中心等专家全程跟踪指
导。同时，该基地因地理条件优越，被
纳入全县油茶基地水肥一体化项目建
设试点，可提高水肥利用率、增加产量、
降低成本并实现智能化管理。

此外，油茶产业不仅为基地带来发
展，更以“租金+薪金+股金”模式构建
起联农带农机制，让科技红利实实在在
转化为农民增收的“真金白银”。

下一步，涌洞镇油茶基地将结合
中央油茶奖补项目，计划新种植面积
1000亩以上，积极推广“油茶+黄精”
套作复合经营模式。同时，依托川河
盖旅游景区，精心谋划悬崖民宿等旅
游项目，打造农旅融合的最美乡村。
此外，还将加快推进水肥一体化和宜
机化项目实施，努力建设成为全县科
技强农示范点，让油茶产业成为乡村
振兴的强劲引擎。

刘玉珮 彭胥嘉

梁平：以“满格电力”护航曲水镇采李活动顺利举办
盛夏七月，李果飘香。7月13日，

梁平区曲水镇迎来一年一度的盛大采
李活动，国网重庆万州供电公司提前
部署、多措并举，以高标准保电服务为
这场乡村振兴盛会护航。

据了解，此次活动有开幕式文艺
演出、李子大胃王比赛、亲子趣味采
摘、稻田抓鱼、篝火晚会等精彩环节。
针对采李活动规模大、环节多、用电点
位分散的特点，该公司成立专项保电
小组，制定详细保电方案，自7月初起，

组织技术人员对曲水镇李子文化广
场、谭家院子农事体验区等重点场所
的配电线路、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开
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同时，对涉及活动场所的10千伏
供电线路进行特巡，利用红外测温、无
人机巡检等技术手段，确保电网“零缺
陷”运行。

活动当天，该公司还派出国家电
网重庆电力（梁平营配）红岩共产党员
服务队4名队员全程驻守现场，对开幕

式舞台、文艺晚会灯光音响、篝火晚会
等关键区域实施“一对一”盯防，确保
活动现场用电“万无一失”。

曲水镇高山青脆李是当地乡村振
兴的特色产业，此次采李活动通过“农
旅融合”展现乡村新貌。目前，李子已
进入最佳采摘期，在“满格电力”的守
护下，这场集田园乐趣、民俗文化、科
技展示于一体的甜蜜盛宴，正以充沛
活力迎接八方来客。

黄凌霜

2025中国青年企业家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产业投资合作重庆两江行主题活动圆满举办
两江潮涌，陆海联通。7月的重庆，以一场

汇聚全国青年企业家的盛会，展示着青春脉动。
7月11日至12日，由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

共青团重庆市委、两江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的
2025中国青年企业家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产业投资合作重庆两江行活动（以下简称“两江
行”）在渝圆满举办。

200余名青年企业家穿梭于智慧碰撞的会
场与生机勃发的产业基地之间，调研走访、圆桌
对话、产业对接，两天的行程紧凑而丰富，见证着
重庆以特色发展路径重构现代产业版图，让活动
不仅成为观察、对接重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平
台，更打开了全国青年企业家携手合作助力西部
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窗口。

把握发展新机遇
联动交流，共话产业发展新趋势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是共青团联系青年企
业家的桥梁和纽带，汇集了当代中国青年企业家
的优秀代表。”据共青团重庆市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活动成功打造了青年企业家思想碰撞、
资源对接的平台。

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企业家们分
组深入赛力斯汽车超级工厂、重庆交通大学绿色
航空技术研究院、重庆大地生物医药科技产业
园、果园港海关集中监管作业场所等地参访，与
产业负责人展开交流探讨，近距离感知两江新区
创新与开放的发展脉动。

对话交流环节中，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
长方毅和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荣誉副会长崔巍
围绕深入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等主题深入研讨、
建言献策。心里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彭
国远、航天时代低空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王捷敏等青年企业家代表们在沙龙访谈进
行互动交流。

一次次实地考察合作新机，一场场对话激荡
发展智慧，青年企业家们在重庆找到发展新机
遇。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坚实的产业基础和
旺盛的市场需求，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

前景。”彭国远表示，他将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重大战略机遇，立足重庆核心优势，以教育数
字化深度融入重庆及通道节点城市，打造政企合
作平台，共赢发展的美好局面。

诠释时代新使命
凝聚共识，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协会作为共青团为党团结凝聚经济领域青
年的有效载体，承担着引领全国青年企业家积极
参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的使命。”中青
企协十三届会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
组成员、副总经理李峻表示，本次活动立意高远，
也是一次团结携手中国青年企业家助力西部陆
海新通道建设的盛会。

“活动期间，围绕深入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与会青年企业家代表们激荡思想，共话未
来。”据共青团重庆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中

“13＋2”沿线省区市青年企业家代表共同发布
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行动计划，成为最大亮
点。

具体而言，即联合实施“红色引领”“产业协
同”“内外联动”“青春建功”4项行动计划、10条
具体措施。其中，在产业协同行动方面，将建立
青年企业家数据库，参与绘制“产业链图谱”，定
期发布“合作项目机会清单”，深化产业链供应链
协同；在内外联动行动方面，将联动沿线省区市
搭建多跨协同数字通道平台，积极参与陆海新通
道国际交流合作中心建设，实现数据协同共享，
促进多通道协调联动……一项项行动，一条条措
施凝聚共识，开放共融、青企共商、发展共谋、资
源共享成为全国青年企业家们的使命担当。

激活发展新动能
深化合作，书写现代化新重庆篇章

“青年企业家群体既充满创新活力，又富有
社会责任感。此次两江行，不仅是一次简单的青
春盛会，更是‘青春力量’与‘重庆发展’的深度融
合。”据共青团重庆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期
间两江新区还组织开展了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发
布了《两江新区2025发展机会清单》，其覆盖8

个领域、27个细分赛道、436个优质项目，总投资
2360亿元，全面展示投资兴业广阔前景，得到了
与会人员的热烈反响。

“协会通过深入调研重庆资源禀赋、准确把
握重庆市场需求，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已谋划
更多符合国家战略、满足企业发展需要、契合重
庆本地需求的项目。”据李峻介绍，本次活动中国
青年企业家协会共组织近120名理事代表参
会。其中上市公司10家，世界500强企业5家，
中国500强企业及独角兽企业10家。

据初步统计，参会青年企业家累计在渝投资
项目10余个，共计约266亿元。通过此次活动
的举办，青年企业家们将持续立足重庆、投资重
庆，在科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现代教
育等领域投资合作意向项目15个，总额约61亿
元。

一个个项目落地，一笔笔投资加码，“团”聚
青企力量，正为现代化新重庆向纵深推进贡献青
年智慧和力量。

龙搏腾宇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实习生 胡思佳

近日，大足区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迎来新发现：因
玉滩水库水位持续下降，一处精美绝伦的宋代摩崖石刻造像重
见天日，其艺术风貌与闻名遐迩的大足石刻一脉相承。

究竟这些长年沉于水下的石刻上雕琢了什么，它们的发现
又有何重要意义？7月14日，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相关负责人
道出了答案。

水位退落，千年石刻现真容

今春以来，大足区持续少雨，玉滩水库水位一降再降，往
日深藏碧波之下的一处崖壁逐渐显露峥嵘。大足石刻研究院
文物工作者闻讯而至，在金竹湾水域的峭壁上，发现了这处摩
崖造像。

造像依崖而凿，分布在高约3米、宽约6米的狭长区域内。
经初步勘察，自左至右共编号6个龛位，总计存有造像约27
身。其中，第2至4号龛规模大、保存相对完好，其余龛位则体
量较小，或为空龛，或造像风化严重。

水波荡漾间，峭壁上的石刻轮廓若隐若现，如同被时光封印
又由自然之手重新掀开的画卷。

龛窟精雕，再现宋代造像艺术典范

这片宋代石窟究竟雕琢了哪些内容？
大足石刻研究院工作人员介绍，2号龛为圆拱形制，龛内主

尊水月观音坐高50厘米，头戴宝冠，缯带垂肩，上身斜披络腋，
下着长裙，左臂撑台，盘左腿端坐于方台之上，尽显水月观音特
有的自在之韵。此龛虽长年泡在水下，却未被严重侵蚀，线条依
然流畅。

3号圆拱龛规模最大，龛内正壁主尊释迦佛结跏趺坐于束
腰仰莲座上。虽面部残损，但螺发清晰可见，身着双领下垂式
袈裟，左手抚膝。佛像身后浮雕的椭圆形火焰纹背光，焰尖直
贯龛顶，极具动势与庄严感。左右弟子合十礼拜，两侧侍者手
托器物。龛口外侧原有力士守卫，现仅存右侧一尊，其怒目圆
睁、袒露上身、下着短裙、飘带飞扬、持物上举的形象，生动展
现了护法神祇的威猛力量。释迦佛与侍立弟子、护法力士重
列一堂，仿佛一场凝固千年的说法场景被水波轻柔拂去尘埃，
完整呈现。

4号方形龛题材独特，布局开阔。主尊为怀抱幼童的诃利
帝母，梳高髻，着华服坐于方台，其身右侧可见五名嬉戏幼童。
右侧乳母体态丰腴，盘腿而坐，怀抱幼儿作哺乳状，双肩后另各
有一幼童。龛外崖壁上还雕刻有礼拜像及肩负长杆者立像。水
落而出的诃利帝母怀抱幼童端坐，身边围绕嬉戏孩童与哺乳乳
母，宋代民间信仰中对多子与护佑的深切祈愿，在这一龛石刻中
化为永恒温情的画面。

新发现为大足石刻宝库再添实物证据

此次金竹湾摩崖造像的发现意义非凡。其造像题材——水
月观音、释迦说法、诃利帝母等，均是大足石刻宋代造像中广泛
流行的经典内容。造像人物雕刻精细，比例匀称，龛形装饰特征
鲜明，人物造型比例及整体艺术风格，与大足石刻宋代造像如出
一辙，无疑属于同一成熟艺术体系下的产物。

大足石刻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发现不仅为大足石
刻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增添了新的艺术题材实例，更如一把新钥
匙，为学术界深入探究巴蜀地区宋代水月观音、诃利帝母等造像
的演变脉络、区域传播与雕刻技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崭新实物
证据。

沉睡玉滩水库水底的
宋代石窟雕琢的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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