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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斌

为搭建川渝地区博物馆文
物鉴定、学术交流、人才培养服
务平台，努力提升文物鉴定研究
水平和公益服务能力，推动川渝
两地文物保护利用协同发展，近
日，由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四川
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国家
文物进出境审核重庆管理处）牵
头发起的川渝地区文物鉴定与
学术交流联盟（以下简称：联盟）
在四川省广安市正式成立。

据介绍，联盟首批成员单
位共 22 家，其中四川 13 家，重
庆 9家。联盟成立后，将重点合
作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组织

开展川渝地区文物鉴定、文物
研究、学术交流等活动，扩大川
渝地区文物研究的国际知名度
和影响力；整合川渝地区文物
鉴定和学术研究资源，加强文
物鉴定人才队伍建设；开展公
益性文物鉴定咨询活动，提供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研究新
时代文物鉴定面临的新情况、
新问题，探讨区域文物鉴定合
作的新思路、新模式。

活动当天，联盟首次公益
学术讲座活动在广安市博物馆
学术报告厅举办。重庆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白九

江以《武隆关口一号墓考古收
获与墓主探索》为题，介绍了重
庆武隆关口一号墓的最新考古
发现和研究成果。白九江表示，
该墓葬是近年来乌江流域秦汉
考古的重大发现，考古发掘成
果丰硕，出土文物精美，通过文
物检测技术的大量运用和多学
科交叉研究，展现出该地区汉
文化确立过程中巴、蜀、楚、秦
文化交汇融合的时代特征，是
巴蜀文明融入汉文明的生动案
例。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

院长、研究员刘志岩以《江口沉

银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
题，介绍了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
址五次考古发掘的主要成果和
最新研究成果，还为公众普及了
水下考古知识、张献忠大西政权
的相关知识。2016 年至 2023
年，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进行了五
次考古发掘，出水各类文物
70000余件。这是国内第一次内
水围堰考古，也是国内第一次直
接与民间传说相印证的考古发
掘。出水文物对研究明代的政治
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乃至
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走向都具
有重要意义。

近日，由四川省合江县作家
协会、重庆市江津区作家协会、
重庆市大渡口区作家协会联合
组织的“川渝三地作家探寻长江
上游三个白沙古镇”采风活动结
束。这是川渝通过文学采风创作
交流活动，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的一个新举措。

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培养
了中华文明，养育了中华儿女。
长江上游有三个同名的“白沙”
古镇，分别是四川省合江县的白
沙镇，世称上白沙，又称白沙滩；
重庆市江津区的白沙镇，世称中

白沙，又称白沙坝；重庆市大渡
口区的白沙集镇，世称下白沙，
又称白沙沱。根据 2024年 3月
15日重庆市江津区作家协会与
四川省合江县作家协会签署的
文学采风和创作合作协议，三地
作家协会联合组织开展了此次
“探寻长江上游三个白沙古镇”
的采风活动。

这次探寻长江上游三个白
沙古镇的采风活动，增强了川渝
两地长江流域毗邻区县文学界
的联系。
四川省合江县文联主席江

丽梅和作协主席胡正银表示，

“长江上游三白沙，文学结识你
我他。希望三地文学界继续交
往，以此促进各行各业的交
流。”

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主席庞
国翔说：“长江上游的三个白沙
古镇，是长江在江滩沙岸上的
三个刻痕，是江河历史图谱中
的三部方志。我们文学界应该
去翻阅这发黄的江河历史。”

重庆市大渡口区作协主席
何鸿则说：“长江三白沙，盛开文
学花。希望被灵动流淌的长江之
水所浇灌的三地文学之花，更加
艳丽多姿。”

此外，在近日于合江县上白
沙古镇举行的启动仪式上，江津
作家刘辉代表江津区作家协会
分别向上白沙、下白沙赠送了由
江津作协和江津区白沙镇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首
套镇街文史七卷本丛书《沙城纪
事》，吴红英代表江津吴芳吉研
究会向合江县作协赠送了《吴芳
吉全集》。此外，江津方还向合江
县作协赠送了由江津区文史作
家孙开铨编著的《宋代农业诗
词》等。四川省合江县政协原主
席、中国作协会员宋晓红全程参
加此次活动。 通讯员陆点随

“近年来，潼南区人民政府全面
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
划纲要》，紧扣‘一区两群’协调发展
格局，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和一体
化发展理念，不断推动对口协同发
展走深走实，区域协同发展呈现更
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近日，重庆市
潼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德勋在区
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38 次会议上
说道。

按照重庆市委、市政府安排，潼
南区与彭水县对口协同发展。为深入
了解潼南区“一区两群”对口协同发
展工作推进情况，近日，潼南区人大
常委会召集全区 22个部门，召开调
研座谈会，并在主任会议上听取了区
人民政府关于“一区两群”对口协同
发展工作的汇报。会议认为，潼南区
人民政府在推进“一区两群”对口协
同发展工作上做到了“四个聚焦”“四
个有力”：聚焦优势互补，持续推动产
业协同有力；聚焦资源共享，持续深
化科技协作有力；聚焦互惠互利，持
续统筹城乡发展有力；聚焦协同联
动，持续推进市场互通有力。“自工作
开展以来，潼南区推动招商引资项目
落地彭水，累计到位资金超 1.87亿
元，展销彭水农特产品超 3000万元。

两地发挥优势、彰显特色、协同发展，
先后被多家中央、市级媒体宣传报
道，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的美好图景正
徐徐展开，工作成效显著、值得肯
定。”周德勋说道。

对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主任会
议也进行了充分探讨，认为该项工
作还存在产业协同机制有待进一步
深化、产业融合发展有待进一步推
进、社会参与力量有待进一步发动
等问题。“对口协同发展工作要迈上
新台阶，就要在持续推动完善产业
协同机制、持续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持续调动社会力量积极性上下功
夫。要针对两地协同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强谋划、出实招、狠抓落实，努
力在协同发展上结硕果、树标杆，推
动‘一区’和‘两群’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周德勋强调。
“人大对‘一区两群’对口协同

发展工作调研深入，问题提得一针
见血。作为该项工作的牵头部门，我
们将对标对表区人大常委会提出的
建议，继续深化对口交流合作，着力
打造高水平区域协作样板，实现协
调发展、共同繁荣。”潼南区发改委
主任刘红光表示。
通讯员 许庆美 特约记者 何军林

正值立夏时节，重庆市潼南区柏
梓镇郭坡村 360亩品种特性测试基
地油菜籽进入成熟收获期。连日来，
重庆市潼南区琼江农业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琼江农旅）抢抓农
时，加紧采收，确保颗粒归仓。

连片成熟的油菜在阳光照耀下
金光闪闪，一串串沉甸甸的菜籽在
微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黄灿灿的
农田里，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阵阵
轰鸣声响起，3台收割机来回穿梭，
收割、脱粒、分离，一气呵成。

采用机械化收割的方式，能够
大幅提升生产效率、缩短收割周期、
减少损失、助力增产。仅仅两天时
间，360亩油菜已经收割完成。经检
测，油菜基地亩产量达 202.5公斤，
后续琼江农旅还会将油菜打包烘干
再进行出售。待全面规整土地后，下
一季将种植高粱。通过“油菜-高粱”
轮种模式，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增加营收。

通讯员 杨银萍 谭丽
特约记者 何军林

这段时间，正是各地油菜收获、
稻田整地的忙碌时节。在贵州省岑
巩县平庄镇石门坎村稻油轮作基
地，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利用大
型收割机在地里收割油菜。齿轮转
动间，成堆的油菜秆被卷入收割机，
油菜籽通过机器车斗倒入农户的袋
子里，油菜壳和秸秆则被粉碎成末
均匀地抛洒在田间。
“我们是采用人工和机器配合

收割油菜，先把油菜杆割下来晾晒
几天，再用机器来集中收割、脱粒，
这样能减少浪费，而且油菜籽更壮
实一些，榨油的品质也更好。”平庄
镇石门坎村油菜种植户李培忠说。

通过大型收割机来收割油菜，
对于平庄镇石门坎村的村民来说，
可不是啥新鲜事儿。早在三年前，这
里的油菜种植户就在政府的引导和
支持下，聘请农机公司的技术员开
展机械收割，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机
械收割带来的实惠。三年间，不管是
油菜种植大户，还是种植规模小的
散户，每年都有更多群众愿意采用
收割机进行机械收割。
“像我今天采收的这几块油菜

田，如果全用人工的话，起码要 6个
人采收一天，按 80 元一天算，人工
费用就是 480元。我请机器来收割
只花了 300元，节约了 180元，而且
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李培

忠介绍，通过机器收割油菜，对他们
来说不仅是成本降低了，还同步解
决了秸秆处理的问题，秸秆直接粉
碎在田里，能起到肥田的作用，对后
续种植水稻也有好处。

油菜作为一种重要的油料作
物，是岑巩县种植历史久、范围广的
传统农作物之一。为了提升油菜产
业效益，近年来，平庄镇通过向上申
报项目、整合涉农资金、推广农技服
务、加大农机惠农政策等方式，积极
推广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让传统
产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这段时间，我镇引进了多台大

型机械设备，在春耕时节来助力群
众采收油菜。此外，我们不断提升产
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在油菜生产的
翻犁、管护、收割等过程都积极推广
机械化作业，确保全力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油菜产业效益，促进农户增
收。”平庄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
杨波说。

作为全县油菜种植主产区之
一，今年，平庄镇以“稻油”轮作等方
式实施油菜种植 8500余亩，目前共
有 20 台大型收割机在各产业基地
采收油菜，油菜收割的机械化率达
到了 85%，预计到 5月下旬全面完
成油菜采收工作后，有序开展下步
水稻种植。

通讯员 陈昆吴念李慧娟

2024 年 5 月 19 日是第三十
四次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
主题为“科技助残，共享美好生
活”。近日，四川天府新区残疾人
工作委员会在成都科创生态岛开
展了“科技助残·共享天府美好生
活”主题活动，成都市残疾人联合
会二级巡视员白涛，四川天府新
区党工委管委会办公室一级调研
员苏小军，四川天府新区残工委
副主任、社区治理和社事局党组
书记、局长杨远东，四川天府新区
残工委委员、社区治理和社事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代兴勇，天府新
区残工委各成员单位、各街道残
联主席，相关公益助残单位代表、
志愿助残服务队代表、助残工美
大师、助残文艺大使等 100余人
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杨远东向广大残
疾人朋友及其亲友、残疾人工作
者等致以节日的祝福和亲切的慰
问。苏小军宣读了四川天府新区
人民医院、成都天府新区人力资
源开发服务有限公司、成都天府

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等 8家安
置残疾人就业优秀单位代表名
单。

科技助残已然成为成都促进
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场
景。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如何
让残疾人共享科技红利、平等地
参与社会生活，成为人们关注的
热点，作为天府新区科技助残优
秀企业代表，布法罗机器人科技
（成都）有限公司现场展示了处于
国内康复机器人技术领域领先地
位的产品外骨骼机器人，该产品
已帮助超过 1.5 万名下肢障碍人
士站立、行走。

四川见山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展示了自主开发的残疾人就业智
慧服务平台，该平台为残障人士、
用人单位提供精准化求职招聘供
求信息，推动残疾人士高质量就
业。

优秀残疾人代表左晓萃现场
分享了自己克服困难、奋力拼搏，
通过科技智慧手段及新媒体平台
积极创业促就业的励志故事。

据悉，今年助残日期间，四川
天府新区共策划举办 11 场科技
扶残助残系列活动，内容涵盖宣
讲、宣传、义诊、教学、文体活动等
方面，1万余名残疾人朋友及其家
属、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参与到庆
祝活动中，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
成果在残疾人康复、辅具、就业、
无障碍等领域的应用转化，为残
疾人构建更多便捷、心情愉悦的
场景，提供更多梦想成真、人生出

彩的机会，让科技发展成果惠及
更多残疾人。

杨远东表示，扶残助残工作
是助力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营建全时全龄友好包容社会不可
或缺的部分，下一步，四川天府新
区残工委还将进一步号召各成员
单位、各级残联组织、社会各界聚
善汇爱、聚沙成塔、聚力同行，共
同续写新时代天府新区残疾人事
业全面发展的时代答卷。

重庆市潼南区：
360亩品种特性测试基地
油菜籽喜迎丰收

重庆市潼南区人大常委会：
监督推动“一区两群”

对口协同发展工作走深走实

贵州省岑巩县：
推广油菜生产机械化
促进传统产业提质效

川渝地区文物鉴定与学术交流联盟成立

推动两地文物保护利用协同发展

川渝作协搭桥
长江上游三个白沙古镇互动

聚善汇爱 让科技发展成果惠及更多残疾人
四川天府新区拉开“科技助残·共享天府美好生活”系列活动帷幕

□本报记者冯丹文 /图

近日，重庆市忠县第三十四次全国助
残日系列活动在忠县特殊教育学校举行，
该校全体师生和陪读家长近 500 人参加
活动。

到会领导和嘉宾们参观了部分师生
的手工作品、蜀绣传习基地的蜀绣作品。
全国助残日活动期间，该县还举行了助残
慰问活动，“非遗进校园———蜀绣传习基
地”启动仪式，及精彩、温馨、充满正能量
的文艺演出。

通讯员 邓大琼 李伟

重庆市忠县
开展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