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达州市通川中路255号 邮政编码：635099 广告许可证：川达地工商广字（95）第2号 周六刊 定价：每期1.15元 公开发行 电话号码：总编室 2376691 办公室 2377020 广告中心 2377273 广告部 2377187 发行部 2376656 印刷厂 2377081 达州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城市新闻2019年5月22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谢建荣／编辑：韩淑予／美编：蔡纬

dzrbqyxw@126.com 2389342 44

本报讯 5月20日上午，第三
届“5·20 世界蜜蜂日”达州分会场
活动在中心广场举行。

据悉，2017 年 12 月 20 日，联
合国正式宣布确定每年 5 月 20 日
为“世界蜜蜂日”，呼吁人类深刻认
识蜜蜂所面临的威胁，及蜜蜂对生
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价值，保护地球，维护人类健
康。

本届“5·20 世界蜜蜂日”达州
分会场活动以“蜜蜂，让城乡生活
更美好。”为主题。活动现场，市畜
牧技术推广站专家现场为市民科
普认识蜜蜂、蜂蜜、花粉、蜂王等知
识。四川省高新技术蜜蜂研究所
现场开展义诊，为市民用蜂毒疗法

进行肩颈疗养。来自全市的10家
蜜蜂养殖专合社、公司专业养蜂人
向市民展示蜂蜜等产品，并向市民
普及购买蜂产品的相关知识。

据了解，四川蜂业历史悠久，
产业基础好，养蜂数量位居全国第
一，而我市是四川蜂产品的重要产
地之一。截至2018年底，全市从事
养 蜂 农 户 13911 户 ，饲 养 蜜 蜂
96114群。养殖品种以中华蜜蜂为
主 ，有 80304 群 ，占 蜂 群 总 量 的
83.56%。年生产蜂蜜1054.6吨、蜂
王浆 4.3 吨、蜂花粉 57.43 吨、蜂胶
0.7868吨。全市现有3个蜂业相关
企业、18个养蜂专业合作社、5个养
蜂家庭农场。

（本报记者 田乙斯）

本报讯 汉字博大精深，一撇
一捺蕴藏“音、形、意”美。近日，达
川中学高一年级19班上了一堂《汉
字钩玄》课，授课老师从2008年北
京奥运会会徽标志图案，谈到《说
文解字》，详述了不少汉字的妙趣
故事，激发出学生研读国学的热
情。

“大家可以从字形、人形、精
神、文化等各方面解读会徽。”该校
党委书记、校长张琪作为主讲人通
过引导学生从北京奥运会会徽标
志的书法艺术、印章艺术、舞蹈艺
术和体育运动等方面各抒己见，培

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然后，再由
许慎的《说文解字》引入，从指事、
象形、会意三个板块引导学生认识
古人造字的技巧，感受今人解读汉
字的妙趣。课堂上，生动的汉字，
神奇的形状，有趣的分解，吸引了
同学们积极思考、讨论交流、猜测
争论。课后，一名学生表示，《汉字
钩玄》课让她了解到日常使用的汉
字原来可以追溯到如此多的故事
和文化内涵，引起了她对探究汉字
奥秘的兴趣和热情。
（马旖蔓 本报记者 杨蕙菱

摄影报道）

汉字妙趣激发学生国学热情

本报讯 5月18日14时许，宣
汉县双河镇交通村一辆货车发生侧
翻，一名群众被困，情况危急。市消
防救援支队张家坝中队接到群众报
警后，迅速出动一台抢险救援消防
车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当日下午15时06分，消防员到
达现场后发现，一辆满载红砖的大
货车在此路段发生了侧翻，司机通
过自救已经脱险，但副驾驶还有一
名群众被困车内。由于发生事故时
大货车冲力较大，被困人员被挤压
在变形的车头中，救援空间小，且被

困者由于伤势较重救援难度增大。
为尽快救出伤者，该中队指挥

员立即下令利用破拆工具进行破拆
救援。消防员先用扩张器在被困者
挤压部位撑出一些空间暂时缓解其
身体疼痛，再用砖块进行支撑。经
过两个多小时的紧急施救，被困者
被成功救出，消防队员迅速将其抬
上担架转交给在一旁等待的120急
救车送去医院治疗。事故原因相关
部门正在调查中。

(徐荣莉 本 报 记 者 刘欢
摄影报道)

大货车侧翻致1人被困

达州消防及时救出

5·20世界蜜蜂日

专家向市民科普蜜蜂知识

达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达 州 日 报 社

主
办

礼赞共和国 追梦新时代
——达州科技工作者风采展示 程碧英：

用严谨学术态度挖掘地方文化精髓

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女人，她们优雅
美丽、有理想、有追求。她们面容精致，下
得了厨房，亦能征战职场。记者有幸见到
这样一位新时代的独立女性，她就是来自
四川文理学院的教授——程碧英。

这位致力于传统语言文化研究的
学者，学术功底扎实，研究成果丰富，
出版学术专著1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核心期刊 15 篇，被《新华文
摘》等摘编索引 20 余篇，主持省社科

联、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等科研项目和
地方横向合作项目10余项。并担任四
川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文现
代化学会理事，多次荣获达州市社科
优秀成果奖。

一心为学 以学为乐

程碧英长期致力于传统语言文化
研究，用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扎实的学术
功底，积极投入地方文化研究，参与社
会服务工作。“达州文化底蕴深厚，历史
文化名人众多，对其展开学术研究是繁
荣地方文化的重要举措。研究既是文
化挖掘，更是一种文化传承与传播，它
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达州、热爱达州、传
播达州。”程碧英说道。

一直以来，她积极开展对达州文化
名人唐甄思想文化的研究，发表学术论
文多篇，赴日本参加了“唐甄思想的现代
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主题演
讲。同时，她积极致力于“君子文化”、巴
文化与地方语言文化研究，就达州市市
民素质提升、巴文化高地打造等献计献
策，并将探讨的力量转化为一种实践方

法，融入时代创新元素，深入挖掘地方
文化精髓，助推达州建成文化强市。

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程碧英认
为，科研工作者对地方文化的研究既要
对接国家战略，又要切实服务地方文化
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程碧英主持的武
胜县沿口古镇文化挖掘项目。为避免
文化打造的同质化，她将文化研究相关
学科专业的团队成员进行了充分整合，
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以及对全国特色古
镇进行对比梳理基础上，围绕沿口古镇
特有的水域文化、商贸文化、历史文化、
建筑文化、非物质文化等进行了深入挖
掘。尤其是前期的文化资源田野调查，
为后期的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目
前已完成项目研究，并顺利结题。

一念执教 亦师亦友

如果说学术上的建树让程碧英感到
骄傲的话，那么她23年的育人经验更让
她自豪。即使现在身居整个学校工作量
最为繁重的教务处，每天处理大量的事
务性工作，但她仍然不舍三尺讲台。“我
喜欢教学这份工作，作为一名大学教师，

我深知教师对学生言传身教的重要性，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所以我的学生
也会在我的感染下对生活充满希望。”程
碧英说，在引领青年学生成长时，专业能
力和人格培养同样重要。学生立足社会
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但支撑学生走得
更好更远的是他的人格涵养。

程碧英自称是学生又怕又敬的老
师。学生怕她，是她在专业知识上对学
生的要求非常严格。然而每当各个节
假日来临，程碧英的手机祝福信息都要
收到“炸机”的状态。谈及当年自己教
导的学生一个个已经成才，程碧英的话
语中洋溢满满的自豪。当提到对青年
学子的人生建议时，程碧英坚定地说：

“有了梦想，就要努力追寻，不负青春，
无悔芳华。”

□本报记者 陈小玲 钟泽廷

四山四峡谷 石林奇险幽

马渡关石林，以石著称，石林或耸
立或散落或隐藏于一条约 8 平方公里
的峡谷里，石林风景区涵盖“四山四峡
谷”，即小寨、欧家寨、船架山、蔡家山和
峡口、老林壕、风斗嘴、欧家峡。

走进峡谷，仿若置身于石林王国。
石头开花，石头长树，石头睁眼，石头生
石，奇岩怪石，数不胜数。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把石林雕刻得奇形怪状、千姿
百态。为准确区分，当地百姓依石形命
名：“关刀”石，形如关羽青龙偃月刀；

“老妪”石，呈西望儿归状；“巴人”石，身
着巴装，手握巴戟；“灵猫”石，藏爪昂
首，紧盯沙溪；“藏兵”石，外巨中空内流
天泉；最让人称奇的要数“锅闶”石，独
石耸立，约高百丈，顶上石，如倒扣铁锅
数口相叠。每遇风吹，顶上“铁锅”摇晃
不停却千年不落……每一座奇特的山
石皆有一段娓娓动人的“神话故事”，这
些故事成为了马渡人耳熟能详的民间
传说。

林中有石，石中有林，峰峦叠嶂，绿
色植被繁茂优美、苍翠欲滴。放眼望
去，石林相间“别有洞天”，上有奇石蓝
天，下有泉清田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
象。小寨、狮子寨，寨寨峰奇石怪。峡口
幽长开阔、径幽香远，风斗嘴神风吹拂、
冬暖夏凉，老林壕深邃隐蔽、幽谷藏泉，
一线天不见谷底、悬吊门暗藏玄机。

一曲《苏二姐》 民歌永相传

“太阳出来去哟下田（哦），去（哟）
下田（哦），对面田坎的苏二姐，苏二姐，
你呀我呀妹娃子……”走在蜿蜒于峡谷
山梁的荔枝古道上，耳畔响起一阵高亢

嘹亮的歌声，马渡关特有的民歌文化扑
面而来。

“在我们马渡，人人都是民歌手，上
到七八十岁老年人，下到开口说话的小
娃娃，有时我们还会自编民歌。”马渡居
民华琳自豪地说着，还现场演唱起来。

马渡民歌究竟起源于何时已无从
可考，当地人说祖祖辈辈都在唱。记者
了解到，在马渡关，《苏二姐》可谓家喻

户晓，人人皆唱，男女老少皆能随见而
作、随口而歌。川东民歌 400 首，马渡
占200余首，马渡民歌多是反映劳动人
民生产生活、男女爱情、反抗封建礼教
等方面的内容，是川东民间文化的瑰
宝。2007年，马渡被四川省命名为“民
间艺术（特色）文化之乡”；2008 年，被
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同年被达州市命名为“川东民歌之乡”。

徜徉荔枝道 观摩崖造像

沿着马渡关，走上荔枝古道，望着
眼前历经风雨的浪洋寺摩崖造像，记者
仿佛跨越了千年时光，感受到了“大唐
盛世、马渡雄风”的魅力。

唐天宝年间，唐玄宗为满足宠妃玉
环食新鲜荔枝的喜好，建起一条专供
荔枝运输的驿道，被称作“荔枝道”。
荔枝古道穿越川渝陕三地，翻越大巴
山和秦岭，在马渡关境内长约 8 公
里，被纳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
唐朝时期，荔枝古道在马渡关设驿站

“阆英”，是整个荔枝古道过境最长、
且最为重要的驿站，推动马渡关经济繁
荣和文化交流。

记者走进浪洋寺，发现有23龛145
尊摩崖造像，佛像经过千年的风雨洗礼，
依然栩栩如生。现场的游客来到这里，
都放慢了脚步、放缓声音，虔诚地叩拜，
香烟袅袅衬得佛像愈发慈祥。最为奇特
的是，有一座男观音石像，据现场工作人
员介绍，我国现存有三尊男观音石像，这
座造像正是其中之一。

除了奇特的地质石林景观、厚重的历
史文化外，景区还拥有百亩腊梅、千亩茶
园、梯田风光等众多旅游资源，这些资源相
互交汇，让来到此地的游客啧啧称奇。

记者从宣汉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副局长熊欧口中了解到，近年来，宣汉
县县委、县政府以建设“天府旅游名县”
为契机，全要素、全方位保障，全行业、
全领域发力，全面提升宣汉旅游大环
境。目前，马渡关石林景区已开始申请
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让我们一起期待
马渡关石林景区成为宣汉旅游新景点，
成为全市旅游又一张靓丽的名片。

走古走古道道 观石林观石林 登山寨登山寨 听听民歌民歌

宣汉马渡石林成网红宣汉马渡石林成网红““打卡地打卡地””

●“千年古道荔枝红，山歌嘹
亮情意浓。”近日，记者一行十余
人来到宣汉县马渡关镇，走古道、
观石林、登山寨、听民歌、赏蜡梅、
品硒茶，真切感受到了马渡关“荔
枝古道”上的汉唐风韵和民歌文
化。这里备受各地游客青睐，成
为我市又一网红“打卡地”。

□文/图 李文艺
王利 特约记者 张平

因营达高速公路石板枢纽建设需要，G65包茂
达渝高速公路达渝段 1356km+990 至 1359km+
015路段，将于2019年5月21日至2020年2月12
日进行占道施工。请过往车辆注意施工提示，按照
交通标志提示减速慢行，自觉服从现场交通人员的
指挥。

高速公路五支队八大队
2019年5月16日

公 告分 类 广 告

咨询热线：2377273
15182829150（微信同号）
温馨提示：刊登各类广告需提供

相关手续。出生证、学生证等个人证
件遗失可网上办理（周六休息）。

●公告公示●声明启事●商业资讯 根据达州日报社党委决定，达州日报社拟选定2
家合作单位入库，在必要时配合达州日报社举办各类
展演活动及其它面向社会的经营活动。具体要求请
至达州日报网（www.dzrbs.com）“便民”栏目下载查
询，并在招标文件规定时间前，将相关响应文件交至
达州日报社资产管理中心（715办公室）。

联系人：潘峰 18808182510
2019年5月20日

达州日报社
关于经营活动合作单位入库比选公告

经研究，达州市达川区司法局决定注销四
川经鉴律师事务所（国资所），债权人或委托人
可以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达州市
达川区司法局申报债权或协商未办结委托事
项的处理。

达州市达川区司法局
2019年5月21日

注销公告

程碧英程碧英

营救被困人员营救被困人员

《《汉字钩玄汉字钩玄》》课堂课堂

马渡石林马渡石林

达州达州

马渡关马渡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