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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备受市民关注的罗江大桥，在经过近
3个月紧张施工后，进展如何？记者近日来到施工
现场看到，混凝土浇筑的主墩被密密麻麻的钢支撑
结构围绕在其中，已经高出旁边的钢便桥不少，高耸
的塔吊不断将所需建材运送上去。

“目前大桥主墩墩身已全部施工完毕，下一步将
展开塔身施工。”施工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罗江大
桥主墩墩身下粗上细，高28.5米，像一个开放瓶口
的棱形花瓶，因为变截面，所以施工难度很大，施工
人员克服了汛期多雨多水、借用尚在施工的市政道
路、施工环境复杂等诸多困难，终于在近3个月的紧
张施工后，完成了主墩墩身施工的阶段性节点目
标。目前，整个大桥主墩墩身已施工完毕，现已开始
进行大桥梁体部分施工，下一步将进行大桥塔身施
工。

据了解，罗江柳家坝大桥位于通川区罗江镇，是
达州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五桥六路七大区”建设重
点项目之一，是通川区环城产业大道的重要桥梁工
程，更是进出柳家坝城市新区关键性的市政桥梁工
程。该桥建成，将助力通川“双核双带六区”建设纵
深推进。 （本报记者 杨航）

罗江大桥即将进行大桥塔身施工

“寻找城市记忆”系列公益宣传活动
主办：绿地集团达州置业有限公司

达州日报社

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
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
这个丰富、多磨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录在巨
大的城市肌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
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城市的最大的物质性
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
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
它们纵向地记录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衍，横向地展示
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
个城市独有的个性和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

“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
人文的特征。

老手艺、老行当、老照片。铁匠、鞋匠、修理钟表、
糖画、裱画、裁缝……传统手工艺，承载着老一辈手艺
人的奋斗历程。一双绣花鞋、一个手工锅盔、一盘烘炉、
一个手编筐、一把米尺、一台缝纫机、一张城市老照片
……都曾记录着一段人生、一份回忆，镌刻着一段传
奇。绿地集团、达州日报社将以“回归城市初心，探寻传

统手工艺人，追忆城市发展脉络”为主题，以“初心、匠
心”为核心话题，让人们追忆达州城市过往，寻找传统记
忆，重拾匠心精神，回归城市初心。通过弘扬传统文化，
传承民间工艺，挖掘传统技艺，来重塑文化价值。

本次大型公益活动还将在达州日报、达州晚报
公众微信平台开辟“回归城市初心，寻找城市记忆”
之“寻访城市传统手艺人”和“征集城市老照片”主题
专栏，通过自荐或推荐形式报名，达州日报社编辑部
将筛选出有价值的传统手工艺和城市老照片，派出
精干记者队伍，以寻访之路，挖掘构建城市灵魂的老
故事、老照片，用笔和镜头书写城市手艺人的故事，
通过老照片，见证城市的岁月变迁。 □唐荣

“寻找城市记忆”大型公益活动隆重启航

为让更多的人了解达州这座城市的历史，给城
市生活以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了将散落于城市角落
的传统手工艺、图片汇聚一起，让市民更加了解城
市历史文化，让那些正在逐渐消失的历史记忆重新
焕发它们本应具有的价值。绿地集团一直以来对
传统文化很关注，想对保护传统文化尽一份力。同
时，达州绿地城秉承“工匠”精神，建筑施工遵从传
统文化与新式工艺相结合，着力打造达州马踏洞新
城区健康生态大盘。因此，绿地集团达州置业有限
公司、达州日报社联合举办“寻找城市记忆”系列公
益寻访活动，现发出全城召募令：让我们一起来寻
找，寻找城市记忆！活动包括“寻访城市里的传统
手艺人”、“征集城市老照片”两大主题。

■聚焦重点项目 助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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