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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精神
争创文明城市

梦里巴国·茂园业主：
我司决定从2023 年3月8日至2023 年3月14

日期间，开展茂园项目2#、3#、4#、5#、6#楼分户验
收工作。请各楼栋业主携带本人购房合同、身份证
原件等证明材料，前往售楼中心咨询、办理有关手
续。

特此公告
达州盛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3月8日

梦里巴国·茂园分户验收公告

3月8日，达川区翠屏街道兴盛社区组织开
展“学雷锋活动月”活动。网格长、社区干部、联
创单位及居民志愿者等积极参加免费理发、义
诊、捡拾烟蒂、清洗卷帘门、创建文明城市宣传等
活动，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诗佐

达州华康医院（原陆军医院）一直秉承原陆
军医院的光荣传统，坚持数十年组织学雷锋志愿
者医疗队，深入社区、农村为老人、孩子及病困患
者义务巡诊不间断，适时送医送药。33月月66日日、、77
日日，，医疗队在达城西外医疗队在达城西外、、南外两个大小区义诊南外两个大小区义诊。。

□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胡昌益 王胡

近日，市政府公布了市第五批文
物保护单位，共 18处。其中，通川区
4处，达川区2处，万源市4处，宣汉县
2处，开江县 1处，大竹县 2处，渠县 3
处。

人民烈士纪念碑
位于达州市人民公园内，建于

1950 年。纪念碑通高 11 米，坐东向
西，由碑座、碑体构成，均为四方形，
碑座边长3米，四边刻有段可情作的
序，保存完好。

革命烈士纪念碑
位于通川区朝阳街道达州红军

烈士陵园内，建于1958年，为纪念在
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土地
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
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死难烈士而建
造。

罗进益夫妇墓
位于通川区金石镇金山村，建于

清光绪七年（1881年），由土冢、碑楼、
牌楼、桅杆四部分组成，占地面积300
平方米。该墓规模宏大，结构严谨，
石质碑楼轻微风化，部分雕刻损毁，
牌楼顶损毁，整体保存较好。

蒲家英烈园
位于通川区蒲家镇文昌宫社区

中心校内，建于 1991 年，坐北向南，
长50米，宽30米，占地面积1500平方
米。园内由“热血碑”“三烈士”“马难
（兰）花”“人梯”等组成。该建筑群庄
严肃穆，雄伟壮观，浩然正气。

潘家祠石牌坊
位于达川区石梯镇水塘村，建于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石质仿木
结构，六柱五间，三楼，抱鼓石柱。牌
坊通宽12.3米，高8.5米，厚1.5米，明
间为门，次间及稍间檐下大斗石雕，
主楼及枋上雕刻损毁较重。牌坊左
侧前 18 米有一石质双斗桅杆，桅杆
直径0.5米，高10米。石牌坊整体保
存完好，建筑工艺精美，建筑规模较
大，有较高的工艺和历史价值。

杨超故居
位于达川区双庙镇双庙社区，故

居建筑为单檐悬山式屋顶，穿斗式木
结构，上覆青瓦，呈“丁”字形布局。
杨 超（1911—2007），原 名 李 文 彦 ，
1911 年 11 月出生在这里，并度过了
童年和少年。杨超 1932 年 5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37 年 10 月任延安中
央党校马列学院哲学所研究会主任，
1949年任周恩来秘书，历任中共泸州
地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四川
省工业部部长、西昌工业区建设委员
会主任、四川省计划委员会主任、中
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副省
长、四川省委书记等职。

石庙摩崖造像
位于万源市石窝镇古社坪村，面

积 10 平方米，朝向东南，共四龛，具
有晚明至清代时期典型特征。该造
像整体保存较好，有明确题记，实属
珍贵，对判定荔枝道的走向及年代提
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撑，极具雕刻艺
术、宗教文化、蜀道文化线路和地方
历史等方面的文物价值和学术研究
价值。

蒲永芳墓
位于万源市河口镇三官场村，占

地面积60平方米。该墓整体保存较
好，为清晚期典型墓葬，浮雕精美传
神，有一定工艺水平，对研究清代当
地民间工艺水平具有一定的文物价
值。

王本源墓
位于万源市玉带乡下启山村，建

于 1915 年，占地面积约 150 平方米，
为家族合葬墓。该墓整体保存完整，
墓坊做工精细，雕刻精美，浮雕有戏
剧人物神态妙肖，墓联、诗文书法俱
佳，极具文物研究价值。

张维灿墓

位于万源市玉带乡茶园河村，建
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占地面积
160平方米，为双人土冢墓。该墓规
模较大，保存完整，为清晚期典型墓
葬，其碑志、诗文、对联书法极工，浮
雕精美，具有重要文物研究价值。

杨柳关阻击战遗址
位于宣汉县上峡镇杨柳关村，处

于宣汉县、开江县、重庆开州区三县
（区）交界。1933年，四川军阀刘湘兵
分六路围攻川陕苏区，红三十三军顽
强坚守杨柳关一线 20 余天，共击毙
敌营长以下官兵 5000 余人，1000 多
名红军将士壮烈牺牲，长眠于此。
2021年，杨柳关烈士陵园建成，占地
约 11000 平方米，现有无名烈士墓
303座，纪念碑1座。

共青团王家场支部纪念地
位于宣汉县君塘镇红岭社区，该

建筑为东南—西北朝向，占地面积
26.5平方米。该支部成立于1929年，
1933年迁往他处。该旧址主要用途
是为当时一些革命进步人士从事地
下革命活动提供集会交流的场所。
1994年，宣汉县人民政府为旧址树标
志碑1通，碑两侧各立有石柱1根，石
柱上镌刻标语，内容为“铁面无私共
产党，钢心奋勇青年团”。

王平夷宅（开江红色文化陈列
馆）

位于开江县普安镇宝塔坝社区，
建于清代，整体呈四合院布局，建筑
面积约533平方米。目前该馆被省、
市、县分别授予“四川中小学红色教
育研学实践基地”“达州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中共开江县委党校党性
教育基地”等，充分发挥了爱国主义
教育和廉政文化教育功能作用。

月华玉皇庙
位于大竹县月华镇玉皇庙村，建

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为四合
院布局，占地面积399.13平方米。正
堂为硬山式五开间砖木建筑，抬梁式
结构，面阔 20.6 米，进深 9 米，高 7.8
米，廊道宽1米，两边有风火墙高8.2
米。在正堂左次间墙壁内保存有两
块记录玉皇庙的记事石碑，落款为

“皇清乾隆二十四年”。
大庙寨杨通支部活动旧址
位于大竹县杨通乡大庙村，是土

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
共大竹县地方党组织主要活动地，是
达州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大竹特
支”的发源地，是四川第一个苏维埃
政权“杨通乡苏维埃”的策源地，孕育
了徐德、徐相应等11位革命烈士，铸
就了“求真理、做真人”的“徐小精
神”，被誉为“川东小延安”。

大斌山古战场遗址
位于渠县东安镇斌山村，为明末

战乱时期当地乡民结寨自保的遗迹，
面积约 34560 平方米，现存寨门、圆
形石缸、石灶等遗迹。

杨芳摩崖石刻
位于渠县卷硐镇卷硐社区，西北

向，共3龛，面积11.2平方米。2号龛
居中，竖排阴刻“高而不危”四个楷书
大字，右上题“大清道光十四年”，左
下落款“果勇侯杨芳书”。杨芳为清
中后期名将，曾参与第一次鸦片战
争。1 号龛位于 2 号龛右侧，长方形
龛，楷书刻“出现神珠”四字。3号龛
位于 2 号龛左侧，正方形龛，楷书刻

“佛”字。
张家桅杆湾中家院子
位于渠县渠江街道前锋社区，占

地面积约 600 平方米，朝向东南，为
单檐悬山顶穿斗式木结构建筑，原由
堂屋、东厢房、西厢房、门楼及院坝组
合而成，现存堂屋及西厢房。张家桅
杆湾中家院子对于研究清代川东北
古建筑及渠县历史提供了实物资
料。 □文旅达州

我市新增18处文物保护单位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王渊 李泽
廷） 为深刻吸取省内外各类矿山安全生产事故教
训，近日，达川区煤安中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持续加强煤矿安全监管，为煤矿生产安全保驾护
航。

据了解，在安全监管上，达川区煤安中心推行煤
矿ABC三级分类监管模式，从职工安全培训、制度建
设、隐患排查等方面对煤矿进行积分管理，加大隐患
整治和夜查督导，全力打造5家A类矿井、4家B类矿
井、2家C类矿井，2022年隐患率同比下降 21.5%；积
极协调中央、省煤安改造专项资金和企业自有资金，
提高综合机械化、智能化开采水平。

同时，达川区煤安中心深入实施“科技+”煤矿管
理，高效利用“雪亮工程”视频监控系统，督促矿井全
面升级人员定位系统、瓦斯监控系统、重大设备感知
系统、水文监测系统、自动排水系统、安全调度平台
等，确保生产安全高效。目前，全区 6家煤矿新增各
类高科技系统设备 25台（套），科技投入占比 35.8%、
同比上升27%。

达川区煤安中心实施“科技+”
护航煤矿生产安全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