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政协委员游文盛：

加强石窟文化保护与利用，让文物“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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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乡村直播”兴起，相关农
旅产品因此被更多人知晓，也让年轻
人在乡村找到事业机会。通过乡村振兴
等手段，促进城乡融合，一方面开拓了
广阔的农村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将乡
村产品输出到城市，缩小了城乡发展
差距。

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香港商
会名誉会长、香港锦峰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蓉认为，在数字产业、数
字经济日趋成熟的今天，农村直播、
电商经济成为打通城乡生产消费市
场的重要手段和不可逆转的趋势。作
为农业大省，四川农村地区直播产业、
电商经济，目前依然面临着基础设施、
产业链、人才培训、金融配套、法律保
护等问题。

完善“农产存储”能力

基于此，李蓉与省政协委员卢胜

一同建议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各
地区根据自身交通网络覆盖情况，结
合各类产品对物流条件的要求，制定
针对性的运输路线；同时，投入一定资
金加大物流仓储基地的建设，率先在
电商规模发展领先及交通便捷的区域
布局物流网点，带动周边地区逐步靠

拢，逐步形成物流聚集地。
通过建立“政府+平台+主播+农

户+供应链”长效运营机制，加速产业链
生态整合，降本增效。李蓉以眉山市东
坡区为例，作为全省晚熟柑橘主要产
区，年产量超60万吨，但冷链库容量不
到10万吨，近九成柑橘即采即卖，“这就
形成销售周期集中、销售定价被动的情
况。”农产品直播、电商经济产业链涉及
产、储、供、运、销等环节，李蓉认为，四
川在“储”这个环节还需大力完善。

此外，她建议增加金融支持力度，
创新融资模式。提供财政支持，设立专
项资金用于基地建设、直播设备购买、
人才培训等；给予更多额度优先的低息
贷款。制定有利于农产品电商和直播
的税收政策，鼓励农民和企业投入这
一领域，促进农产品的流通，降低创业
者的融资难度，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农村
电商领域。

提升从业人员就业素质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为了博取眼
球，低俗的直播电商也经常出现，这影响
了互联网生态秩序，让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大打折扣。对此，李蓉建议制定培训计
划，帮助提升生产技术、内部管理、产品包
装、客户需求理解等方面的能力。以短
视频、案例教学等形式组织特训营、主播
培育计划等系列活动，提升从业人员就
业素质；在农村建设电商服务站点，鼓励
优秀企业下沉农村提供培训、技术支持
和售后服务，加强对农民的实际帮扶。

李蓉建议，搭建产品公开信息平
台，及时提供农产品产地、生产过程等
详细信息，增强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
任，推动农产品品牌建设。此外，李蓉
还建议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发展农村跨
境电商，让更多海外人士了解四川农耕
文化、购买四川农特产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霁月

日前教育部印发通知，提出全面实施
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包括实施美育教学改
革深化行动、教师美育素养提升行动、艺
术实践活动普及行动等，进一步加强学校
美育工作，强化学校美育的育人功能。

如何实施高质量美育教育？省政
协委员、成都七中附属小学副校长陈冠
夫表示：“除了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更
重要的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让美育教
育具有时代性，与AI、VI、元宇宙等科学
学科进行深度融合，让美育‘活起来’

‘动起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
引导学生建立文化自信。”

搭建美育成长平台

作为一名基层美育教师，陈冠夫很
关注中小学实施美育教育的情况。去
年除了完成日常教育教学工作外，他还

前往高校、中小学调研，观摩课堂，聆听
基层教师的想法，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征
询建议，在经过充分调研后，最终形成
了一份初步提案。

“建议在高等师范院校修建中华
美育传承基地，面向中小学校研学开
放，既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美育实践
场所，又能培养未来合格的美育教师，
可谓一举两得。”这是陈冠夫认为在高
校建立美育基地的优势。他建议基地
以“中华美育欣赏学习、展览展示体
验、艺术精品鉴赏”为主要功能，为高
校师生和青少年儿童提供集办展看
展、讲座培训、学习鉴赏、书画创作、创
意交流、文创展示、志愿活动为一体的

一站式服务。

补足师资短板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学生成
长环境不断变化，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更
加凸显，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
理健康工作迫在眉睫。加强美育与心
理健康教育的融合，“当下不少学校尚
未配齐配足专职心理老师，心理老师的
专业性也有待提升。”陈冠夫建议，各级
学校应设立心理健康教育专项经费，加
强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师资队伍建设，逐
步增大专职人员配比，建设一支以专职
教师为主的心理健康工作队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何方迪

省政协委员李蓉：

打造农产品特色品牌促进农村直播健康发展

省政协委员陈冠夫：

建议在师范院校建立中华美育传承基地

省政协委员陈冠夫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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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寺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体现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特色，是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重要见证。

1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
川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成都
隆重开幕。参会的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
资阳市委专职副主委游文盛，今年关注重
点之一就是石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

通过日常调研和资料收集，他建
议，加强全省石窟价值研究、石窟人才
建设，以及推动石窟旅游的发展，持续
让石窟文物“活”起来。

石窟资源大省
保护与利用需进一步加强

“四川是全国石窟资源大省。”游文
盛提到，全省现存石窟寺（摩崖造像）
2134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1处，均位
居全国第一。其中，又以资阳市安岳县
为代表，当地现存历代石窟造像10万余
尊，占全省总数的20%以上，是我国唐
宋石窟最集中的县，有摩崖经文40万
字，居全国第一。

2023年1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四川省加强石窟寺保护工作实施方
案》，提出“到2035年，四川石窟寺保护
传承、研究阐发、科技攻关、展示利用、传
播交流体系更加完善，中国南方石窟寺
保护利用高地基本建成，川渝石窟寺国
家遗址公园示范效应更加凸显，四川石
窟文化影响力、品牌竞争力更加强劲”。

然而，在调研中，游文盛也发现一些
石窟文化保护与利用存在的问题，排第
一的是安全形势严峻。他举例说，安岳
卧佛摩崖造像渗水、动植物侵蚀等问题
突出，茗山寺裂隙、起壳、风蚀、粉化、污

染等问题突出，保护管理亟待加强，资中
重龙山摩崖造像保护条件差，雁江区半
月山大佛的赋存环境破坏严重等。

其次，是石窟文化价值挖掘不够，
利用水平不高。目前，资阳市范围内，
仅安岳县出版了卧佛院、圆觉洞考古调
查报告，而重庆大足已出版《大足石刻
全集》，敦煌、云冈、龙门、大足均开办有
相关学术刊物。四川除乐山大佛、广元
千佛崖旅游开发较好外，其他地方旅游
市场规模均非常小。

此外，从全省范围内来看，仅乐山、
广元、巴中、安岳成立了石窟研究院，其
他地方均无专门的石窟保护研究机构，
专业人员缺乏。

建立石窟寺数字资源库
进一步让文物“活”起来

毗卢洞紫竹观音摩崖造像位于资阳
市安岳县石羊镇，是安岳石窟的代表之
一。当地通过联合高校，采用全球领先
3D高保真数字测量与重建技术等比例复
制，3D打印出的“紫竹观音”惊艳亮相，肉
眼几乎看不出区别，吸引不少人点赞。

“确实很逼真。”游文盛也为之惊

叹，同时更坚定了要进一步让文物“活”
起来的想法。

为此，他建议加强石窟价值研究。
按照国家文物局印发的《中国石窟寺考
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要求，
统筹全省石窟寺资源现状，建议国家文
物局支持和指导四川省重点石窟寺考
古调查，构建四川石窟寺考古研究体
系。支持实施“数字四川石窟”行动，开
展重要石窟寺数字化工作，建立四川石
窟寺数字资源库。

同时，加强石窟人才建设。积极探
索“以大带小”“一个机构带一片”的管
理模式，建议国家文物部门下派专业人
才到四川石窟寺集中的县区挂职，负责
业务技术指导，带动各地专业人才迅速
成长。

此外，推动石窟旅游发展。川渝地
缘相接、人缘相亲、历史同脉、文化同
源。为了充分发挥重庆大足石刻、四川
安岳石窟等资源优势，建议文化和旅游
部指导、支持资阳与大足文旅融合发展
示范区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示范区，打造石窟石刻艺术与乡村旅游
协同发展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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