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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见习记者 王小瑾）
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组会计技能赛项6月3日
在四川财经职业学院拉开帷
幕，这是四川首次承办全国性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分赛项。
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
制度设计和创新，今年也是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举办的第

十周年。本次技能大赛吸引了
来自全国的60支队伍参赛，参
赛老师与学生共计359人。大
赛竞赛包括会计基本技能竞赛
和会计信息化技能竞赛两个环
节。经过激烈角逐，6所学院获
得一等奖。来自四川的2支队
伍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和四川商
务职业学院获得三等奖。

早报讯（记者 赵霞 实习生 董
瑞舟）“您好，我叫财宝，今年不满
一岁，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日前，天府早报记者走进电子科大
计划财务处服务大厅，一个憨态可
掬的机器人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这
个既能日常互动又能回答问题的

“小可爱”，就是电子科技大学机器
人研究中心与计划财务处联合开
发的国内高校首个财务智能服务
机器人——“财宝”。

“财宝”是电子科大立足自
身学科特色，将专业技术与职能
服务进行碰撞所产生的代表成
果，是人工智能在财务服务领域
的一次跨界创新。“财宝”不仅会
主动跟师生打招呼，介绍服务内
容，还能听懂用户的问题并通过

语音、图片、文字、视频等方式进
行回答，具有高度拟人性，它的
高清交互屏可以表达不同的情
绪，肢体可根据预设的时间跳舞
或播报内容，亲和力十足，可谓
计财处的“形象代言人”。同时，
部门管理者可通过财宝“员工状
态打卡”功能进行人事管理，还
可通过后台数据分析，找准师生
问询率较高的重点领域“对症下
药”，改进相关工作。

据了解，电子科大计划财务
处还将进一步挖掘“电子信息+”
在财务领域的潜力，找准发力点，
建设了一系列业务系统，流程系
统化、简洁化，将更多的财务环节
通过系统智能完成，将财务与信
息技术更紧密的结合起来。

早报讯（记者 李玥林）6月2
日下午，郫都区召开2017年度全
区经济工作表彰大会，对在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先进企业进行表彰和奖励。本次
表彰会共表彰企业141家，奖励资
金3111.957万元。表彰奖励包括
了现代农业品牌认证先进单位和
做大做强先进单位、促进服务业
发展先进单位、税收先进企业、转
型升级先进企业、经济证券化先
进企业等，通过重金表彰奖励这
些先进企业，在全社会营造亲商、
重商、优商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凝
聚推进全区经济转型发展的强大
合力，奋力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都市新区。

郫都区3100万
表彰141家先进企业

全国高校首个财务智能服务机器人亮相成电

早报讯（记者 李玥林）第十
三届全运会群众比赛暨2017年
太极拳健康工程系列活动太极
拳公开赛，上周末在都江堰进
行。来自西北、西南9个省（市、
区）的运动队共计147支队伍，
1643人报名参赛。本次比赛项
目设置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
目、集体项目三大类，个人项目
分为规定项目和传统项目。比

赛中获得男、女一等奖且排名前
二名的运动员可报名参加全运
会群众比赛太极拳比赛，一共
24名。

值得注意的是，主场参赛的
四川选手表现不俗，张秀清、殷
光洁、刘孝梅分别在女子D组规
定动作陈氏、杨氏、吴氏太极拳
项目中夺得第一名，获得直升天
津决赛的资格。

千年名寺福感寺藏身成都闹市

出土上千块经版
基本确定遗址

■天府早报见习记者 万梦瑶
记者段祯

成都千年名寺福感寺，
此前仅出现在史料和文献
记载中，直到一块刻有“传
今福感寺”的经版被发掘，
终将“传说”变成了现实。
昨日，天府早报记者获悉，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历经
数月发掘，在成都市中心实
业街发现福感寺遗址，目前
出土了1000多块佛教经典
的经版和大量造像残片，已
经可以勾勒出福感寺当年
香火鼎盛的概貌。

24名太极拳高手从成都打进全运会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分赛在川举行

“章仇来临”是指名
叫“章仇兼琼”的人来到
益州，他是唐朝开元天
宝年间集军政大权为一
身的益州最高长官，即
益州长史，曾在福感寺
捐建佛塔，也曾捐资助
建乐山大佛。张雪芬提
到，章仇兼琼与福感寺
之间还有一个传说，章

仇 兼 琼 初 到 益 州 的 途
中，走到剑门关前，突然
前面一个巨人迎接他，
这位巨人称自己是福感
寺的守塔神，称福感寺
的塔位置不好，希望章
仇兼琼可以帮他挪下位
置，据说章仇兼琼担任
益州长史后，将福感寺
向东北移了42步。

出土经版基本确定了福感寺遗址

从东晋延续到两宋时期的福
感寺一直是益州名寺，常有高僧驻
留。唐代高僧道宣《集神州三宝感
通录》载：“（益州）旱涝年，官人祈
雨必于此塔，祈而有应，特有感征，
故又名福感。”唐代诗人刘禹锡曾
为福感寺作《成都府新修福成（感）
寺记》，形容其“绣于碧霄，望之如
昆阆间物”。唐末宋初，受几次大
的战乱波及，福感寺逐渐衰落。

昨日，天府早报记者在发掘现
场见到了部分出土文物，饰有金粉
的经版、栩栩如生的造像、清净庄
严的菩萨……“在这些造像中，最
大的甚至有三四米高，从一些残留
的腿部雕塑、莲花底座也可以推断

出造像的实际大小。”成都文物考
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易立表示，“其
实在上世纪80年代，就定位了福感
寺的大体位置，只是一直没有证据
确认具体方位，这次福感寺的发掘
让我们的工作有了实质性突破。”

此次出土文物中，最大特色莫
过于1000多块经版出土，其中以
《妙法莲华经》最多，在这些砂岩
上，经文清晰可见，字迹镌秀，一些
篆刻文字上还能够看到一些残留
的金粉。据考古现场负责人张雪
芬介绍说，“结合刻有‘传令福感寺’

‘章仇来临’的经版和蟠龙碑首上
‘大唐益州福’等文字，我们基本确
定了此处就是福感寺遗址。”

福感寺香火鼎盛的模样已浮现

福感寺

﹃
章仇来临

﹄

福感寺原名大石寺，
建立于两晋，盛于隋唐，根
据历史文献记载，在初唐
时期其改名为福感寺，寺
中常有高僧驻留。在唐代
高僧道宣所著的《集神州
三宝感通录》中，“（益州）
旱涝年，官人祈雨必于此
塔，祈而有应，特有感征，
故又名福感。”道出福感寺
名字的由来。福感寺作为
益州名寺，唐代诗人刘禹
锡也曾形容其为“绣于碧
霄，望之如昆阆间物”。

但进入唐代晚期以
后，福感寺在南诏入侵成
都的战火中毁坏严重，随
后节度使高骈扩筑罗城，
现在的遗址被划入寺院之

外，福感寺的范围逐步往
东缩减，之后又受到几次
大的战乱波及，福感寺逐
渐衰落。

图片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目前，福感寺遗址发掘面积为
1.1万平方米，其当年香火鼎盛的模
样已渐渐浮现。易立说，“隋唐时
期的福感寺规模相当大，尽管此次
只发掘了一部分，但已经可以勾勒
出福感寺当年香火鼎盛的概貌”，
同时发掘出的蟠龙碑首、模印密檐
塔砖、有铭文的琉璃瓦等建筑构
件，旁证了当年的盛况。此外，伴
随出土的还包括了大量的杯、碟、
碗、盏等日用陶瓷器。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

毅表示，隋唐时期成都经济发达，
文化繁荣，佛教盛行，有“扬一益
二”的美誉。安史之乱后玄宗入
蜀，成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更得到
飞跃发展。福感寺大量遗存和珍
贵文物的发现，为研究唐代佛教文
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除与福感寺有关的遗迹外，此
次还发现了80多座商周至春秋战
国的墓葬，东汉六朝的道路、房址、
水井、水沟，大量日用器具和建筑构
件，以及两宋和明朝的部分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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