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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进行时

津点时评

泸永江联合举行宣传教育活动

推动防非处非工作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 钟尧）6 月 14 日，江津区 2024 年“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暨泸永江融合发展示范区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教
育活动在白沙镇贵福广场举行。

此次活动由江津区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江津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永川区政府办公室、泸州市财政局、合
江县财政局主办，白沙镇政府协办，旨在持续提升宣传质效，扩大
宣传月品牌影响力，推动泸永江融合发展示范区防非处非工作进
一步走深走实。

活动当天，现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展出宣传展板、讲解典型案
例等方式，向群众宣传非法集资的危害性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增强社
会公众对非法集资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
品1万余份，接受群众咨询1000余人次。随后，主办方还进行企业走
访和交流座谈，共享金融领域重要风险信息，探讨新形势下泸永江融
合发展示范区防非处非合作机制，推动重点工作任务落细落实。

本报讯 （记者 袁菲） 6 月 15
日，备受瞩目的 2024 年田径分区
邀请赛 （西南） 在江津区体育馆
火热举行。

本次赛事由重庆市体育局主
办，中国田径协会、重庆市田径
协会协办，江津区体育局承办。
比 赛 设 专 业 组 、 大 众 组 两 个 组
别。其中，专业组设男、女各 14
个小项，大众组设男、女各 8 个
小 项 ， 比 赛 项 目 涵 盖 短 跑 、 长
跑、跳高、跳远等多个田径项目。

作 为 中 国 田 径 协 会 Ⅲ 级 赛
事，本届大赛汇聚了来自重庆、
四川、新疆、广东等地区的 796 名
田径运动员。其中，重庆派出 73
名运动员参与大赛，选手们在为
期两天的时间里展开一场场激烈
角逐。

比赛过程中，运动员们展现
出了高水平的竞技状态和坚韧不
拔的比赛精神。在百米冲刺中，
运动员们如离弦之箭冲向终点，
速度之快，令人惊叹；在长跑比
赛中，他们的耐力和毅力展现出
体育精神；在跳高赛场上，运动
员们起跑、腾空、落地，每一次
的起跳都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和
超越。

本报讯 （记者 钟尧） 6 月 16
日，2024 年重庆市中小学生跳绳比
赛在江津区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市
各中小学的 65 支队伍 700 余名选手
一起挥绳起跳，各显“绳”通。

本次比赛由市教委主办，区教
委承办。为期两天的比赛分为小学

组、初中组和高中组，各组分设计
数赛 （男、女 30 秒单摇跳，男、女
3 分钟单摇跳，混合 30 秒交互绳单
摇跳，混合 3 分钟 10 人长绳“8”
字跳） 和花样赛 （男、女个人花
样，混合两人车轮跳，混合 8 人集
体自编表演赛），共10个项目。

比 赛 中 ， 参 赛 选 手 们 全 力 以
赴、各显神通。记者在现场看到，
选手们身姿矫健、双脚轻盈跳跃，
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在绳影间自
如穿梭，每一次跳跃都充满了力量
与美感。他们手中的彩绳上下翻
飞，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

线，行云流水般的流畅，引来四周
观众不时赞叹。赛场边，领队老
师、家长的加油鼓励声不绝于耳，
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此次比赛不仅是一次竞技体育的
角逐，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不
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还能
培养他们积极向上、团结合作的精
神。当天的比赛结束后，来自我区双
福二小的选手刘梓航表示：“虽然今
天是首位代表江津队上场的选手，但
是我一点都不紧张，已经发挥出了自
己的最佳水平。”

记者 苏展 周小烨

“它们曾物尽其用，只是随着社
会发展退出了人们的生活，但它们
承载着一代人甚至多代人的记忆，
值得留下。”6 月 14 日，在夏坝镇青
江社区，皮天然面对记者的来访，
用一段有些诗情画意的语言作为自
己的开场白。

这是清江社区五岔路口三间打
通的临街门面，门口悬挂着“五岔
民俗博物馆”的牌匾，在 1800 多平
方米的空间里，按照雕刻藏品、农
耕文化、民俗产品三大区，收藏着
钟表、家具、农耕用具等 3.5 万余件

“老、旧”物品。按照皮天然的说
法，你静下心去感受，它们都能和
你对话，能为你讲述属于它们的时
代故事。

而对于皮天然来说，这场“对
话”，已经持续了30年。

“你来了”
——于生活和历史的敬意

1987 年，从农技中专毕业的皮
天然成为了珞璜镇农技站的一名工
作人员。

上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改革开
放的春风，越来越多的新物件逐渐
走入“寻常百姓家”。与之相对的
是，一些原本家中不可或缺的老物
品逐渐开始闲置，进而慢慢地被人
遗忘，成为许多人眼中的“破烂”。
虽然属于技术人员，但算是“文化
人”的皮天然，一直对祖辈、父辈
的生活充满着好奇和敬意，这份好
奇心也驱使着他每次下村看到那些
没有见过的老物件，甚至是旁人口
中的“破烂”，就会在工作间隙问这
问那，直到搞清楚为止。

随着见到的闲置老物品越来越
多 ， 皮 天 然 的 好 奇 心 也 越 来 越 强
烈，直到1989 年的某一天——

“我记得那是一只石缸，就放在
那户人家的院子里。”数十年后的今
天，皮天然依稀还能回忆起当时的
情况。不知出于什么念头，在甚至
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年代和功能的情
况下，皮天然略显“冲动”地向主
人买下了石缸，又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将它带了回来。

情感的“闸门”一旦打开，就
再也无法抑制，皮天然由此开启了
自己的“捡破烂”之路：陶瓷、木
雕、石雕……只要他有“感觉”，就
会想办法“捡”回。

“那种感觉很奇怪，就像有人
说，你来了。”皮天然总结出自己的
心境，就因为这种感觉，他觉得对
它们应当有责任。

“都一样”
——于故事和价值的珍藏

时至今天，昔日的“小皮”已
是 57 岁的“老皮”，他的藏品也已达
3.5万多件。

“在你这些藏品中，你认为最有
价值的是哪些？”站在琳琅满目的展
区中，记者问道。

“都一样。”皮天然的回答却有
些让人出乎意料。

钟表、电话、灯具，甚至罐子
也分铁罐、瓦罐、陶罐，种类肯定
不 一 样 。 有 些 藏 品 只 是 普 通 的 工
具，有些据说已有人开出“天价”，
经济价值更是天差地别，“都一样”
从何谈起？

“对于我来说，我愿意为它们付
出的心情都一样。”皮天然给出了自
己的解释，“对于每个访客来说，它
们所承载的历史价值，更没有高低
之分。”

在展示区中，仅是腕表就有数
千 块 ， 皮 天 然 仔 细 地 按 照 年 份 、
意 义 对 它 们 进 行 了 分 类 ， 但 其 中
的 钻 石 表 、 金 表 之 类 也 与 普 通 的

机械表放在一起。“区分和衡量的
唯 一 标 准 ， 是 它 们 背 后 的 故 事 ，
比 如 这 对 梅 花 牌 的 爱 情 定 制 表 ，
随 着 当 年 主 人 的 去 世 ， 后 人 逐 渐
已 经 记 不 起 当 年 的 事 情 ， 也 许 会
随 意 丢 弃 ， 最 终 被 人 遗 忘 。 将 它
们 收 藏 之 后 ， 只 要 它 们 在 ， 主 人
的故事也依然会被人记起。”皮天
然介绍道。

而皮天然的另一个习惯，也佐
证着他“都一样”的想法——随着
他收藏品的日益丰富，一些有价值
的物品只需转手就可获利颇丰，也
多次有圈内的“藏友”慕名前来洽
谈 。 他 收 藏 的 一 对 木 质 的 紫 檀 宫
灯 ， 甚 至 有 人 开 出 了 十 万 元 的 高
价，但他却始终不愿意出手，“买进
卖出，这是许多人的选择，但当金
钱和它们挂钩时，就失去了对历史
价值的意义。”皮天然认为，自己的
想法虽然可能有点偏颇，但正是意
义所在。

“走下去”
——于文化和传承的执念

在 皮 天 然 数 十 年 的 收 藏 历 史
中，五岔民俗博物馆的挂牌时间其
实并不长。该馆于 2019 年开始以陈
列的形式对外展出，至 2021 年正式
挂牌，这一方面是因为皮天然之前
工作繁忙，精力有限，另一方面是
他与它们有了新的“对话”。

“它们也不应总被我藏在库房
中，它们应当与更多人见面，让更
多人听到它们的讲述。”皮天然表
示。

最终，在夏坝镇和有关区级部
门 的 支 持 下 ， 五 岔 民 俗 博 物 馆 挂
牌。经过思考，皮天然选择以免费
开放的公益形式运行：没有门票、
不收讲解费，甚至不售卖有关的任
何周边产品……

“几十年过来，只有投入。”对

于 经 济 上 的 花 费 ， 皮 天 然 比 较 淡
然，在他看来，吃、穿、住、行的
压缩，换来更多藏品的“入住”，似
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随着博物
馆的对外开放，也有越来越多的人
前来和这些藏品见面，每年至少有
数千人前来参观。

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这些来
参观的人群中，大部分是家长或者
教师带着孩子和学生，孩子们的好
奇与求知，让他的“初心”更加坚
定。“因为有了这些老物件，我们的
下一代，下几代，才有着对历史的
完整记忆。”

如今，五岔民俗博物馆已经是
市文旅委、市农业农村委联合认定
的“乡村旅游示范点”，展区和藏品
也在不断丰富，皮天然甚至开辟出
了“农科展区”，与自己的专业融合
在了一起。按照他的设想，博物馆
未来将打造出农耕文化区、雕刻艺
术区、雕刻艺术区、陶瓷文化区、
编制艺术区等 12 个区域，以更多完
备、系统的方式展现江津，甚至川
渝地区的民俗，就像展馆入口上雕
刻的话语：“传承民俗文化，拾回消
失记忆”。

“至于我自己，再过两年就退休
了，我肯定和这些‘老朋友’一起
走下去啊。”谈话间，皮天然抱出一
个重达 12 斤的大红薯——这是农科
展区的藏品之一。谈及未来，他表
示，当自己无力与这些“老朋友”
做伴时，会将它们捐给政府有关部
门，用好、用活、传承好这些承载
着历史记忆的物品。

看来，这场“对话”还将在未
来延续……

高温天气谨防“情绪中暑”
□ 金音

这几天，天气炎热，人们或是宅在家里吹着空调、吃着冷饮，
或是寻找一处清凉之所，为自己的身体消暑。然而，当夏季高温
成为常态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关注身体的降温，更要学会心灵的

“消暑”，谨防“情绪中暑”。
高温天气仿佛是一个无形的压力源，容易让人变得烦躁、焦

虑，这种情绪上的“高温”可能比身体的酷热更加难以忍受。此
时，我们需要学会调整心态，给自己的心灵找一片清凉之地。

保持平和的心境是心情降温的关键，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放下繁
忙与焦虑，以一颗宁静的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细微美好；读一本好书，
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让思绪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听一曲舒缓的音
乐，让优美的旋律抚平内心的烦躁。与亲朋好友相聚也是消暑的良
方，我们可以在把酒言欢、畅谈欢笑的温馨氛围中驱散心头的燥热。

高温天气或许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为
心情消暑。用积极的心态，让身体
和心灵都能在酷暑中保持清爽与
安宁，以更加从容的姿态迎接生活
的挑战，享受夏日的美好。

“捡破烂”30年 将生命融入“历史记忆”
——皮天然与3.5万余件收藏品的“对话”

我区国企系统举行微宣讲比赛

凝聚国企发展磅礴力量
本报讯（记者 贺奎 袁菲）日前，我区国企系统“学习新思想

建设新重庆 开创新局面”微宣讲比赛在区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
行，来自全区国有企业的 15 名选手轮番登场，为大家送上一份精
彩纷呈的理论宣讲大餐。

本次比赛由国资委党委和区融媒体中心党委联合主办，区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旨在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干
劲，凝聚国企发展磅礴力量。

比赛现场，选手们围绕比赛主题，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考感
悟，通过真实典型、鲜活生动的事例，进行了精彩的宣讲。他们的演
讲涵盖了推动转型升级、加强科技创新、提升管理效能等方面内容，
既有深入的理论探讨，也有丰富的实践案例，不仅展现了我区国企人
的风采，也体现了对建设新重庆、服务国家战略的深刻理解和坚定承
诺。比赛最后，评委代表围绕宣讲主题进行点评，并给出意见建议。

经过激烈比拼，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选手胡佳兴荣获一等
奖；德感建设公司选手肖郅淳、四面山旅游（集团）公司选手白梦
红分获二等奖；综保集团公司选手何孟秋、中建桥梁选手周楠欣、
中建二局选手唐强分获三等奖。

2024年田径分区邀请赛（西南）在我区举行

田径高手齐聚江津展现竞技体育魅力

我区开展“创青”面对面交流活动

共话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本报讯（记者 王茜）6月13日，我区在美邻汇购物公园开展“青呼

我为”—“创青”面对面交流活动。此次活动邀请区级部门、圣泉街道
以及金科中央公园城、金科美邻汇购物公园区域内的28名创业青年代
表相聚一堂，宣传惠民政策，倾听创业代表心声，及时答疑解惑。

此次活动由团区委、区城市管理局、区商务委、江津区市场监
管局、圣泉街道共同主办，旨在进一步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工作，为创业青年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优质的城市管理服务，
打造有生命力、有烟火气的青年发展型街区，帮助创业青年解决
实际问题。活动中，创业青年代表积极发言，表明自己的心声与
诉求，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给予一一回应，现场气氛热烈。

下一步，团区委将聚焦广大创业青年的关注点和需求点，整
合各方资源，联动社会力量，不定期为青年创业者提供创业咨询、
技能培训，积极打造信任青年、呵护青年、支持青年、成就青年的
良好社会环境，以青春之力助推我区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一版）乡校阵地开展《条例》学习教育活动32场、研讨交流专
题座谈会11场，参与党员1000余人次；在“知止”上下“严功夫”，精心
打造“青年干部纪法教育培塑班”，开展老党员帮带式“纪法双周轮
讲”7次，通报曝光“反面”案件15次，编写纪法警示录2次，推动干部
醒悟知止；在“宣教”上下“真功夫”，成立信息推送、新闻简报等专项
小组7个，利用微信公众号、村社网格群等线上平台发布党纪法规、
廉政要闻等30余次，向广大党员干部发送廉政短信200余条，开展党
纪学习教育专题理论知识讲座15次，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入耳入心。

石蟆镇

自党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石蟆镇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来抓，通过“以上率下”带动学、“线下线上”畅通学、“融会
贯通”长期学的模式，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进班子、进机关、进支部、进
一线，全镇96个党组织结合实际，将党纪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
常，不断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记者 王笑伊 陆海银 刘星欣 吕晓 袁华 通讯员 孙于了 明
萌 杨康 张丹 赵成瑜 叶立岚 吴蓉 赵菲

重庆市中小学生跳绳比赛在江津开赛

700余名选手现场比拼显“绳”通

激烈的比赛现场 通讯员 彭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