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更好地留存石柱记忆，进一步挖掘我

县散存于社会和民间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

资料，丰富档案馆藏资料，体现档案工作“记

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

核心内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有

关规定，现向社会广泛征集石柱各个历史时

期形成的各种档案资料，特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从古至今，反映石柱社会记忆、历史文

化、社会风俗、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城市变

化、企业发展、人民生活变化，与社会经济发

展息息相关且具有一定价值的图文、音频、

视频、实物等档案资料。

（一）各个历史朝代的各种诏书、敕令、

布告、告示、奏表、手谕、诰命、禁令、申状、契

约、印章、诉讼文书、来往信函、货币及历代

编修的古书籍、家谱、新旧志书、出版物等；

（二）民国时期形成的各种文件资料或

音像资料，如命令、训令、指令、公函、布告、

手谕、委任状、电报、契约、票据、聘书、证照、

合同、协议、证书、货币、印章、会计簿册以及

报刊、音像资料等；

（三）建国前革命历史档案资料，如中国

共产党和群众团体在石柱活动形成的各种

文件、电报、会议记录、报表、花名册、传单、

印模、印章、报刊、音像等资料；战斗英雄、革

命烈士、建国前老党员、老复员军人及社会

知名人士形成的著作、讲稿、笔记、日记、传

记、书信、题词、奖章证书、嘉奖令、先进事迹

材料和相关物品等；

（四）上级领导和国内外知名人士来石

视察工作、出席有关活动形成的文件、讲话、

题词、照片、录音、录像等；

（五）“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形成的各种

文件材料以及印章、报纸、刊物、大小字报、

海报、传单、录音、旗帜、臂章等；

（六）对社会发展进步做出突出贡献并

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专家、学者、全国劳动模

范以及工业、农业、科技、体育、文化、教育、

卫生等各行各业知名人士形成的档案资料；

（七）反映本县区域内各个历史时期的

重大事件、重点工程、重大活动、历史变迁、

地域地形、水文气象、物资资源、自然灾害、

疫情防控、风土人情、民族特色、民间传说、

名胜古迹、文化曲艺、奇闻轶事、地图、照片、

书籍、报刊等档案资料；

（八）本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优

产品、老字号企业形成的文字、照片、录音、

录像、实物等；

（九）其他有价值的各种图文、声像、实

物和口述材料。

二、征集方法

采取捐赠、仿真复制等方式征集档案资

料，并向档案资料捐赠者发放捐赠荣誉证书。

三、征集要求

凡个人、家庭和单位珍藏的图文资料、声

像资料以及各种实物均可向档案馆捐赠，所

捐赠的档案资料必须具有原始性、真实性。

四、说明事项

（一）凡向县档案馆捐赠档案资料原件、

复制件的单位或个人，对其档案资料利用享

有优先权，并可对其不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

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

（二）捐赠人必须保证所捐赠档案资料

的所有权和知识产权无争议。

（三）提供的照片须清晰，尺寸不限，黑

白、彩色均可，可以是一张或者一组。并附简

要文字说明，注明拍摄时间、地点、人物姓名、

记载的事件等，同时说明照片原件还是翻拍。

（四）提供音视频档案应播放流畅、画面

清晰、主题明确、内容完整，并附文字说明。

（五）捐赠人所捐赠的档案资料被利用

者用于商业用途的，由利用者与捐赠人协商

给予相应的稿酬。

（六）有捐赠意向的单位或个人可直接

到县档案馆办理相关事宜，也可采取信函、

电话等方式与县档案馆联系。

五、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石柱县档案馆

联系人：唐燕、何秀琴

固定电话：73332138

邮箱：dag73332138@163.com

地址：石柱县档案馆6楼办公室（县民族

文化中心）

邮编：409100

六、征集时间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长期有效。

诚望热心公益事业，关心档案事业发展的

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捐献，并欢迎提供相关线索。

石柱县档案馆

档案征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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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玉霞 周伟）5 月

17 日上午，我县在三河镇开展 2022

年防汛、地灾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县

应急管理局、县人武部、县规划自然

资源局、县水利局、三河镇等单位相

关人员参加演练和观摩。

根据气象部门预判，今年我县

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旱涝交替、涝重

于旱，阶段性高温较明显，灾害性天

气总体较常年偏重。全县应急管

理、自然灾害防治工作任务繁重、责

任重大。为提升防汛、地灾综合应

急救援能力，更好的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增强正确处

置防汛、地灾的实战能力，我县组织

开 展 防 汛 、地 灾 综 合 应 急 救 援 演

练。演练包含地灾抢险、水上救援、

城市排涝三项内容。

本次演练模拟我县突降暴雨，

因雨量较大，致使三河镇多处发生

险情，情况紧急，须立即实施救援。

接到灾情报告后，我县立即启动《石

柱县地质灾害应急预案》III 级响应、

《石柱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III 级响

应，成立应急指挥部，并在三河镇成

立现场指挥部，同时调集相关队伍

前往险情处，开展疏散群众、抢救被

困人员等工作。

演练中，各小组分工明确、反应

迅速、集结有序、配合紧密，圆满完成

了各项演练任务。此次演练，部分高

精仪器、装备设施首次在应急救援实

战中应用展示。

“本次演练，既是增强防汛、地

灾综合应急救援能力和正确处置防

汛、地灾等突发自然灾害实战能力，

也是检验全县防汛、地灾应急预案，

提升县、乡两级防汛、地灾指挥机构

应急反应能力，积累应急救援实战

经验的有效形式。”县应急救援指挥

中心负责人表示：“通过开展应急指

挥调度、救援队伍集结、抢险器材及

物资调运、险情处置、人员搜救、群

众转移安置等演练，检验了应急预

案的可操作性，让各成员单位进一

步明晰了自己的职能职责。”

我县开展防汛、地灾
综合应急救援演练

转眼间，已是 19 年。王场镇

双龙村村民王华梅怎么也没想

到，一条长25米，宽２米的无障碍

通道延伸到了家门口，让她时隔

19 年再次走出了家门，去看看屋

外的那片天、那方土，实现了她盼

望已久的“出游”梦。

5 月 13 日，王华梅家非常热

闹，驻村干部和帮扶人员来家里

看望她。对于大家的爱心帮扶，

王华梅感激不已，“你们帮了我很

大的忙，如果不是你们的帮助，我

只能一辈子都待在家里面，哪里

都去不了。”

据了解，2003 年，王华梅在

建 筑 工 地 务 工 时 不 慎 坠 楼 ，腰

椎 神 经 受 损 ，导 致 肢 体 一 级 残

疾，无法行走。“这 19 年来，她每

天 只 能 待 在 家 里 ，想 去 院 坝 都

比 较 困 难 ，现 在 有 了 这 条 无 障

碍 通 道 ，到 外 面 去 散 散 心 就 很

方便了。

在王华梅眼里，大家都是来

帮助她的好心人，而一边在柑橘

示范园就近务工，一边对她 19 年

不离不弃、照顾有加的丈夫刘兵，

更是她的“恩人”。“我每天早上四

点起来做饭，吃完饭后就赶着出

门上班。中午王华梅在家用电饭

锅把饭菜热好后等我回来吃，吃

完饭我再照顾她休息。之后，我

才开始打扫卫生、洗衣服等。”刘

兵说。

自从无障碍通道修到了家门

口，刘兵就会抽时间，推着妻子到

村里到处走走看看。多年不出门

的王华梅对村里的新变化、新景

象惊叹不已，脸上再次绽放出久

违的笑容。

丈夫的不离不弃和好心人的

爱心帮扶，让王华梅重新拾起对

未来生活的信心。“有这么多人关

心我、帮助我，我一定要把日子过

好 ，要 对 得 起 大 家 的 帮 助 和 关

心。”王华梅坚定地说。

作为党支部共建单位，帮助

王华梅家修建无障碍出行通道，

只是北京市浩天信和（重庆）律

师事务所在王场镇双龙村实施的

诸多爱心项目之一。该事务所相

关负责人表示，除了履行去年和

双龙村村委会签订的战略性法律

服务框架协议外，接下来，他们

还将多方面与该村党支部开展沟

通和合作，以帮助当地更多人解

决困难。

入户排查登记、及时整改落

实、解决群众困难……这些都是

重庆医科大学药学院药理学系

副教授、驻双龙村第一书记吴柯

和 驻 村 队 员 、村 干 部 的 工 作 日

常。吴柯表示，接下来，他们还

将为王华梅家的出行便道安装

护栏。此外，驻村工作队将和双

龙村全体干部一道，在王场镇党

委 的 统 筹 协 调 下 ，用 好 社 会 资

源，引进帮扶力量，助力双龙村

乡村振兴。

王华梅：转眼十九载 再圆“出游”梦
记者 谭艳波 文/图

王华梅在丈夫的帮助下游览柑橘园

请广大市民坚持规范佩戴口

罩，保持良好卫生习惯，自觉遵守防

疫规定，密切关注官方网站或主流

媒体发布的疫情信息，如与感染者

轨迹交叉或时空交集，请主动与社

区（村）、单位报备，并按要求做好防

控措施。

调整上海市

来渝返渝人员健康管理措施

上海市来渝返渝人员实行 7 天

集中隔离+7 天居家隔离（从离开上

海市时计算，满14天为止；不满足居

家 隔 离 条 件 的 ，一 律 实 行 集 中 隔

离），集中隔离期间第 1、3、4、7 天各

开展 1 次核酸检测。居家隔离期间

做好体温、症状等监测，第 3、7 天各

开展1次核酸检测。

以上健康管理措施自 5 月 18 日

起执行。

调整河南省郑州市重点区域

来渝返渝人员健康管理措施

一、从即日起，河南省郑州市的

来渝返渝人员恢复执行《国内重点

地区来渝返渝人员健康管理措施》。

二、对4月24日以来有郑州市金

水区（含郑州东站）、二七区、郑东新

区旅居史，以及郑州东站乘（转）车

来的在渝居家（或集中）隔离人员解

除隔离，解除隔离前至少开展2次核

酸检测，最后一次双采双检。

四川省广安市重点区域

来渝返渝人员健康管理措施

一、5 月 2 日以来有广安市邻水

县旅居史的人员实行 7 天集中隔离

（从离开邻水县时计算，满 7 天为

止），第 1、3、5、7 天进行咽拭子核酸

检测，最后1次双采双检。对离开上

述地区超过7天的来渝返渝人员，实

施连续 2 次核酸检测（2 次采样间隔

24小时，2次检测结果出来前原则上

居家观察）。

二、5 月 2 日以来广安市其余县

（区、市）来渝返渝人员按照实行7天

居家隔离（从离开广安市时计算，满

7天为止），第1、3、5、7天进行咽拭子

核酸检测，最后 1 次双采双检；不具

备 居 家 隔 离 条 件 的 ，实 施 集 中 隔

离。对离开上述地区超过 7 天的来

渝返渝人员，实施连续2次核酸检测

（2 次采样间隔 24 小时，2 次检测结

果出来前原则上居家观察）。

（来源：重庆疾控服务号）

我市调整上海、郑州来渝措施，
新增排查地１个

本报讯（通讯员 唐伟/文 陈红武/图）5 月

17 日，石柱县 2022 年春季中小学生土家摆手

舞比赛在县体育运动中心篮球馆举行，来自全

县各中小学校的上千名学生跳起摆手舞，展现

土家风采。

据了解，本次比赛以“传民族文化·展土家

风情”为主题，比赛曲目以“啰儿调”《太阳出来

喜洋洋》为基调，动作基本元素以石柱摆手舞

（大摆）为蓝本，各校结合基本动作进行高质量

艺术创编。

比赛现场，黄水小学学生们身着绘有白虎

图腾的土家族服饰，让人眼前一亮。随着音乐

《土家魂》响起，孩子们欢快跳动，优美的舞步

生动再现了土家族薅秧、捆柴、祭祀等土家生

产、生活、征战场面。

地处西沱古镇的西沱小学代表队，将“巴盐

古道”元素巧妙地融入土家摆手舞动作中。孩子

们头包白帕、身背“盐包”，瞬间化身“巴盐古道”

的“小小背夫”。比赛精彩纷呈，掌声此起彼伏。

据悉，此次比赛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

组别，共 31 支队伍参加。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7

个、二等奖12个、三等奖12个。

土家摆手舞展民族风情

比赛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 马飞 文/图）汛

期临近，为确保全镇人民安全度汛，

连日来，马武镇组织干部在河道清

淤现场指挥协调，确保河道清淤提

质提效。

据了解，近年来，该镇屡遭特大

暴雨侵袭，造成基础设施损毁，让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在灾后

重建恢复中，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财

力和人力，而且给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

今年以来，该镇党委政府在汛期

来临前，采取多项举措筑牢汛期安全

“防火墙”。在往年经常发生内涝的

地方，重新修建排洪沟，增加排洪能

力，保障场镇路面积水快速排出。对

马武河场镇段进行彻底清淤，增加河

道行洪能力，消除河水倒灌对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构成的威胁。新建缺

失的河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据悉，该镇在此次汛期隐患消除

工程中，共投入资金600余万元，出动

人力 100 余人次，机械设备 30 余台

次。目前，河道清淤提质提效工程正

在紧锣密鼓施工中，以确保在大汛前

全面完工，接受暴雨洪水的“检验”。

马武镇筑牢汛期安全“防火墙”

河道清淤提质提效工程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