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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荣昌的情缘很深：在荣昌出生，在荣昌成长，在荣
昌就业。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荣昌人。

缘在猪

曾有朋友问我最有名的荣昌特产是什么，我答：猪。
小时候家家户户都养猪，我家也不例外。公鸡打鸣

后，小猪们就在猪圈里哼哼唧唧喊饿了，因此准备猪食是
父母早上起床做的第一件事。玉米粉里混合一些红薯、青
菜叶，还有前一天吃剩的饭菜，把这些统统放进柴灶上的
大铁锅里炖煮，煮好后的糊糊就是小猪的吃食。小猪们吃
东西时，会迫不及待地把猪鼻子伸进食槽里，你争我抢，发
出一声声满足的赞叹声。它们吃东西的样子很温顺，我甚
至可以摸他们背上一根根坚硬的鬃毛。

那时候人们一天的活动基本都是围绕猪展开的。早
上做猪食，打扫猪圈，上午照顾农作物，下午割猪草，砍猪
草，晚上又给猪做猪食，一只只小猪被人们伺候得白白胖
胖舒舒服服的。荣昌猪被列入世界八大良种，我想，除了
品种的优良，也离不开荣昌养猪人的辛苦付出吧。

缘在夏布

从我记事起，奶奶就在做一项手工活“绩纱”。每天吃
过饭后，奶奶就坐在她那张宽大的藤椅上，腿上先盖一块
粗糙的布，接着将麻皮浸泡在水中，然后把麻皮均匀地分
成一根根细细的麻线，再用灵巧的拇指和食指将两根麻线
捻接在一起，最后把麻线打湿，用宽厚的手掌把麻线搓得
均匀又漂亮。原始的麻皮就这样变成一根长长的晶亮的
麻线，在筛子里积少成多，摊成椭圆的形状。等麻线积累
得足够多了，奶奶就会找一个透气通风的地方晾晒麻线。
晒干后的麻线会被奶奶用圆筒挽成一个个圆溜溜的麻团，
这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挽好的麻团可以拿去卖
钱，奶奶就会用卖麻团的钱买薄荷糖给我吃。

奶奶绩麻，爸爸“刷麻布”，也就是给麻线上浆。一根
根麻线被拉长，绷紧，像悬在空中的琴弦，弹奏出我的快乐
童年。那时爸爸总是围上白色的围裙，用一把把刷子粘上
浆糊，给每一根麻线均匀地刷上米浆。四五岁的我刚好麻
线那么高，头顶上冲天的辫子像一根手指，来回拨动琴弦

般的麻线。麻线易断，每次我从绷紧的麻线下贴着头皮经
过，都会把麻线弄断，爸爸又好气又好笑，只得佯装发怒把
我抱走，那宠溺我的表情，我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幸福。

爸爸刷好的麻布会拿给妈妈织夏布。每次看妈妈织
布，我都觉得眼花缭乱。妈妈那双小巧的手，怎么能有那
么大的能量！我仔细观察过妈妈织布，先左手抬起打纬
板，右手握住梭子，用上合适巧妙的力气将梭子丢进密密
排列的经线里，让它快速穿梭到达左手，当左手接住梭子
的同时，沉重的打纬板就会落下压实刚刚织进来的纬线，
这时右手又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打纬板抬起，同时
左手再把刚刚拿到手的梭子丢进经线里，让因为重力落下
的打纬板把新织的这根纬线压实。如此循环往复，在妈妈
灵巧双手的控制下，梭子在经线当中左右穿梭，十五天左
右，一匹夏布才能织好。

小时候几乎家家都织过夏布，这是一项十分考验耐心
的“活路”。无论是绩麻、上浆，还是织夏布，对于小时候的
我而言都是十分复杂的。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那一根根
晶莹的麻线，而是爸爸在昏黄的灯下接麻线的侧影，还有
总是伴我入睡的札札织布声。

缘在教育

10岁时我曾离开荣昌，等再次回到家乡已经15岁，整
天在学校忙着学习，对荣昌最多的印象就是书店。大东书
屋是我最常去的地方，除了在里面买教辅资料，我还喜欢
看散文，毕淑敏的散文让我内心宁静，梁实秋的散文总是
让我忍俊不禁，这些“闲书”是我学习生活中唯一的娱乐，
总在我筋疲力竭时温暖我的内心。

高考填志愿时，我选了毕业后仍回荣昌工作的定向师
范。毕竟父母在这儿，家在这儿，根在这儿，我的灵魂也在
这儿。就连大学谈恋爱，我也是提前和爱人沟通好，毕业
以后回荣昌发展。4年后我顺利成为峰高中心小学的一
名老师，与周围来自不同地区的同事们，一起教育下一代
的荣昌人。

随着时间流逝，我对荣昌的情只会越来越浓，我与荣
昌的缘只会越来越深。如果荣昌是一棵树，我则是树上一
根枝桠，把养分运输给荣昌的孩子们，等他们瓜熟蒂落，把
荣昌的精彩带到世界各地去生根发芽。

缘来缘去缘不断
●吴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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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荣川 通讯员 唐
敏）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近日在宁夏银川举
行，荣昌夏布、荣昌折扇、荣昌陶器等非遗文创产品亮相博
览会。

此次博览会中，重庆设置了面积500平方米的城市综
合形象展示馆，包括荣昌在内的3个区县共6类非遗文创
产品在展馆内展陈，展示重庆独特的巴渝文化魅力和独具
城市特色的非遗文创产业。其中，荣昌区展出了百余件非
遗文创产品，有夏布包、夏布围巾、夏布笔记本、夏布袜、夏

布服饰、素烧茶器、柴烧茶器、素烧花器、釉烧花器、茶器及
夏布折扇等十余种，集中展现荣昌非遗项目的丰富性和多
样性，深受参观者好评。

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
和创造性转化，加大非遗传播实践与宣传推广，每年积极
组织非遗企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加国内外各种展会活
动，增强对外文化交流，着力提升荣昌三大国家级非遗品
牌的美誉度、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

荣昌非遗亮相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杰）记者近日从区医
疗保障局获悉，即日起，港澳台同胞以及外国人士凭来往
内地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住证、护照等相关证件，通过以
下渠道即可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后使用。

具体如何操作？该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共有三种
方法：

其一，申请人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点击医保
电子凭证，再按提示操作。

其二，申请人通过微信开通，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通

过微信公众号“重庆市医疗保障局”进入“服务大厅”—“医
保电子凭证”，按提示步骤操作即可；二是在微信中搜索小
程序“我的医保凭证”，选择“立即激活”，按提示进行操作。

其三，申请人打开支付宝，点击“卡包”—“证件”—“医
保电子凭证”，然后按步骤提示操作即可。

“支付宝渠道仅可为港澳台同胞激活医保电子凭证。”
该工作人员提醒，目前微信渠道支持使用外国人永久居留
证进行微信注册实名认证的外籍人士及使用港澳居民来
往内地通行证进行微信注册实名认证的港澳台同胞。

港澳台同胞及外国人士
可激活使用医保电子凭证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杰 通讯员 曾凤
娇）8月25日晚9点52分，区应急救援中心接到报警称，位
于古昌镇百合堂村的一连户农房发生火灾。接警后，区应
急救援中队第一时间出动所有值班队员，携带救援装备赶
赴现场，同时调派备勤分队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基地，带装
赶赴现场进行支援。

当天，该中队到达现场后，根据现场情况制定出以水
灭火的方案。队员首先在起火点附近寻找到水源，水泵
组随即架设水泵、铺展水带，将水从堰塘中输送至火场，
水枪手立即对火场展开攻势。经过现场奋力扑救，火势
终于得以控制，于次日凌晨2点10分成功将明火扑灭，
此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起火原因尚在进一步

调查中。
据介绍，起火农房是一处成片区式的老房子，由于房屋

是木质结构，导致火势蔓延十分迅速，又由于该房主双腿残
疾，独自居住，起火时正在屋内洗衣服，发现门口起火，他立
即呼喊附近居民前来救火，但尝试扑救未成功，火势迅速蔓
延至房顶，随即周边几户人家的房屋也连带起火。

区应急救援中队提醒：老式民宅各类设施普遍老化，
存在不少安全隐患，且其大部分都是木结构房屋，一旦起
火，容易引发蔓延。因此对于类似情况的房屋，居民应该
格外注意，要定期检查房屋内电线线路，避免线路老化等
原因造成火灾，发生意外时，要第一时间安全撤离，切忌盲
目救火。

古昌连户农房起火 区应急救援中队紧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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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习习，白云飘飘，果实累累，秋天的景色美不胜收。周末走出家门寻秋、赏秋
成了越来越多市民的首选。这周为大家推荐以下几项活动，一起来看看吧！

皮薄肉厚的桂圆

稻里趣筑民宿

令人垂涎的仙人掌美食

推荐一：
摘桂圆 赏百年桂圆树

清江镇河中岛上，成片的桂圆树上挂满了颗粒饱满的桂圆。
目前，这些桂圆已逐渐成熟，游客们可以前往体验采摘乐趣。

河中岛上一共种植了600亩桂圆，主要是大乌元和石硖
两个品种，其果实大、味甜、肉厚、籽小、皮薄，深受市民的青
睐。值得一提的是，岛上还有13株百年老桂圆树，这些树高
度超过15米，树干直径40—60厘米，结出的桂圆肉厚核小、
味甜如蜜。

地点：清江镇河中岛
联系电话：陈先生 17783938519

推荐二：
住民宿 游稻田公园

清江镇塔水村稻里趣筑民宿历史气息浓厚，整体风格中式复
古。走进民宿，首先就被头顶鱼型竹编灯饰吸引了眼球，环顾四

周，墙上贴着一些老照片，瞬间让人回到过去的时光。石磨、水槽、
黑白电视……这些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老物件”，静静地安躺于
角落，浸润着岁月深处的暗香，诉说着一段段温馨的回忆与历史
的沧桑。

在房间里向外望去，阳光正好，树影婆娑，一旁的稻田公园
里，彩色水稻还未采收，顶着沉甸甸的“脑袋”轻轻摇晃。俯瞰
这片占地50余亩的稻田公园，你会惊讶发现——竟是一幅画，
田间步道勾边，彩色稻谷填色，清江“鱼”文化符号呈现眼前。
闲时与好友在此饮茶观景，好不惬意。

地点：清江镇稻里趣筑民宿
联系电话：冉女士 15213121729

推荐三：
尝仙人掌 学制作技艺

万灵镇沙堡村鲜果奇园内，一排排仙人掌纵横有序排列，
肥厚的仙人掌叶片顶部，星星点点冒出椭圆形仙人掌果。游客
来到果园，既可以采摘、品尝鲜美的叶片和果肉，还可以学习仙
人掌烹饪技巧和美容产品制作方法。

鲜果奇园是沙堡村集体经济项目，占地约60亩，主要栽种

有梨果、米邦搭、大盆丸、山里红等仙人掌品种。今年是该园仙
人掌首次结果，目前，该果园正紧锣密鼓建设学习实践区域，筹
备开设仙人掌软糖、仙人掌养生香皂等产品制作教学事宜，以
提升游客对仙人掌的认知度，增加果园游玩的趣味性。

地点：万灵镇沙堡村鲜果奇园
联系电话：杨女士 18580627586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向虹霖 通讯员 温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