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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
慧 通讯员 邓正碧）近日，区文化馆面
向全区开展的免费艺术培训活动正式开
始报名。本次免费培训计划招收学员
1100人，报名时间将持续到5月31日，
有需要的市民可报名参加。

本期培训班共33个，分为少儿类、

成人类、老年人类三大类，包括舞蹈、声
乐、器乐、曲艺、美术、书法、播音主持、形
体、旗袍走秀等十多个门类，开课时间为
2022年6月至7月。

本次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市民
可关注“重庆市荣昌区文化馆”微信公众
号，点击“数字化”，点击“培训报名”，按

提示完成注册报名；或登录重庆群众文
化云平台进行线上报名。

“开展免费培训，旨在提升我区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公共文化设
施文化惠民功能。”区文化馆有关负责
人表示。

区文化馆33个免费开放培训班开始招生了
报名时间截止于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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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初夏时节，广顺街道工农社区
6组的山坡上热闹了起来。

清晨，刚下过一场雨。花椒种植大户游小
军像往常一样，扛着锄头、拿上剪刀、再背上一
包有机肥，沿着乡间蜿蜒的小道前行。他一边
呼吸着雨后清新的空气，一边向南望去。

温柔的风里夹杂着淡淡的花椒香味，
他的视线停留在眼前这片近2000亩的花椒
园里，葱葱郁郁的花椒树，将山坡染得一片
翠绿。

眼下，正是给花椒施肥、剪枝、打药的关
键时期，一刻也不能耽误。想到这，游小军
加快了脚步，一边走，一边还不忘打电话给
妻子：“我到花椒基地里干会儿活，中饭不用
等我。”

刚下过雨的花椒基地，一踩一脚泥。但
穿着雨鞋的游小军可顾不上这么多。他来到
山坡上，蹲下身来，轻轻用锄头刨开一株花椒
树幼苗的浅土层，再用手查看土壤湿度：“还
好，没有积水，不然这新种下的幼苗可就活不
成了。”

检查完幼苗的情况，他又开始忙着给花
椒树修剪枝丫。“很多种植户舍不得剪枝，认
为剪了之后产量会下降。”游小军顺手拉了一
条枝丫给记者进行科普，“这种想法是错误
的，只要善于修剪，花椒产量不降反升。”

今年40岁出头的游小军，已种植花椒15
年，是工农社区第一个大面积种植花椒的人。

“10多年前，我们这都种蔬菜，我却种了300亩
花椒，有人说我‘不务正业’。”说到这，游小军
无奈笑道，“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只是坚持自己
的想法——把花椒种好，种出成绩来。”

但万事开头难。2007年，游小军种下首
批花椒苗，第二年却死了一大片。这次打击
让他清楚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种植的重要性。

为了提高种植技能，他买来各种书籍自
学，还经常参加当地农业部门组织的培训，向
其他镇的花椒种植大户学习经验，为了及时
了解花椒的生长情况，他甚至在花椒地里搭

起简易房，吃、住都在地里。
“好在付出是有回报的。”游小军感慨，通

过学习，他逐步掌握了花椒种植技术。2010
年，他种植的300余亩花椒年产值达到了100
多万元。

看着游小军成功种植花椒致富，质疑声
逐渐散去，还有不少村民向他请教种植方
法。送幼苗、跑田间、讲技术，游小军也总是
将自己总结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乡亲们，
他表示，“能够帮助到大家，这些年我走过的
弯路也不算白费。”

2010年12月，游小军和501户村民共同
注册成立了荣富花椒股份合作社。如今，该

合作社花椒种植面积达到2000余亩，年产花
椒400余吨。

花椒产量上来了，销售怎么办？
“这点，我们并不担心。”游小军胸有成

竹，“区里和街道一直很重视我们合作社的发
展，给了我们很多帮助。而且我们合作社种
植出来的花椒，颗粒饱满、颜色鲜艳、味麻气
香，深受顾客喜爱，不怕卖不出去。”

谈话间，他的手机响起，“发往湖北200
斤吗？好的，马上给你登记，等花椒成熟后，
立刻加工给你发货。”挂掉电话后，游小军表
示，除了卖鲜花椒，他们还会加工干花椒后售
卖，以延长销售时间。而且买花椒的大都是

老客户，他们一般会在花椒采摘前提前预定。
合作社的花椒要下月中下旬才能采收，

但目前已有成都、山东等地的客户下了订
单，12万斤花椒已经“名花有主”。

带着村民们在致富增收路上阔步前行
时，游小军又收到一个喜讯——他被评为了

“全国林草乡土专家”。
对此，游小军表示非常荣幸，“这是对我

种植技术的认可，以后我会继续提高技能，
让技术服务生产、造福百姓，和大家走出花
椒产业发展新道路，让花椒成为增收致富

‘金果果’。”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

游小军：花椒满山坡 结出“致富果”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
记者 谭兴旺）“我参加
了 1959 年荣昌马拉松，
还跑完了全程，那年我
23 岁。选拔赛有 300 多
人参加，大多都是在校学
生。线路是荣昌到峰高
的老成渝公路……”5月
20 日，区文化旅游委和
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发起
寻找1959年荣昌首场马
拉松赛的亲历者活动。
截至昨日，我们根据热心
市民提供的线索，已找到
周祖弟、黄良水、曹定江、
刘运德、彭文海等5位亲
历者。这段话就是亲历
者之一，原四川畜牧兽医
学院退休教师周祖弟的
自述。

寻找亲历者活动发起
以来，社会反响强烈。

“ 大 家 来 看 看 ，在
1959年荣昌就举办了一
场‘江八县’的马拉松比
赛。我们荣昌选手还拿了
第一名！”5月20日，健身
教练韦虎激动地向朋友们
分享了《全城寻找！1959
年荣昌首场马拉松赛的亲
历者》视频。他说，63年
前荣昌就举办了马拉松
赛，实在让人惊讶，所以他
和朋友在积极扩散这条消
息，希望寻找到这场马拉
松赛的亲历者。

不少网友也在微信
朋友圈、区融媒体中心各
平台后台留言，提供自己
所知晓的信息。

为还原荣昌首场马拉
松，挖掘荣昌体育文化，区
融媒体中心已全网发布相
关信息11条，线上线下齐
动员。

如果您还知道相关信
息，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联
系 电 话 ：023—85267948，邮 箱 ：903338624@qq.
com。接下来，我们将陆续走访当年赛事的亲历者，听
他们讲讲那场马拉松比赛的故事，感受荣昌人延续不
断的运动基因，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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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棠香小学举办
2022 届毕业典礼暨“少年养
志”活动。即将毕业的同学向
老师送上鲜花表达感恩之情，
用歌声传达对母校的依恋，在
心愿墙上“种”下自己的梦想。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汪
洋 摄

近日，荣昌中学举行“魅力艺术·青春飞扬”校园课桌舞大赛
上。同学们和着节拍一会儿拍打课桌，一会儿比着手势，动作整齐
划一，演出了《赛马》《追光者》《一起向未来》等22个作品，发自内
心的快乐与自信洋溢在大家脸上。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慧 摄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 通讯员 李春燕）近日，我区召开长
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首批失
能评估集中评审会，评估专家对14名申
请人进行了集中评估。

会上，评估专家通过查看现场评估
视频、听取现场评估情况介绍，从失能申
请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认知能力和感

知觉与沟通能力三个方面，对他们的失
能情况进行集中打分评估。

据统计，目前我区“长护险”参保人
数已达12万余人，自2022年1月1日区
医保局开展“长护险”试点工作以来，已
有38人次提交“长护险”申请，已受理29
人次，组织现场评估14人次。

区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该局将持续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宣传工
作，加强对失能评估队伍的监督指导，全
面保证失能人员评定工作专业高效、公
平公正，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享
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切实减轻失能人
员家庭的照料和经济负担，保障失能人
员基本医疗护理需求，持续提升群众医
保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荣昌开展“长护险”首批失能评估集中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