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
记 者 蒋 坤 红 通 讯
员 胡露月）近日，峰高
街道峨嵋社区峨嵋小院
热闹不已，乡邻们早早集
聚于此，只为欣赏一场别
开生面的演出——“老年
文工团”自编自演的精彩
节目。

当天，一曲独唱《祝
福祖国》拉开了整场演出
的序幕，欢快的乐曲、悠
扬的歌声吸引观众情不
自禁拍手附和。随即，印
度舞《就是喜欢你》、快板
《祖国颂》、双人舞《秋
梦》、排舞《明月夜》以及
合唱《实事求是》《归航》
等节目轮番呈现，赢得大
家热情掌声。

“节目全部由 20 多
名老人倾情演绎，他们
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让
人敬佩不已！”演出结
束，村民们对演员们竖
起大拇指。

据悉，峰高街道各社
区养老服务站根据老年
人的身体、爱好等实际情
况，为广大老年群体搭建
起多个学习平台。“此次
组织‘老年文工团’到社
区展演，一方面是为他们
搭建展示平台，提升社区

老年群体参与意识，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获得
感、幸福感；另一方面，能吸引更多老年人主动加
入文体学习培训，丰富晚年生活，提升思想和身体
素质，真正让他们实现老有所得、老有所乐。”峰高
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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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泽美）近日，位于市畜科院家
禽科研基地内，工作人员正忙着
采收水培生菜和空心菜，一旁鹅
舍里的鹅悠闲地散步、觅食。

该院家禽营养与养殖技术
创新团队负责人表示，基地已成
功探索出“鹅-沼液-菜（草）”种
养结合模式——将鹅舍养殖污
水进行厌氧处理后，通过优化水
培设施，确定沼液水培浓度，筛
选蔬菜品种组合（生菜+空心
菜），构建蔬菜沼液栽培系统，实
现沼液水培蔬菜规模化生产。

据了解，养鹅污水主要来源
于鹅舍的鹅粪及其冲洗水。鹅

粪中含有大量的氮磷等有机污
染物，进入水体后，使水质浑浊，
水色变黄，气味变臭；此外，鹅粪
中多数含氮化物被氧化成硝酸
盐，若渗入地下，日积月累则会
污染地下水源。该基地将鹅舍
养殖污水进行厌氧处理后作为
有机肥使用，基本达到循环利用
和生态养殖的目的。

该负责人表示，该项目的
成功将大大提升荣昌鹅的养殖
环境。接下来，该院将在荣昌
部分有条件的养殖场推广该技
术，让污水变废为宝，推进家禽
业的健康发展，提高养殖业的
经济效益。

市畜科院

成功探索生态养鹅模式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
者 刘 佳 佳 通 讯 员 黄
婷）近日，观胜镇农服中心组
织工作人员开展农资市场专
项检查，全力保障春耕生产顺
利进行。

在各农资经营门市，工作人
员以查看种子、农药、化肥、农膜
等农用物资为主，通过查看农资
储备情况、查验农资购货渠道、
查阅农资销售台账等方式，检查

有无以次充好、过期变质等现
象。同时，宣传农资商品安全法
律法规知识，督促引导业主诚信
经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经营
不规范的问题，当场责令相关业
主限期整改。

接下来，该镇将持续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保障农资来源清
楚、去向明确、质量可靠，规范农
资市场经营秩序，确保农资产品
质量安全。

观胜镇

农资检查进行时
不误农时保春耕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丹 通讯员 张良建）近
日，昌州街道在宝城寺社区开展
反诈宣传“进家庭”活动，进一步
推进反诈知识深入人心，守好群
众“钱袋子”。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发
放宣传单页、悬挂横幅、张贴海
报、以案释法等多种形式，向群
众普及电信网络诈骗的常用手
段及防范手段，通过一个个真
实案例，向群众宣传电信网络
诈骗给个人及家庭带来的危
害。同时，引导居民下载“国家
反诈中心”APP，倡导群众积极
提供反诈线索，营造“全民反
诈”的浓厚氛围。

据悉，为进一步加大反诈宣
传力度、密度、强度，该街道于近
日启动全民反诈“六进”宣传活
动，通过进机关、进企业、进学
校、进医院、进社区、进家庭等宣
传方式，做到最大限度扩大宣传
面、最大限度提高市民自防意
识、最大限度压缩犯罪空间，切
实增强群众辦别和抵御诈骗的
能力，有效防止各类电信与网络
诈骗的犯罪行为发生。

接下来，该街道还将建立健
全举报有奖、协作配合、源头治
理等常态长效反诈工作机制，构
建全方位的“全民反诈、全社会
反诈”格局，营造平安和谐稳定
的社会环境。

昌州街道

启动全民反诈“六进”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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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个个智
能化鞋服工厂在荣昌高
新区拔地而起，产业集
群效应日益凸显，成为
全区消费品主导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

2022年，荣昌已有
服饰企业30余家，年产
值实现 160 亿元。当
下，全区正按照“国际
化、定制化、品牌化”发
展理念，持续做好“布”
“足”文章，朝着“2025
年全区鞋服产业工业总
产值达200亿元”的目
标奋楫前行。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飞龙 张泽美 通讯
员 胡 玲）连日来，荣隆镇市
级玉米制种基地里，大型机械化
设备轰隆作响，工人们有序进行
播种、施肥、培土等工序，描绘出
一幅繁忙有序的春耕图景。

“现在天气和土壤墒情比较
好，是播种的好时机。”基地负责
人介绍，基地坚持早动手、抢农
时、争主动，从周边村（社区）聘
用200多名工人，快速推进春耕
生产制种工作，仅5天时间就播
种超过3000亩。

目前，荣隆镇玉米制种面积
达4000亩。为切实服务好春耕

农业生产，该镇早早派出农技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对播种技术进
行现场指导，实现了生产计划早
安排、技术推广早部署、增产措
施早落实、技术服务早行动。

同时，与荣隆镇接壤的四川
隆昌石碾镇，也正同步推进玉米
播种工作。“我们抢抓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大力推进
与四川石碾镇制种合作，力争共
建面积1500亩以上。”荣隆镇相
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
该镇将建成以荣隆为核心、辐射
川渝两地的2万亩宜机化玉米
制种基地，争创国家级玉米制种
基地，有效保障西南良种供应。

荣隆镇

4000亩玉米制种基地播种忙
企业纷至沓来、蓄势待发，扎根荣昌的“老字号”鞋服

企业也蹄疾步稳迈向新征程。
今年1季度，重庆尚诚服饰集团有限公司马不停蹄

赶制欧美订单，共计生产510万件。这样的“业绩”对于
2650万件年生产目标来说，一季度完成率并不算理想，
但企业总裁办副主任李祖斌并不焦虑。

“今年迎来国际国内市场回暖的有力势头，企业积极
拓展非洲市场，已传来捷报。我们正有条不紊对接订单，
企业今年定下的7亿元生产目标一定能顺利实现。”李祖
斌信心满满。

和尚诚服饰同期入驻荣昌高新区的重庆中加熙妮服
饰有限公司，也在积极迎战国际市场。

“今年国际市场回暖，企业已收到美国、瑞典、韩国等
地的订单或展会邀请。我们将主动对接，重拾与‘老客
户’的合作，同时多‘走出去’展示推广‘荣昌造’，在订单
上做‘加法’，争取今年实现产值9000万元。”企业总经理
赵正熙坚定表示。

企业发展绘蓝图，政府护航有行动。
刘蕾介绍，目前，荣昌正大力培育服装品牌，积极探索

先进纺织服装加工技术，推广纺织智能装备、智能工厂；扩
大服装生产规模，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以生产线自动化、
高品质外贸出口、个性化高端定制为基础，推动高附加值
纺织服装发展，奋力建设“川渝体育鞋服产业基地”。
融媒体中心记者 蒋坤红 通讯员 戴世鑫 张浩宇

集群效应凸显
奋力建设“美丽产业”特色基地

2020年8月，荣昌入选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成
为重庆市唯一入选的城市。

搭乘政策暖风，荣昌迅速以强化体育产业要素保
障为主线，探索体育事业与工业经济融合发展新路
径。

2021年1月，荣昌与为安踏、特步和李宁等运动品
牌代工的业内知名运动鞋代工厂——福建省中伟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总投资8亿元在荣建设
重庆市荣伟鞋业智造产业园项目（下称“荣伟鞋业”），专
业生产跑步、滑板、综训、工装、户外等系列运动鞋，全面
投产后年产值将超10亿元。

“荣伟鞋业落地投产，弥补了荣昌在生产成品运动鞋
方面的空白，更为荣昌做大做强鞋服产业链，提供了重要
的动力引擎。”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刘蕾介绍，入驻荣
昌高新区后，荣伟鞋业已运行4条生产线，去年产值达1
亿元。当下，企业正依托总部的先进研发团队、检测中
心，不断引进自动划线机、智能裁割机等先进设备，践行

“全力以赴带动荣昌鞋服产业向现代化、智能化、品牌化、
高端化发展”的签约承诺。

落地的“大牌”企业，还有中乔体育。
2021年10月，中乔体育股份有限公司相中荣昌，在

荣投资6亿元建设生产基地，主要从事乔丹品牌运动服
饰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去年5月，中乔体育在荣
全线投产，今年预计生产运动服饰460万件，年产值突破
7100万元。

企业争相落地只是荣昌体育鞋服产业蓬勃发展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荣昌积极引进运动服装、瑜伽健身服、
休闲服等服装加工企业，对接服装面料辅料知名企业，加
大引入纽扣、拉链、金属配件、包装盒袋等关联产业，提升
服装产业配套水平，推动荣昌体育产业专业化、集约化、
链条化发展。

截至目前，全区运动鞋服年产值已达5亿元。

搭乘政策暖风
体育鞋服企业接连落地生花

去年8月初，苏州市服装行业会长单位、国内外知名
一线品牌（波司登、海澜之家、利郎、劲霸等）的战略合作
伙伴或核心供应商——苏州市拉波尼服饰有限公司入驻
荣昌，在荣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拾尚工园，计划总投资约
5亿元建设重庆拾尚工园服装智能生产基地（下称“拾尚
工园”），建设60条智能生产线、智能高位立体仓及配套
设备，打造一流的“智能工厂”。

“智能工厂”智在何处？走进今年刚开工投产的拾尚
工园便可窥见一斑。

三层生产车间，全部由设置在房顶的吊挂滑轨连
接。布料在3楼经自动裁床、自动上片后，“空运”到2
楼、1楼的羽绒服、梭织等生产车间。生产工序结束后，
所有成品再自动运往2楼组装、检验、整烫车间，全过程
实现“不落地生产”。

值得一提的是，吊挂系统自带“记忆芯片”，可根据系
统设定的款式、颜色、尺码、件数等信息，把吊挂物料配送
到相应工作车间、工作组，还能对成衣进行自动分类、配
色和统一尺码，方便运往自动包装车间后，机械智能叠
放、包装并按品类出货。

除了头顶悬挂的智慧吊挂系统，生产车间里的“数
智”生产也随处可见。

自动绗缝车间里，工人只需把布料规范摆放在模板中
间，再把模板推入自动绗缝机，就能轻松完成传统生产线上
5年甚至10年龄老车缝工人才能完成的生产工序；NPS单
件流生产车间，每两排生产工位间，推框流水线的“旋转托
盘”，根据设定时间自动循环传递物料到员工手边；800多
个机站能实时掌握并提示工人工作进度，并根据个体生产
节奏实时调配物料运送方案，既做严标准，又提升产能……

目前，公司总部派驻的技术骨干正紧锣密鼓布设新
生产车间，对智能吊挂等系统做深度运行调试，为下一步
智能生产、智能品控、智慧人员管理奠定坚实基础，助力
荣昌推动传统纺织制造业蝶变“智造业”。

致力“数智”转型
传统制造业蝶变“智造业”

连日来，安富街道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全面清理卫生死角，打造干净、整洁、
优美的居住环境。

期间，该街道党员、干部、人大代表等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动员各村（社区）群众主动
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对辖区主要街道、背街小巷以及房前屋后、乡村道路等区
域进行整治，尤其对垃圾积存、乱搭乱建、乱堆乱放、杂草丛生等突出问题进行“大清洁、
大清除、大整治”，持续扮美扮靓宜居家园，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丹 通讯员 杨 健 摄

干群齐动员 环境换新颜

“布”履不停“足”梦前行
——荣昌奋力建设“川渝体育鞋服产业基地”工作记略

▲拾尚工园自动绗缝车间

▲荣伟鞋业自动裁剪车间

为做好荣昌区客家文化项
目资源收集，助力客家文化项目
建设，区档案馆决定广泛开展客
家文化资源的征集。现就有关
征集事项启示如下：

一、征集范围
客家族谱、家书、家风家训、

书法、书籍、照片等资料记载；客
家语言、歌谣、民俗、美食、传承技
艺等；彰显客家历史文化的文物、
服饰、家具、生活器物等物品。

二、征集要求
（一）照片、书籍以提供原件

为主。
（二）物品类提供原件。
（三）语言、技艺类以口述视

频为主。
三、征集方式
（一）收购。对于个人所有

的、具有重要展示价值的照片、
实物，持有人有意出售的，区档

案馆进行有偿收购。
（二）捐赠。对于个人所有

的、具有重要展示价值的照片、
实物，持有人愿意捐赠的，区档
案馆向捐赠人制发《捐赠证书》。

（三）现场采集。对于语
言、技艺类口述和视频，采取现
场录制。

（四）仿真复制。对具有重
要展示和收藏价值的书籍、书法
等持有人不愿出售和捐赠的，可
进行仿真复制。

四、征集价格
对于收购的物品价格面议，

对于现场录制的对被采集人给
予适当补助。

五、征集时间
2023年3月—2023年8月。
六、联系方式
重庆市荣昌区档案馆，联系

电话：02346230423。

重庆市荣昌区档案馆
关于征集客家文化资源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