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8日，在双河街道白玉社区西瓜大
棚内，翠绿的西瓜掩映在藤蔓之中，煞是喜
人。瓜农正精挑细选采摘头茬西瓜。

今年该街道共种植西瓜 500 亩，一年可
收3茬瓜，采摘时间将持续至8月。

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杰 通讯员 李
雨菁 摄

水 果 成 熟 季

▲5月9日，在昌元街道螺罐山果树种植
专业合作社，一个个鲜红的桃子挂满枝头，不
少市民穿梭在桃林里，一边采摘一边品尝。

该合作社种植桃树 100 余亩，采摘价为
每斤10元，采摘时间可持续至6月底。

融媒体中心记者 廖国颖 摄

▼近日，在吴家镇高峰村种植户罗吉中的瓜棚里，碧绿滚圆的西瓜
在瓜秧丛中探着“脑袋”。采摘、套袋、装箱……罗吉中忙得不亦乐乎。

目前，罗吉中栽种的30亩玉脆西瓜已陆续成熟，每亩产量约5吨，采
摘时间将持续至9月。

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新莲 通讯员 简雯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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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夏布小镇的壹秋堂迎来一
批慕名而来的游客，作为重庆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荣昌夏布传承人的颜先英正坐在一
架古朴的木制织布机前，向游客表演她的
拿手绝技——麻布飞梭。只见她熟练地踩
着踏板，双手拿着梭子，在经纬线之间穿梭
织布。

“颜老师，我能试一下吗？”从湖南远道
而来的游客张玲跃跃欲试地坐在织布机
前，学着颜先英的样子开始织布。看似简
单的动作却让张玲的手脚始终不听使唤，

捣鼓了半天，机器也运作不起来。
“要用腰部力量拉住经线的一端，双脚

踩住织机下方的踏板，才能带动经线上下
牵引。”颜先英一边示范一边向游客讲解操
作织布机的技巧。

送走游客，壹秋堂又来了一群“娘子
军”，她们都是颜先英的学员。

“颜老师，今天我们学什么？”学员李大
姐刚进门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咱们今天学上浆。”颜先英说，夏布的
原材料是苎麻，在国际上被称为“中国

草”。此草耐腐、防潮、防虫……优点颇多，
但加工出来的麻线线头多、易折断，所以需
要上浆固定。

“在上浆的过程中一定要掌握好浆的
温度和湿度，要保证每一根麻线都被浆充
分包裹。”说完，颜先英开始给学员演示上
浆的步骤，嘴里还哼着：“幺妹要勤快，勤快
要绩麻，三天麻篮满，四天崩了架……编好
才能把浆刷，染好麻布做衣衫，幺妹穿起像
天仙……”

这首歌谣融入了夏布制作十几道工

序，是其祖父颜坤吉所教。
颜先英6岁时便和祖父学习织造夏

布，经过牵线、穿扣、上浆、织布、漂洗、晾
晒、整形、印染等十几道工序，每道工序环
环相扣，70多个工时的制作，土地孕育的苎
麻方能成为手中柔软的布料。

“织造夏布工序多、工时长，如今能沉
下心坚持学下去的人越来越少。”颜先英感
慨道，一名学员就是一颗传承的“种子”，对
于每一名来壹秋堂体验学习织造夏布的
学员，她都会认真教授，毫无保留。

为此，颜先英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夏
布传承人的身份，组织社区失业人员、就业
困难人员等妇女群体开展夏布织造技艺培
训。学成后，壹秋堂聘请部分学员作为社
区手工艺师，用“产品回购+合作计件”的方
式帮助大家就业增收。同时也为夏布的传
承，洒下希望的种子。

截至目前，颜先英已为荣昌300余名
妇女培训夏布制作技能，帮助她们人均月
增收2000余元。她还前往石柱县、城口县
等区县，为当地200余名村民传授夏布织
造技艺，人均年增收超两万元。

除了开展技艺培训，颜先英还不忘初
心，认真专研夏布织造工艺。如今的她不
仅能织出高难度的160扣特细夏布，还联合
其他夏布技师，将夏布织造技法与传统扎
染、吊染工艺相结合，让夏布面料呈现出独
特的布纹肌理和质感，扩大夏布面料的应
用范围，并开发出夏布围巾、夏布桌旗、夏
布画等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国潮夏布产品。

“发展至今，荣昌夏布已不单是一种布
料，它化作一个符号，一股助力乡村振兴的
澎湃力量，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自信与魅力，
正被越来越多人熟知、喜爱。”颜先英说，

“今后，我要不断提升织造技术和设计水
平，让夏布更具中国文化特色。我相信，未
来，这株‘中国草’将焕发别样生机。”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

一丝一缕织出别样“中国草”
——记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荣昌夏布传承人颜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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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 雪）区科技局近日组
织科技特派员前往古昌镇新民
村，开展无公害富硒大米试验
品种移栽工作。

今年3月，我区在新民村
试 种 品 香 优 秱 珍、宜 香 优
2115、晶两优534、兆优5455、
原香优玉晶5个品种的水稻，
对其进行试点富硒种植，每个
品种试种100平方米，目前正
值移栽期。

当天，科技特派员深入秧
田指导农户拔秧、挑秧、栽秧，
并按照试验标准设计，引导农
户对号入座，把秧苗插植到相
应的田块。半天时间，我区无

公害富硒大米试验品种顺利完
成秧苗移栽，在群山环绕下，成
片绿油油的秧苗呈现出一幅生
机勃勃的画卷。

下一步，科技特派员将严
格按照富硒水稻品种试验记
载标准，对每个品种进行全
程观察记载，做好移栽期、始
穗期、齐穗期、成熟期的调查
和数据记录，并根据测定数
据，和原有本地水稻进行对
比分析，选取抗病虫害能力
强、产量高、口感好的富硒水
稻品种在全区范围内进行推
广，进一步提高我区水稻品
质和产量，为农户增收致富
拓宽“稻路”。

我区无公害富硒大米
试验品种顺利移栽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
者 何文杰 通讯员 张举
成）时下正值高粱移栽时节，在
河包镇经堂村500亩高粱基地
内，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移
栽工作，一株株高粱新苗被移
入田内，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夏
耕农忙图。

该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高

粱预计8月成熟采收，届时将运
往贵州酒厂进行加工，不愁销
路。高粱采收完还将轮种榨菜，
让土地不闲置，扩大增收渠道。

去年以来，经堂村引进种
植大户，因地制宜调整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把发展高粱和榨
菜种植作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的有效途径，助力乡村振兴。

河包镇

500亩高粱移栽正当时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
者 何文杰 通讯员 刘世
勇）连日来，远觉镇千亩二荆条
辣椒陆续成熟，10余名务工农
户穿梭其中，忙着采摘、分捡、
打包，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首批成熟的二荆条比其
它辣椒品种上市时间早一个
月，目前每天可采摘500余斤，
每斤售价约7元，年产值可达
360万元。”该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二荆条辣椒采收时间可持
续至10月份。

去年以来，该镇立足自身
资源优势，积极引导村民调整
产业结构，将当地有上百年种

植习俗的辣椒产业，作为该镇
主导产业之一进行重点发展，
成功引进重庆椿林食品有限公
司，实行“公司+合作社+农户”
发展方式，采取统一选种、统一
育苗、统一种植、统一技术、统
一收购“五统一”措施，推动辣
椒产业发展。

下一步，该镇将不断完善
基地加工、冷链物流等功能，加
快推进辣椒“育种—种植—加
工—销售—品牌培育”一体化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把“小辣
椒”做成大产业，带动群众共同
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大动力。

远觉镇

千亩二荆条辣椒成熟上市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泽美）“轰隆隆，轰隆隆
……”近日，在铜鼓镇万福桥社
区200亩麦田里，金黄的麦田
翻滚着层层麦浪，伴随着机械
的轰鸣声，大型收割机正开足
马力往返穿梭于田垄间，不到
一小时，10余亩小麦便收割完
成，饱满的麦粒从收割机的储
粮仓里缓缓“吐”出。

“以往收小麦，5个工人一
天时间才能收一亩，如今机械

化收割，一天可收约100亩小
麦，大幅提高效率，不仅节省人
力，还降低了成本。”该社区小
麦种植户段洲长说，相比人工
收割，机械化收割每亩可节约
成本200元。

据了解，今年我区在河
包、铜鼓种植小麦500余亩，
眼下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割
期，两地正积极组织机械、人
力投入夏收工作，确保粮食颗
粒归仓。

铜鼓镇

“麦”向好收成 机收促归仓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 雪）“我种的枇杷结果
后容易开裂、干烂，是生病了
吗？”近日，清江镇统战干部在
走访该镇河中村农户时了解
到，今年受干旱天气影响，该村
枇杷出现皲裂等问题，严重影
响种植户收成。

得知农户遇到种植难题，
该镇统战干部随即联系区科技
特派员吕玉奎，通过发送枇杷
图片和视频的方式进行“线上
问诊”。不到5分钟，吕玉奎便
开出了“良方”。

“这是枇杷炭疽病和裂果
病，得赶紧治疗。”电话中，吕玉
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农户讲

解患病枇杷的治疗和管护方
法，解了农户燃眉之急。

这仅是清江镇统战干部今
年在大走访、大排查期间解决
农户实际困难的案例之一。截
至目前，该镇统战干部已走访
农户21次，宣传惠农政策28
次，收集问题建议6条，转办有
关部门1条，帮助农户解决问
题5条。

接下来，该镇统战干部将
进一步加强走访力度，收集梳
理农户反映的问题和困难，制
定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解决
方案，达到解决一个、示范一
片的良好效果，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

清江镇

主动上门问需求 特邀专家解难题

根据荣委编委【2022】33
号文件精神，撤销中央农业广
播电视学校重庆市荣昌区分校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5002267093130711），学校经
费预算、债权债务、设施设备等
整体并入重庆市荣昌区农业技

术推广站，请上述单位的债权
人按照有关规定向清算组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荣昌区农业技术推

广站
2023年5月9日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重庆市荣昌区分校注销公告

荣昌2023年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
培训会近日在荣昌中学玉屏校区召开。
培训围绕课程理念、培养目标、新旧课标
对比、主题教学设计、地理学科学业质量
和评价等方面，对如何进一步落实《义务
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22版）》作解读。

我区近日举行2023年高素质农民村
级动物防疫员猪阉割职业技能大赛，各镇
街40名选手参赛。比赛采取“以赛代训”
的方式，通过搭建“传帮带”平台，进一步
提高防疫员的防疫阉割技能，切实保障动
物健康和畜产品安全。

我区日前举办2023年基层应急处置
指挥能力提升培训，邀请业内专家从应急
工作职责、防汛抗旱工作、工贸行业安全
监管等方面进行授课，着力打造一支信得
过、靠得住的基层应急救援队伍，促进全

区应急管理事业稳步发展。

由市畜科院联合国家生猪技术创新
中心研发、重庆国猪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熟化的一款名为“国钛平安”的消毒剂，日
前通过华南农大、兰兽研、哈兽研、中科基
因等第三方机构证实，能有效杀灭口蹄
疫、蓝耳病、流感病毒等多种病毒，并在荣
昌开展的新材料消杀试验中取得较好的
实验效果。

区残联近日邀请骨科医疗人员为我
区 25名 0—18 岁残疾少年儿童，进行矫
治手术筛查，符合手术条件的少年儿童每
人将获得 2 万元肢体矫治手术费补助。
当天还有 63 名残疾儿童进行矫形器取
型，为下一步适配矫形器做准备。

区应急救援中队近日前往观胜镇和

铜鼓镇，开展应急救援技能培训，就如何
正确使用森林防灭火装备器材进行讲解，
现场示范消防泵、消防水带、油锯、背负式
森林灭火器等器材的操作步骤，提高两镇
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广顺街道近日在陈家河社区开展防
汛撤离实战演练，模拟受连续强降雨影
响，水位接近准备转移水位。该街道立即
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应急队伍快速通知群
众撤离，组织老弱病残人员安全转移，迅
速有序开展抢险工作，进一步提高该街道
防汛应急指挥能力。

连日来，仁义镇永灵村村民们正抢抓
农时进行田间插秧。今年该村大力推广
水稻“旱育秧”技术，发展“旱育秧”300多
亩。与传统育秧相比，旱育秧育出的水稻
秧苗根系发达，秧苗粗壮，抗病害能力强，

具有高产、高效、省水、省力等优点。

古昌镇近日在玉带村杨家湾、新民村
渣口岩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应急演练。
演练分为应急响应、应急避险、人员安置、
应急处置等，各环节衔接紧密，人员撤离
井然有序，演练取得圆满成功。

连日来，在直升镇黄泥村荣智（重庆）
土地流转服务专业合作社的高粱基地里，
当地农技人员一边示范一边为村民讲解
移栽技术。预计本周之内，该基地50亩
高粱将全部移栽完成。

融媒体中心记者 廖国颖 张泽
美 段通宇 向虹霖 张 雪 何文
杰 谭兴旺 张泽美 吕 华 通讯
员 吴 帆 甄 俊 杰 李 鹏 李 海
韵 王 耀

快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