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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天高云淡，和风习习，我们市委办
公厅退休第三支部的同志们，驱车来到距重庆
主城90公里的荣昌，就该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
建工作情况进行学习调研。

当天，我们先后走访调研了重庆唯美陶瓷
有限公司、安陶小镇、重庆电子电路产业园等
地，详细了解荣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发展具
有荣昌地方特色经济的“四张名片”的情况。荣
昌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状况，给我们留下了深
刻印象，归纳起来，具有以下特点。

发挥“桥头堡”优势，促进制造业强劲发
展。荣昌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
机遇，全力推进渝西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发
挥荣昌作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的区位优势，
坚定不移地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目标任
务明确，发展思路清晰，产业布局合理，招商政
策完善，营商环境优越，地理特征为“一山一水
八分田”，用地条件好，吸引了市内外大量商家
来荣投资兴业。

开局即争先、起跑就冲刺，荣昌在“早”字上
彰显“兵贵神速”。1月8日，利用新年开班的第
一个周末，荣昌四大班子围绕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齐赴四川省成都市考察，打响了
招商开局“第一枪”。近年来，荣昌每年落地工
业项目达100个以上，工业投资增长保持年均
12%以上，形成了制造业蓬勃发展的态势，去年
工业总产值稳居全市前十。

立足本地传统特色，做大做靓民营经济。荣
昌着力营造“123456”营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形
成“78899”格局。民营经济是荣昌发展的靓丽名
片，也是荣昌经济的最大优势。在荣昌民营经济
中，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四张名片”——“一头
猪”（荣昌猪）、“一片陶”（荣昌陶）、“一匹布”（荣昌
夏布）、“一把扇”（荣昌折扇）”的发展尤为突出。“四张名片”美名远扬，影
响深远，其产品早已销往国内外。据天运麻艺夏布会馆的员工说，他们
的产品很大一部分是销往日、韩等国，在那里很受欢迎。

创造生态美丽宜居，提高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荣昌有万灵古
镇、安陶小镇、清江水乡等特色古镇，拥有濑溪河国家湿地公园、全国

“最美家乡河”荣峰河。荣昌区委、区政府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指导，认真构建绿色生态系统，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国家
卫生区”“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区”和“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区”，相继建成
濑溪河体育文化公园、玉带河生态文化公园等44个城市公园，市民
的居住环境大为改观。

狠抓领导班子建设，营造政通人和、唯实争先的浓厚氛围。促进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在人，在地区的领导班子。荣昌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领导班子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
律建设，始终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努力建设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
的干部队伍。目前，区领导班子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正以
担当作为率先的精神状态，高效务实创新的工作作风，认真对标党中
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号工
程”，牢牢把握渝西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定位，锚定“两高三
新”的发展目标，打造“五个方面桥头堡”，突出“六大抓手”，推动“六
个着力点”，勇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排头兵，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荣昌。

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退休第三支部 供稿

携
手
促
进
政
通
人
和

推
动
﹃
一
号
工
程
﹄
建
设

—
—

中
共
重
庆
市
委
办
公
厅
退
休
第
三
支
部
赴
荣
昌
学
习
调
研
活
动
纪
实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 通讯员 焦 敬）日
前，区人民医院口腔科在首届中国牙病防治技能发展大会暨
2023健康口腔大世界会上获得了“健康口腔推广基地”称号。

据悉，2019年以来，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在全国范围招募
“健康口腔推广大使”和“健康口腔推广基地”。区人民医院口
腔科积极提升基层口腔疾病防治人才建设，推进口腔健康科普

宣传工作，成效显著，得到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的充分认可，进
而被授予“健康口腔推广基地”称号。

“获评‘健康口腔推广基地’既是荣誉也是责任。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做好口腔知识科普宣教，扎实推进儿童口腔疾病综
合干预项目常态化、高质量开展，惠及区内更多适龄儿童，为全
区人民口腔健康做好服务。”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喜讯！区人民医院成国家级“健康口腔推广基地”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吕 华）6月10日是“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我区在安富街道举办荣昌陶开窑活动，让市民近
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荣昌陶的烧制技艺与魅力，推
动荣昌陶的传承与发展。

随着一声“开窑喽”，窑工们手持铁钩，将窑门打开。茶
壶、酒杯等一件件精美的荣昌陶陆续展现在大家面前。这
些陶器已经过七天不间断的木柴烧制产生了“窑变”，有的
呈现豆绿色、有的通体泛红、有的充满金属光泽，让现场市

民震撼于烈火与落灰的鬼斧神工。
荣昌陶兴起于汉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与江苏宜

兴紫砂陶、广西钦州陶、云南建水陶并称为“中国四大名
陶”。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荣昌陶，开窑现场还进行了网上直
播，向各地网友展示荣昌陶的风采和历史。

据了解，举办此次荣昌陶开窑活动，旨在让更多人认识
和了解荣昌陶这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更好地推
动非遗保护和传承发展。

看过来！荣昌陶开窑啦

6月12日，区社区学院邀请永荣总医院心理健康专家前
往康诺海棠之家颐养中心，开展大众心理健康讲座，为该院
40余名老年学员授课。

课上，专家围绕老年心理健康的标准、不良情绪的危
害及疏导、老年朋友退休后的适应与安排等方面内容进

行讲解。随后，重庆市百姓学习之星邓明华为大家带来
了“孙思邈养生十三法”，带动老年学员养成积极锻炼的
好习惯。据悉，区社区学院今年还将在 6 家敬老院开展该
活动，推动“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慧 通讯员 黄晓梅 摄

大众心理健康讲座走进养老院

6月9日，记者来到拓新上河城廖正伦
老先生家中采访。一踏进客厅，映入眼帘
的是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两面书墙，书
架上整齐摆放着古今中外不同领域的各种
书籍。

此时，廖正伦正手拿棉布，轻轻地擦拭
几本作品集上的灰尘，眼神略显严肃，好似
勾起了他的某些回忆。

廖正伦爱好读书，更爱好收藏，在这众
多书籍中，就有陈子庄的绘画、书法作品。

“有几件陈老师的作品我已无偿借了出去，
将在荣昌历史文化展览馆（荣昌博物馆）展
出。希望能有更多人知道，咱们荣昌有陈
子庄这样著名的国画大师。”

提起这些藏品的由来，廖正伦不禁打
开了话匣子。

陈子庄生于 1913 年，1976 年因病逝
世，是著名的国画大师、书法家。廖正伦比
陈子庄小32岁，家离陈子庄家不远，但陈子
庄后来外出，少有回荣昌。上世纪六十年
代，廖正伦到成都办事，顺便到陈子庄的家
中拜访，并拜其为师，学习绘画和书法。

“他家里有许多画作，全部叠起来一摞
一摞地码放整齐，少说也有两三千幅。”廖
正伦表示，当时陈子庄的画作已十分杰出，

也常有友人向他要画作留作纪念。
70年代初，廖正伦再次到成都拜访陈

子庄，随后主动开口向师父要一幅作品。
陈子庄大手一挥，“这些画你随便挑，看上
哪幅拿去就是。”廖正伦从众多作品中选取
了一幅山水画，并带回家珍藏。如今，这幅
真迹依然保存完好，并被借去参展。

“师父后期作品的题材以山水最多，花
鸟略少。他的画作多为大写意的绘画风
格，一下就能让人联想起他不拘一格、率真
痛快的一生。”廖正伦说。

此次，廖正伦还向展览馆借出了一本
陈子庄作品集，是上世纪末从新华书店购
入并收藏的。“这本作品集里，有许多山水
画都很像荣昌的某个地方，而且在他为数
不多的花鸟画中，就有好几幅作品是荣昌
的海棠花。”廖正伦告诉记者，以前去成都
拜访陈子庄时，曾问过师父什么时候回荣
昌，陈子庄回答，总有一天肯定要回家的。

“从这些作品可以知道，虽身在外地，
但他始终心系家乡。如今，他已不在人世，
但他笔下的这些绘画、书法作品，却留在世
人心中，丰富着荣昌的历史文化和人民的
精神文化。”廖正伦感慨道。

除了陈子庄的作品，廖正伦还借出了

一本马仁良的印存。
“马仁良是非常优秀的书法篆刻家，不

仅精于篆书、楷书，对隶书、草书也很擅长，
在当时很有名气。”因十分景仰马仁良，爱
好书法的廖正伦也曾拜其为师。

廖正伦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马仁良
从外地回到荣昌后，以篆刻为生。“他经常
在一个小茶馆喝茶，茶馆里还挂着一块牌
子，上面写着‘马仁良篆刻’。”

在当时，荣昌的篆刻师有好几十个，但
大多篆刻的字体为楷书。而马仁良因精通
各种书法，其篆刻的印章风格十分多变，找
他篆刻印章的人很多，有时一天就会接到
好几个“订单”。每刻完一个新的印章，马
仁良都会把印章印在纸上，留存下来。后
来，马仁良将几本印存送给廖正伦，廖正伦
珍藏至今。

翻开印存，泛黄的纸张上，各种红色的
印章依旧清晰、醒目，往日景象似乎浮现眼
前：在这繁荣昌盛的地方，人声鼎沸，甚是
热闹，书画大师、篆刻家等文人墨客，穿梭
在老街屋檐下，用手中的笔、刻刀，留下自
己的喜怒哀乐，给予这座城市浓厚的文化
底蕴。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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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荣昌千年荣昌··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周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