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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荣昌历史建筑

盛夏时节，走进广顺街道荣电路216
号永荣发电厂家属区，道路两旁林木郁
郁葱葱，8栋青砖砌成的老式住宅临厂而
建，古朴而宁静。

永荣发电厂家属区建筑为四层砖木
结构，青砖清水墙面，木框玻璃窗，采用
外廊式的布局，是典型的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建筑。今年，永荣发电厂家属区入
选重庆市第七批历史建筑。

家属区6幢前，79岁的退休职工张
光玉和邻居们正围坐一起，大家摇着蒲
扇、吃着水果，你一言我一语聊着天，一
片和谐。

“你们还记得刚搬来这里时的场景
吗？”

“怎么会不记得呀，我都在这里住了
40年了，这里的一砖一瓦我都清楚。”

“虽然家属区的房子已经老旧，但
我依然喜欢住在这里，我在这里工作，
孩子在这里长大、成人，我熟悉这里的
一切。”张光玉和邻居们回忆道，1983
年，作为工厂分给职工的福利房——永
荣发电厂家属区建好后，她和家人搬了
进来。

“与现在家家户户关门闭户的单元
楼相比，家属区是开放和热闹的。家属
区里的人们，与其说是邻居，不如说是亲
人。”张光玉感慨道，在家属区路上走着
碰到的都是熟人，这里夜不闭户、路不拾
遗，大家不分你我，谁家有什么好吃的，
都愿意拿出来分享，邻里和睦。

“是啊，大家工作时是同事，生活中
是邻居。谁家的情况，大家基本都知
晓。谁家需要帮忙，大家都出力。”此时，
74岁的郑学芳接过话来。郑学芳以前是
厂里的一线工人、技术骨干，让她印象最
深的就是每当下班时，工人们像潮水般
从各个车间涌出，家属区顿时人声鼎沸，
去食堂端饭的、买菜回家做饭的、学校门
口接孩子的，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扑面
而来……

“在那个物质还比较匮乏的年代，
虽然职工家属们的生活不算富裕，但家
属区的生活无疑是温馨和幸福的。”郑
学芳接着说，下班后是院子里最热闹的
时间，工人们换上便服，有的聚集在院

坝里读书，有的组成乐队表演节目，孩
子们则在院子里捉迷藏、打弹弓、过家
家……直到夜幕深沉，欢声笑语才慢慢
停歇。

“是啊，忙碌了一天，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在院子里聚聚。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厂里有两台电视机，那个年代电视机
还是件稀罕物，到了晚上，大家就把电视
机搬到院子里一起看。”86岁的退休职工
王子清也回忆起来，每晚电视机前都聚
集着好几十人，有的喜欢看《上海滩》、有
的喜欢看《霍元甲》、还有的喜欢看《射雕
英雄传》，每当看完，大家都还意犹未尽，
聚在一起讨论剧情，模仿荧幕中人物的
对话，哼唱剧中的曲调……

回首过往，清晰如昨。家属区不仅
承载着老一辈的美好回忆，在年轻一辈
的心中也是真实和热烈的。今年53岁的

王信树也曾是发电厂的一名职工，1985
年，王信树进入工厂工作，从工人、班长
到技师，再到工种负责人和安全科负责
人，和老一辈的职工一样，王信树也见证
了家属区的发展和变迁。

王信树记得，家属区曾配套有食堂、
医务室、图书馆、幼儿园、洗澡堂、商店
等，一应俱全，还有保卫科的巡逻队负责
整个家属区的安全，基本满足职工家庭
的生活需求，这里就是电厂人自己的小
世界。

王信树说，家属区还有家委会，相当
于一个小型居委会，家属区日常的卫生
管理、邻里活动、节日聚会，大家都积极
参与，这一传统一直保持至今。

一家来了客人，左邻右舍必热情相
待；一家有了喜事，大家同喜同乐；一家
遇到困难，大家出手相助。“家属区充满

醇厚的人情味，在你来我往中，传递着幸
福，简单纯粹！”王信树说。

岁月如梭，如今，家属院里能走的都
走了，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孩子，还有
历史的陈迹。从家属区道路两旁茂盛高
大的树林中走过，似乎能穿过时间的长
河，触摸那些遥远岁月的温馨往事。

以前，有多少人怀揣着青春梦想，从
这里开始，现在，又有多少人怀揣着青春
梦想，从这里离开。但不管人走人留，永
荣发电厂家属区注定和那个时代，一起
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在生命里挥之不
去。

融媒体中心记者 廖国颖

永荣发电厂家属区里的时代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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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随着高温模式的开启，
荣昌各游泳池相继开放，游泳成为不少市民消暑纳凉的选择。
近日，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全区10余家游泳场所
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为清凉把好卫生关。

检查中，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游泳场所安全开放标准，重
点对各游泳场所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有效健
康合格证明、卫生管理档案、证照公示、循环净化消毒设施

等进行检查，并采用专业仪器，对泳池、浸脚池等进行快速
初步检测。对检查不合格的场所，执法人员当即下达责令
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相关单位彻底整改到位，全面消除安
全隐患。

下一步，该支队将继续加大对游泳场所监管力度，不定期
开展“回头看”，监督指导游泳场所规范经营，为群众提供安全
卫生的游泳环境。

我区10余家游泳池接受“体检”

滴水岩村是个老地名，现已
更名为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
通俗地名“三矿井”，位于千年陶
都安富一侧。

原永荣矿务局已关闭近四
十年的“三矿井”曾经建在这
里。民国时期，这个矿井开始采
矿，新中国成立后为国家作出过
重要贡献。随着资源枯竭，矿井
关闭。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曾经无
数次到过滴水岩村，印象中还清
晰记得其破败不堪。除部分工业
建筑断垣残壁孤零零耸立着，似
乎在向人们述说往昔的故事外，
居民住房大多是低矮的土墙房
屋，出行不便，生活条件差。

矿井于20世纪80年代关闭
后，职工均调往了新区，在这里居
住的大多是老人、家属，尽管上级
在这里设立了留守管理机构，但
由于当时道路交通条件差，显得
过于偏远，经年累月，渐次成为被
人们遗忘的角落。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在党中央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春风吹拂下，滴水岩村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朋友邀约下，今年初夏阳
光和煦的一天，我又一次来到滴
水岩村。这一次，映入眼帘的是
充满生机的文创园和瓜果飘香的
田园乡村。

沿着宽阔的陶都大道，我们
找寻着当年的工业广场，倏忽间，

“荣昌美术馆”五个大字映入眼
帘。抬望眼去，三个起伏且相连
的圆拱形建筑，既似矿洞又与烧
制陶器的陶窑几分神似，把“前山
矿子后山炭，中间窑烧陶罐罐”的
民谣诠释得淋漓尽致。

从美术馆出来，我们来到
西侧的“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
作站”。这是一座仿巴渝民居

风格的院落，布置得十分典雅，
很有书香气息。队员们正在开
展社会实践活动，40多名中学
生向清华学子踊跃提问，现场
互动气氛十分热烈。据介绍，

“工作站”还围绕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基层治理、文创开
发等主题，开展系列服务工作，
为乡村振兴献计献策。

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么一批人
为理想和事业，默默无闻地坚守
和奉献。他们用勤奋塑造人生，
也改变着这片热土的面貌。在滴
水岩村西北方向山腰处，有一座
土砖修筑的院落，据说是当年生
产队的“知青点”，现在是“西山雨
陶坊”，一对青年男女遇见“泥”，
从此与陶土为伴。

陶坊的主人叫管永双，每
天，他与妻子一道潜心研究，不
断尝试，提高制陶技艺，选泥、晒
泥、揉泥、制坯、晾坯、打磨、刻
花、上釉、烧窑，每道工序都精益
求精，匠心打造，几年间进行了
诸多艺术创新，赋予了每一件作
品活的灵魂。如今，管永双独立
设计搭建的“春燊窑”据说成为
荣昌陶最大的柴烧窑，一件一件
精美的陶艺作品见证着他的奋
斗历程。

当我们乘坐的车辆沿回程徐
徐启动时，回望滴水岩村，她正披
着万道霞光，用她丰腴刚健的身
姿，展示着美丽乡村的自信。

在回城区的路上，我们路过
广顺街道，顺道探访了棚户区改
造搬迁来的滴水岩村原住户。这
个集中安置点，房屋宽敞明亮，配
套设施齐全，居民们脸上的笑容
是他们最真实的评价。

时移世易，奔涌不息。滴水
岩村由荣到衰，渐次沉寂，几经辗
转，在时代的大潮中，今日焕发生
机，呈现日新月异的面貌，真让人
感叹良多……

滴水岩村的嬗变
●轩烨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佳佳）近日，2022年度重庆
市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出炉。由市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安
杰利（重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博菲德科技有限公司、河
南瑞昂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四川铁骑力士实业有限公司单位联
合申报的《生物饲料创制与高效利用关键技术》项目获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生物饲料创制与高效利用关键技术》项目是针对我国饲
料停抗后畜禽腹泻率升高、生产性能下降和饲料资源短缺、非
粮资源利用率低等限制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率先突

破腺苷七肽高效制备技术，创制出国内外首个猪用免疫调节肽
饲料添加剂新产品，为肽类饲用替抗产品研制开辟了新路径。
项目成功研制新技术19套，开发新产品18个，在重庆、四川等
地的饲料和养殖企业应用推广。

接下来，市畜科院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四个面
向”，勇担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使命，不断推进原始创
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全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
果转化和产业化，为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畜科院一科研成果获市科学技术奖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 实习生 向星睿）
8月3日，区科协传来消息，2022年重庆市青少年创意编程与
智能设计大赛获奖名单“出炉”，荣昌学子斩获29个奖项。

据了解，本次大赛分为创意编程和智能设计2个大赛项，
由市科协、市教委、市大数据发展局共同主办，旨在面向广大
青少年普及编程知识、推广智能设计技能，进一步推动我市
科普教育信息化工作，提高青少年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和应用
能力。

经过激烈角逐，尔雅小学唐雨桐、陈皓轩、钟依诺获
Scratch小学I组三等奖；尔雅小学段绪涵获Scratch小学Ⅱ组

二等奖；荣昌初级中学邓有忆、邱满坤、宋吉琳获Scratch初中
组一等奖；吴家镇初级中学李小强、荣昌初级中学李金华等获
Scratch初中组二等奖；荣昌初级中学胡瑾昊、周金辉等获
Scratch初中组三等奖；荣昌初级中学古梓靖获Python初中
组一等奖；荣昌初级中学冯彬涵、陈鑫获Arduino初中组二等
奖。

区科协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联合区教委、区科
技局等部门，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工作方法，深化青少年科技创
新教育，进一步提升全区青少年、科技教师的科技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

市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获奖名单“出炉”

荣 昌 学 子 斩 获 29 个 奖 项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慧 通讯员 陈 莲）
近日，区图书馆开展“2023年西南地区少年儿童电子绘本创作
征集活动”线下培训，吸引50余名少年儿童参加。

本次活动以“我与家乡共成长”为主题，鼓励少年儿童描绘家
乡风貌变化，激发立志建设家乡的使命感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
的情怀。培训邀请专业美术老师为大家讲述电子绘本创作技巧，

重点培训讲解绘本基础知识、绘本故事结构、绘图架构等内容，并
就孩子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一解答。为了更好的指导孩子们进
行绘本创作，活动还建立了电子绘本指导群，方便后续答疑解惑。

接下来，该馆将继续开展线下培训，帮助指导孩子们创作
出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绘本作品，代表荣昌参加“西南地区少
年儿童电子绘本创作征集活动”。

50余名少年儿童参加电子绘本创作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