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
杰 通讯员 廖怡云）近日，仁义镇和四
川旅游学院旅游文化产业学院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动高校实践育人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加快该镇农文旅融
合发展。

根据协议，四川旅游学院旅游文化
产业学院将围绕仁义镇的农业、文化、旅

游、产业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
需求，结合专业特色、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优势，在历史文
脉、民俗文化挖掘整理，以及农文旅发

展、景区升级、镇级规划等方面与仁义镇
展开合作。同时仁义镇将依托自身资
源，为该校提供产学研合作教育、社会实
践活动平台等，构建大学生实践能力培
育共同体。

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
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该校的合
作，加强对接，深入挖掘双方发展潜
力，形成共建共享、互利互惠的合作格
局。

仁义镇和四川旅游学院签订合作协议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
慧 通讯员 邓正碧）近日，“艺起乡
约”文化助力乡村振兴——荣昌区文
艺培训志愿服务活动示范点教学成果
展演在清江镇举行。志愿服务历经半

年，为乡村文化建设交上了一份精彩
答卷。

成果展演中，各示范点学员尽展风
采。演出在少儿合唱班的《我们都是追
梦人》中拉开帷幕。随后，活力四射的少

儿舞蹈、饱含深情的少儿朗诵等节目纷
纷登台，还有金钱板培训班带来《逛荣
昌》《小画迷》节目，节奏明快，引得台下
观众掌声不断。

据悉，“艺起乡约”——文化助力乡

村振兴服务项目是市文化旅游委支持
乡村振兴建设的重点服务项目。我区
根据实际情况，选定清江镇塔水村、双
河街道高丰村作为示范点，今年累计开
展书法、舞蹈、非遗金钱板等文化艺术
培训57场。

区文化旅游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荣昌将继续深入推进文艺培训志
愿服务活动，让更多优质文化资源在乡
村大地生根发芽，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再
上新台阶。

荣昌57场文艺培训为乡村振兴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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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
杰）近日，区供销合作社赴铜梁区供销
合作社考察，学习借鉴铜梁区供销社
在社有企业发展、区域性为农服务中
心建设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和经验。

活动中，考察组一行先后来到铜
梁区为农服务中心、太平镇区域性为
农服务中心、白羊咸菜厂、杰民商贸
中心等地，详细了解铜梁区供销合作
社在搭建服务平台、吸纳服务人才、
创新服务模式等推进农业社会化服
务方面的先进举措和成效，并就如何

促进社有企业改革发展、加快推进区
域性为农服务中心建设等进行交流
探讨。

区供销合作社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此次考察，学习了铜梁区供销合
作社的先进经验、典型做法，希望双方
今后加强沟通合作，携手并进、互利共
赢。下一步，区供销合作社将以推进

“三位一体”改革为抓手，结合自身实
际谋划推进具有荣昌特色的供销改革
发展之路，持续在为农服务中彰显供
销担当。

区供销合作社

学习取经“走出去” 经验方法“带回来”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蒋坤
红 通讯员 朱 芳）“感谢你们辛苦
付出，又一次用办事‘加速度’解决了
果园用电燃眉之急！”12月4日，国网
重庆永川供电公司荣昌供电中心吴家
供电所工作人员，迅速完成荣昌区代
宁果树种植场“新装用电”工作后，获
得果园负责人祝代宁的由衷感激。

荣昌区代宁果树种植场占地
5300余亩，主产纽荷尔脐橙、塔罗科
血橙、爱媛、沃柑、甘平及九月红等多
个品种，远销新疆、东北、新加坡等地，
年产值达2000万元，并帮助当地100
余人解决了就业问题。为迎接新一年
丰收，祝代宁12月2日向吴家供电所
提交新装用电申请，用于果园喷灌、水
肥一体化、冻库运行等用电设备供电。

收到申请当天，吴家供电所工作

人员就第一时间赶往果园进行现场查
勘，并根据果园实际用电需求和地形
条件，制定出详细的新装供电方案。
随后，电力“保姆”们迅速分组行动：利
用吊车绳索和滑轮系统等，让电杆稳
稳地“扎根”在预先挖好的基坑中，并
在电杆上安装绝缘子、紧固件等配套
设施，为线路的通电运行做好准备。
经48小时努力，新立电杆2基、新架线
路0.2公里，顺利接入10千伏观清线
配变，同时为果园安装上动力三相电
表，圆满完成种植户提出的用电需求。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与果园负
责人沟通联系，及时了解果园的用电
需求及未来发展规划，以便更好地提
供电力保障，助力乡村产业更加兴
旺。”国网重庆永川供电公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

荣昌供电中心

迅速响应上门服务 电力守护“金果子”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菁 通讯员 朱学美）12月 4日，直
升镇人大组织镇平安办、司法所、派出
所等部门联合开展“12.4”国家宪法日

“小威送法”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法

律宣传手册、宣传单、年画、环保袋及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等方式，向群众普
及宪法知识，宣传宪法精神。同时，还
组织志愿者深入商铺、农贸市场发放

法律宣传手册等，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此次活动，共发放民法典、道路交

通安全法、防诈骗等各类法律法规宣
传资料8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服务
20余人次。

直升镇人大

“小威送法”进乡村 法治宣传零距离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蒋坤
红 通讯员 冯 娟）近日，荣隆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联合该镇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市场监管所等，到辖区
电器类经营户、家电维修店、五金店、
宾馆等重点场所，开展“非法小锅盖”
联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竭力为辖区
群众营造积极健康、安全有序的收视
环境。

“非法小锅盖”是指非法卫星电
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是未经相关行
政管理部门许可，擅自生产、销售、安
装和使用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
设施。

联动排查整治中，检查人员边执

法边普法，重点检查经营场所是否存
在未经许可非法销售、安装和使用卫
星地面接收设施等违法行为，向经营
户普及销售“非法小锅盖”的危害，宣
传卫星电视设施管理相关政策，切实
提升各经营场所依法依规、安全文明
的经营意识。

“本次检查旨在有效遏制销售‘非
法小锅盖’行为，确保卫星电视节目传
播秩序合法有序，防范非法电视信号
传播，以维护国家信息安全、文化安全
和政治安全。”荣隆镇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该镇将继续加大执法力度和宣
传力度，全面清理整治销售“非法小锅
盖”违法行为。

荣隆镇

联动排查“小锅盖” 守护辖区“大文明”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
杰）近日，河包镇产业发展中心与重
庆喜迎有限责任公司、李远中养殖场
联合开展畜禽养殖有限空间作业应
急演练。

演练模拟清淘作业人员进入畜禽
养殖化粪池内，因操作不当、盲目施救
导致中毒昏迷。现场监护人员立即将

事故情况上报，启动应急预案开展现
场救援。作业组、监测组、救援组、救
护组立即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工作，着
重对现场处置、医疗急救、事故报告等
环节进行实战演练。参演人员联动响
应迅速、现场处置有力、救援科学有
效，达到了“锤炼应急队伍，检验应急
预案”的预期效果。

河包镇

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演练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丽
丹 通讯员 陈 聪）近日，铜鼓镇平
安法治办联合该镇派出所、司法所，在
铜鼓镇中心小学开展“小威送法守护
未来”普法进校园活动，为该校200余
名师生送上法治护航“大礼包”。

普法课上，派出所民警、司法所工
作人员结合身边典型案例，讲解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防范校园欺凌、防性侵
等法律知识。同时，还重点围绕盗窃、

抢劫、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和玩电子
游戏、上网成瘾等问题进行阐述，剖析
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和原因，教育引
导学生自觉抵制不良行为和不法陷阱
的侵害。

接下来，铜鼓镇将继续开展形
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不断增强
辖区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
识，营造事事讲法、人人用法的浓厚
法治氛围。

铜鼓镇

法治教育“大礼包” 护航师生助成长

吴家脆莲白大丰收
每日采收60吨
近日，吴家镇双流村的脆莲白基地迎来一

年中最繁忙的收获季，菜农们正加紧采收，一
旁的道路上，一辆辆满载着新鲜脆莲白的三轮
车正在大货车前排队“交货”。

今年双流村共种植脆莲白5000亩，总产量
1.5 万吨左右，总产值约 3600 万元。目前每天
能采收60余吨，主要销往重庆双福蔬菜批发市
场，采收期将持续至明年1月。

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新莲 通讯员 简
雯雯 摄

当白日的喧嚣渐渐消
散，夜幕降临，荣昌这座
城市里的万千灯火被
一盏盏点亮。位于
夏布小镇的杨国桥
凉 糕 店 里 ，一 对

“90后”夫妻在明
亮的灯光下忙碌
着。

这家约 20 平
方米的小店，窗明
几净，摆着数张桌
椅，传统凉糕制作方法
图文挂在醒目位置。小
店后的空间是设备齐全的
厨房：大型食品盒里装着一块块
待售的凉糕，旁边冰箱里，装着红糖、果
酱、龟苓膏、芋圆等小料，一碗碗口味纯
正浓厚的凉糕、冰粉、凉虾在这里出售
给各位食客。

“老板，来三碗凉糕，打包带走。”一
位中年大叔径直走进店内点单，俨然是

“轻车熟路”的老顾客。不一会，凉糕端
上来，定眼一看，那透明的盒中，乳白色
的凉糕打底，带着些柔亮的色泽，凉糕
上面均匀地淋上黏稠的红糖，有的凉糕
洒上了花生米、山楂、冬条、葡萄干，有
的碗里则加上了龟苓膏和芋圆，鼻尖翕
动之间，时不时有红糖熬煮后的香味窜
入。

“吃了这么多家凉糕，还是你们家
的味道最好。”大叔一边提上凉糕一边
点赞。“那是，我们一直坚持用传统工艺
做，食材上佳，绝对不用凉糕粉调制。”
老板娘肖万清自豪回答。

时间回到10余年前，一直在新疆
生活的肖万清回家乡荣昌到小姑婆家
做客，小姑婆拿出自制凉糕请她品尝。

“哇！真好吃，小姑婆的手艺太赞了。”
肖万清一吃便爱上了这个味道。

“好吃你就多吃点，以后做不动了，
下次可能就吃不到了。”小姑婆何祖芳
无奈地说，传统凉糕制作需双手搅拌，
费时费力，随着年纪增长，她已力不从
心，而家里年轻人又不愿意学，祖传的
凉糕制作技艺即将失传。

肖万清尝遍了大街小巷的凉糕，发
现很多都是用凉糕粉调制的，真正坚持
用传统工艺的很少。听见小姑婆不想
做了，她觉得很可惜，便萌发了学习制
作凉糕的想法。

说干就干，在家里长辈的帮助下，
肖万清和丈夫杨国桥开始学习制作技
艺。洗米、打浆、搅拌、盛凉……凉糕制
作步骤看似简单，但要做出柔润细腻原
滋原味的凉糕却大有讲究。

“例如制作米浆的贵朝米要浸泡十
个小时以上，使用的石灰水要静置后使
用，熬制凉糕时要不断搅拌直至米浆熟
透。”肖万清说，最初尝试制作凉糕时，
因没掌握好火候、泡米时间、石灰水水
量，导致凉糕口感不如人意。肖万清夫
妻俩便多次向小姑婆“取经”，不断总结
经验，还邀请亲朋好友品尝，给予意见
建议。

随着凉糕制作技艺的增长，夫妻俩

信心满满地在恒荣半岛开了一家凉糕
店，但因门面偏僻，生意没有预期的好，
两人只好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摆摊吸引
人气。食品行业，味道好是硬道理，凉
糕小摊随后生意火爆，夫妻俩便在夏布
小镇租下临街门店，杨国桥凉糕正式开
门营业，一跃成为荣昌小吃界的“新晋
网红”。

生意虽蒸蒸日上，但杨国桥凉糕却
不愿止步于此。为满足更多顾客的需
求，杨国桥凉糕在口味的多样化和制作
技艺上不断创新。如今，除了传统的红
糖口味，他们还推出菠萝、西瓜、猕猴
桃、哈密瓜等水果口味和麻辣口味凉糕
共20余种。创新的口感征服众多“好
吃嘴”，不少顾客向他们提出将凉糕打
包带去外地的需求。

这让肖万清夫妻犯了愁，一口完美
的凉糕，除了独到的制作技艺和优质食
材，还跟新鲜度关联，如何让这一美味

保存更久呢？
“我们最初用普通玻璃瓶装，但

因为漏气、不耐高温等原因导致失
败，后来我们反复实验，经过一年时
间的摸索，最终寻找到合适商家，购
买到特制玻璃瓶，并采用杀菌、真空
处理等方法成功做出能够保存近一
个月的凉糕罐头。”肖万清表示，凉糕
罐头推出后，得到不少外地游客的青
睐，新疆、上海、广州等地都有他们的
忠实“粉丝”。

夜渐渐深了，店里食客逐渐散去，
肖万清闲坐下来。其实近几年卖凉糕
的店铺和小摊增多了，竞争也更激烈，
店里的生意或多或少也受到影响，但是
肖万清说他们会继续坚持下去，始终坚
守“还原食物本味 伴你健康成长”的
初心，让更多人感受到荣昌凉糕的魅
力，品尝到儿时记忆的味道。

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新莲

杨国桥凉糕杨国桥凉糕——

一碗手工凉糕的一碗手工凉糕的““甜蜜传承甜蜜传承””

凉糕出锅

麻辣味凉糕麻辣味凉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