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个体”迸发“大能量”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蒋坤
红 通讯员 赖小龙）“采茶期临时用电
设备多，安全、规范用电尤为重要……”
眼下正值春茶生产关键期，连日来，双河
供电所工作人员走进龙山茶厂，开展“大
走访、大服务”专项行动。

行动中，工作人员逐一对灌溉系统、

炒茶工坊等用电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针
对茶企发展规划定制用电、管电方案，并
以“隐患排查+知识普及”的双轨服务方
式，为茶企及周边200余户茶农开展安全
宣讲，阐明设备接地、临时线敷设等要点，
从源头保障茶企安全有序运行，助力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

双河供电所

开展拉网式排查 护航春茶生产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蒋坤
红 通讯员 张 婷）“在各类活动的
加持下，我们已陆续接到多笔购买订
单、采摘预定电话，看来又将迎来一波
周末销售小高峰！”近日，重庆市珑景
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对清
流镇携手四川平坦镇开展农文旅产业
增效活动，助力两地村民拓宽致富路
连连称赞。

1月18日，清流镇首次携手平坦
镇举办多彩消费节活动，七大主题的

“线下集市+线上直播”消费“组合
拳”，不仅为川渝广大消费者带来了一
场集“吃、喝、玩、乐、游、购”于一体的
消费体验，更推动两地“土货”品牌火
起来、农户腰包鼓起来。活动之后，两
地趁热打铁继续筹划，结合2—4月平

坦镇2000亩沃柑、清流6000亩血橙
集中成熟上市时机，再次推出农文旅

“品宣”活动。
“目前，平坦沃柑、清流血橙已同

步进驻荣昌、东兴两地区级食堂，涵盖
平坦、清流的观光、采摘、休闲旅游路
线图也在广泛宣传。从两地经营主体
反馈情况来看，宣传推介成效初显。”
清流镇负责人介绍，活动开展以来，清
流镇域内的10家大型柑橘园、迎合中
青年打造的特色民宿橘颂·清流畔、清
流河畔的3公里观光大道尤受市民关
注与青睐。

接下来，该镇将加快推进民宿花园
式餐厅打造、观光大道基础设施完善，
竭力为游客提供更好的休闲观光体验，
以农文旅融合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清流与平坦

打出合作“组合拳” 共筑产业致富路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丽
丹 通讯员 吴 玲）近日，清升镇与
四川石桥镇以推动“古岚道”景区“农
林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为主题，联合开
展专题调研，携手探索区域协同发展
新路径。

当天，联合调研组来到重庆鸿澳
生态渔业有限公司和刘家议事小院，
分别了解澳洲蓝龙虾、鳜鱼等特色水
产养殖及产业链延伸情况，以及“党建
引领+议事协商”激活基层治理效能
的创新实践。双方就如何推动“古岚
道”景区“农林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展
开交流，并围绕健全机制、培育载体、
完善设施、产业带动、共同营销、政策

支持六个方面进行协商。
双方约定，将联合申报“万亩果

蔬”“万亩稻渔”等项目，协同优化“古
岚道”景区道路网络，升级水利设施，
开通观光车线路，联合策划“古岚道”
山径赛、“禅茶文化节”等活动，进一步
深化区域协作。

清升镇与石桥镇同处“古岚道”景
区核心区域，资源互补性强。接下来，
双方将以“一年有起色、三年见成效、
五年大跨越”为目标，合力创建4A级
景区，努力将“古岚道”景区建设成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林文体旅商”
融合发展的示范高地，共同谱写乡村
振兴与文旅兴城的崭新篇章。

清升与石桥

携手探索“农林文体旅商”融合发展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
慧 通讯员 刘 青）日前，区职教中心
在远觉镇辣椒种植基地举办高素质农民
培育“辣椒苗移栽”技能比赛，该镇50余
名辣椒种植户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技
能较量。

起苗、运苗、栽苗、覆土……随着裁
判员一声令下，参赛选手们动作娴熟，你
追我赶，既比拼速度，又注重质量，展现
出了扎实的技能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

验。
“这次比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示技

能、交流学习的平台，可以帮助大家提升
辣椒种植技术。”种植户包厚荣说。

区职教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的方式，进一步提升
了农户的技能水平。接下来，将继续开
展形式多样的技能培训和比赛，为培育
更多高素质农民、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

区职教中心

组织50余名辣椒种植户赛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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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盘龙镇老街飘着麻花的
焦香，56岁的秦武托着刚出炉的麻
花，阳光穿过他灰白的两鬓，在刚毅
的面庞投下深浅不一的沟壑。老顾
客唐小五接过麻花，笑着说道：“秦
师傅做的麻花还是原来的味道，我
就爱吃这口。”

“选料、发面、烫酥、炸制……每
个环节都马虎不得。”1983年，14岁
的秦武在灶间看着父亲秦中华坚毅
的眼神和布满老茧的手掌，第一次
懂得“传承”二字的分量。那年，秦
武跟随父亲踏上了麻花制作之路，
开启了漫长的美食传承之旅。

回忆起自家麻花生产的鼎盛时
期，秦武眼中满是自豪。那时，家中
每天 6口锅同时炸制，日产量超 1
吨。除了供应本地市场，还有商贩
通过水运将麻花送往长江、嘉陵江
沿岸码头销售，让这份“麻花香”沿
着水路，飘向更远的地方。

历经多年的摸索与创新，秦武
不仅保留了麻花传统工艺的精髓和
品质，还融入了当代人喜欢的风味，
赢得了更多市民游客的喜爱与认
可。2022年，“秦老武麻花”被列入
荣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操作间里，秦武的手掌在面粉
堆里划出弧线。他将定量的面粉、
麻油和纯净水倒入容器，均匀搅拌，
反复揉搓，直至麻油与面粉充分融
合，水皮便大功告成。

接下来是油酥。秦武说，油酥是
制作麻花酥脆可口的关键程序，需用
特定比例的面粉和芝麻油搅拌揉搓
而成。难得的是，秦武会将买回来的
芝麻反复舂碾脱壳，再用石磨慢慢压
榨研磨，他常说：“机器榨的油香得直
白，石磨出来的香是绕梁的。”

随着市场的变化，秦家麻花的
销量逐渐减少。面对挑战，秦武没
有固步自封，而是积极求变，不断研
发各类面点食品。如今，店里除了
麻花，还有蛋糕、面包、花生酥等多

达40余种的产品，满足顾客的多元
化需求。

变的是花样，不变的是良心。
开店之初，秦武就立下“规矩”：做放
心产品，让大家吃得安心。他常说：

“每一款新产品出炉，我自己都要反
复试吃，满意了才拿到市场上卖。”
这份对品质的执着与坚守，贯穿了
他的经营之路。

在严格把控产品质量的同时，
秦武也十分关爱员工。在店里工作
20余年的员工郑天华说：“秦老板

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社保，每天免
费提供两餐，过年过节还发奖金，特
别暖心。”

事业步入正轨，秦武又积极投
身公益事业。他长期参与慰问五保
老人、帮扶困难残疾人和受灾群众
等活动，多次捐款捐物，用实际行动
传递温暖与爱。

谈及未来，秦武目光坚定，“我
会一直保持这份初心与责任心，把
更多美味的面点送到食客手中。”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泽美

盘龙镇秦武蛋糕店负责人秦武

在麻花的酥脆声中守艺守心

▲刚出炉的麻花
◀秦武（右一）向顾客

推介自家麻花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丽
丹 通讯员 丁 悦）近日，共青团
中央下发《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
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
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安富街道
通安村团支部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

支部”称号，这是共青团中央授予全
国基层团组织的最高荣誉。

安富街道通安村是全国民主法
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
国文明村，下辖团支部共有团员49
人、团干部1人、委员5人，曾获2020

年度荣昌区五四红旗团支部、2022
年度重庆市五四红旗团支部、重庆市

“5个100”示范性团组织等荣誉。
近年来，安富街道通安村团支

部围绕乡村振兴谋篇布局，以人才
振兴为突破口，全面加强青年人才

建设，积极培育向上向善好青年。
例如，助力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
站落地通安村；联合西南大学、四川
美术学院等10余所高校，先后组织
1000余名学生到通安村开展创业就
业培训、政策宣传、志愿服务、社会
实践等活动；制定了6条研学路线，
先后接待来自广东、贵州、四川、云
南等地的研学团队 150 余批次，用
实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
我”的青春誓言。

安富通安村团支部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从流量IP新店打造，到国际展会
新品首发，再到文商旅融合新业态，
基于首演首秀、首店首展生成的全链
条式“首发经济”，正成为拉动市场消
费的“火车头”，折射出中国经济强劲
活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
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
大国内需求”放在 2025 年政府工作
任务的首位。进一步深挖消费升级
潜力，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消费新需
求，全方位推动消费扩量、提质、增
效，成为扩大内需、推动产业创新升
级的关键所在。

作为代表高质量消费供给的“金
字招牌”，老字号既是中华民族商业
文明的历史见证，也是传统文化与现
代消费融合的重要载体，更是培育和
壮大消费新增长点，引领消费提振和
稳定增长的动力源。商务部数据显
示，2024年，全国各地共举办“老字号
嘉年华”特色活动 347 场，带动线上
线下销售额217.4亿元。主要电商平
台中华老字号店铺数量近 6 万家，实
现 销 售 额 近 90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9%。随着老字号加快转型升级，
越来越多的老字号以“国货潮品”为
媒，推动产品迭代更新，以首店首发
首展焕新亮相，掀起了一场传统与现
代交融的新消费热潮。

事实上，在相关政策的引领下，
近年来老字号创新谋变的步伐一直
在提速。《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
的意见》《关于加强老字号与历史文
化资源联动促进品牌消费的通知》等
文件先后印发，对老字号创新发展做
出部署安排。2024年，有关部门联手
线上平台推出“心动老字号·焕新计
划”，推出免费运营扶持、组建“老字
号推荐官”团队、举办线上线下活动、
产品权益认证、公益补贴等多项有力
举措，助力老品牌焕发新活力。

老字号的优势和底气在“老”，但
前途和未来在“新”。作为城市商业
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老字号是情怀、乡愁记忆和烟火
气的代名词，展现的是独特产品、精
湛技艺、商业理念的世代传承。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在变，受众

和需求也在变。今天，特别是面对年
轻消费群体，老字号要想“翻红”，既
要“倚老”更要“卖新”。所谓倚老，倚
靠的是有效挖掘品牌价值、讲好品牌
故事，坚守传统核心技艺和工匠精
神，守住“温暖念想”的老韵味、老味
道。所谓“卖新”，就是要不断推陈出
新，积极拥抱数字化浪潮，强化跨界
融合联动，以现代新工艺、新设计重
塑新形象、赋能新价值，打造特色新
业态和消费新场景，从而涵养老字号
品牌“年轻态”，续写“不老传奇”。

当前，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正催生
消费结构向多元化、品质化转变，老
字号焕新要更加注重满足差异化、个
性化需求，在注重消费体验、满足消
费意愿、提升消费层级上下足“深功
夫”。过去大众消费注重物美价廉，
讲究实用性，今天，人们的消费在满
足物质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
审美、体验和个性的彰显，更加追求
情绪价值和社交属性的满足。基于
此，一些老字号更加注重对中华传统
文化元素的深度挖掘，以“文创+体

验”解锁新国潮，构建“产品+服务+
场景”新格局，不断激发消费新动
能。还有的老字号更是提出要“守得
住经典，当得了网红”，以“健康化”升
级产品内核，以“国潮化”重构品牌表
达，注重跨界联名创新，不断延伸品
牌产业链价值链，打造现象级 IP 爆
款，深受年轻人追捧。

作为消费市场中的新变量，新型
消费依托线上线下融合，打造“沉浸
式+个性+社交”新体验，契合了数字
化、智能化、绿色化、健康化的消费发
展趋势，正不断重塑消费市场格局，开
拓消费新蓝海。特别是随着热播影视
剧、游戏、动漫等带动文化创意产品爆
火出圈，相关联的 IP 实景化打卡体
验、内容“种草”等成为引领新消费快
速增长的“流量密码”。这启示我们，
推进老字号焕新，有效拓展新型消费
空间，可加快推动老字号数字化转型，
积极推动联名、授权、“触网”和跨界合
作，支持老字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机融入产品设计，尝试开发原创IP
品牌，创新打造衍生品消费新场景，开
拓国货“潮品”国内外增量市场，提升
老字号品牌渗透力影响力，真正把“热
流量”转为“常流量”、消费增量，从而
持续释放新型消费潜能。

原载《光明日报》

守得住“经典”方有消费增量

3月24日，荣昌2025年世界防
治结核病日宣传活动在黄桷树广场
举行。

活动现场设立健康义诊点，免
费为市民量血压、测血糖，提供HIV
等健康咨询服务，并结合结核病防
治知识有奖问答飞行棋、大转盘等
趣味游戏，让市民在游戏中了解、学
习结核病防治知识，提升健康意识。

融媒体中心记者 廖国颖 摄

防治结核病
我们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