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川桃片博物馆门厅

对于身在他乡的合川人而言，乡愁
不止是诗人笔下那一张小小的邮票，更
是一张由糯米、核桃仁等原料精制而成
的薄薄桃片。

有人说，合川人是喝三江水、吃合
川桃片长大的！洁白如雪的合川桃
片，绵软如纸，入口甘甜，让合川人的
乡愁都带有一种绵糯的甜味！身为合
川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家乡
的合川桃片，都不会忘记那一张张薄
薄的合川桃片里藏着的甜蜜而永恒的
乡愁！

合川桃片，始创于1840年的合川桃
片，走过晚清、民国，迎来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诞生，见证了国家的改革开放，踏
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
无论经历什么年代、什么时光，合川桃
片的技艺未变、品质未变、口碑未变，其
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风味深受广大消
费者的喜爱，也成了合川人的骄傲与自
豪！

经过180多年的发展，合川从事桃
片生产的食品企业现有 18 家，已形成
一个产品40余类、年产量上万吨、年产
值上亿元、从业人员上千人的特色产
业。销往全国各地的合川桃片，不仅
为消费者送去甜蜜而爽口的“合川味
道”，更为远在他乡的合川人送去一份
份乡愁！

心 灵 手
巧的合川人，
从 未 改 变 传
承 合 川 桃 片
制 作 技 艺 的
初心，从未放
弃 发 展 合 川
桃 片 产 业 的
信 心 ！ 保 持
传统、乡情满
满 的 合 川 桃
片，已发展成
为 一 个 既 有
老 字 号 品 牌
又 有 中 国 驰
名 商 标 的 产
业集群！

在 合 川
桃片产业集群中，不光有清代就开始生
产的荣获“中华名小吃”“重庆老字号”
的“同德福”合川桃片，民国开始生产的
荣获“重庆老字号”“重庆市著名商标”
的荣记“三民斋”合川桃片，还有荣获

“中国驰名商标”“中国特色旅游金奖产
品”“中国好礼”等众多荣誉的“川洲牌”
合川桃片，同时还有“渠江牌”“山花牌”

“唐大爷”“金典”等畅销全国的知名品
牌。这些知名品牌不仅传承了老技艺，
而且保留了老风味，将合川桃片发扬光
大。

拥有180多年历史的合川桃片，是
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享誉重
庆乃至全国的一个传统特产，同时还获
得了国家地理标志。其中，“同德福”合
川桃片董事长余晓华（其曾祖父余鸿
春、祖父余复光是清代“同德福”斋铺合
川桃片经营者）、荣记“三民斋”合川桃
片董事长石成林（其祖父石尊荣是民国
时期合川桃片领军人物）、“川洲牌”合
川桃片董事长荆世勇（其父亲荆朋三是
民国时期合川桃片的一名掌案师父）还
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合川桃片制
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为进一步做大、做优合川桃片产
业，合川区委、区政府正加紧推进合川
桃片产业园建设，同时还支持合川桃片
管理协会会长单位重庆合川川洲桃片
有限公司打造合川桃片博物馆与合川
桃片非遗工坊，合川桃片必将迎来一个
更加辉煌的发展新时代！合川桃片积
淀的那一份乡愁，必将绽放更美的味
道！

乡愁是一张薄薄的桃片
○记者 周云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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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甘晓伟 ）养老服务
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为进
一步加强全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要，11 月初，2022
年合川区养老服务人才综合培训项目
正式启动，重庆市养老服务协会会长郭
小忠，区养老服务协会会长马培生，全
区从事养老服务相关工作的从业人员
参加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结束后，第一批次养老服
务人才综合培训班正式开班。据了解，
此次培训为期4天，采取分类分班分别

授课的方式对全区养老服务相关从业
人员提供专业性、靶向性培训。培训内
容既有养老护理员职业道德、职业工作
须知、服务礼仪和个人防护知识，老年
人安全防范及制定持续照护计划等理
论知识，也有饮食照顾、失智照顾、感染
防控、测量体温及血压等各类实操课
程，力求全面系统地提高参训人员的职
业技能水平。

记者在培训现场看到，为让学员在
后续工作中站在老年人角度去考虑问
题，为老年人服好务，在培训间隙，讲师

让学员们通过变老体验，感受老年人日
常生活的困境，感受老人在日常生活中
诸多不便的地方，体验“老”了后的生
活，了解真实的老年生活状态。同时，
授课老师还向学员发放学习手册，并一
一为学员解惑。“我将珍惜这次难得的
机会，希望通过这次系统、规范的培训，
提升我从事老年社会工作所需的综合
素质，为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在康乐
老年公寓工作的李娅说。

“在培训结业后将进行职业资格
认定考试，考试合格者发放等级证书，

获证人员还可申领职业技能提升补
贴。”区养老服务协会秘书长陈大坤告
诉记者，此次培训采取两批次集中开
班，共计培训学员 490 人，第二批次培
训时间将于 11 月下旬开始，连续举办
3期。

据悉，下一步，区养老协会将持续
开展护理技能、运营管理、安全规范等
养老专题培训，不断提高养老从业人员
的持证比例和专业素质，从而带动促进
养老行业管理标准化、技能流程化、服
务优质化。

2022年合川区养老服务人才综合培训项目正式启动

不断提高养老从业人员专业素质

操作失误，竟将2万多元钱充进了
某视频平台！看着手机上发来的扣款
短信，刘女士一下子慌了神，多方求助
无果后，刘女士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
了附近派出所。“没事，我来帮您！”虽说
这是算不上警情的“麻烦事”，看着刘女
士焦急的样子，值班民警二话没说，立
马开始了操作。于是，一场看似简单却
操作繁琐的“财产追回”在派出所中上
演……

10月2日，国庆假期第二天。放假
在家的刘女士正在浏览某视频平台，由
于失误操作，竟将2万余元钱充值进了

视频平台。随后，手机接到扣款短信，
刘女士还以为被诈骗了，自己便不敢再
使用手机进行操作，慌忙来到附近的手
机运营商营业厅寻求帮助。

“这不是诈骗，是您自己点击的充
值，我们也没有办法的。”营业厅工作人
员表示，由于是刘女士自己操作失误，
运营商是无法追回财款的，只能由刘女
士自己联系平台方解决。

此刻，刘女士心里已是六神无主，
完全没了主意，也不知道该联系谁。“有
困难找警察，这准没错！”慌乱中，这样
一句话浮上心头，刘女士马上往附近的

合阳派出所跑。
“您先别着急，慢慢说！”看着刘女士

语无伦次的样子，值班民警林小松耐心
安抚她的情绪。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
民警心里清楚，这确实是刘女士失误操
作，并非诈骗。虽说这样的情况算不上
警情，但秉着为群众解忧的责任心，林
小松还是耐心帮忙解决。随后，民警先
联系视频平台客服，将刘女士误充值无
法提现的情况向客服说明。客服工作
人员告知，其实通过一系列操作，是可
以将充值到平台的钱款提现的，并提供
了提现流程。

由于刘女士不懂如何操作，林小松
又耐心按照提现流程操作。半个多小时
后，民警成功将刘女士误充值的2万余元
找回。“真的太感谢民警同志了！”刘女士
对民警热心助人的行为表示感谢。

10月10日，刘女士将一面写着“感
谢人民好警察 助人为乐新风尚”的锦
旗送到合阳派出所值班室，专程致谢民
警林小松的帮助。

民警提醒：针对一些手机软件，尽
量不要设置“免密码”支付，同时手机银
行尽量设置每日转账限额，防止因误操
作导致钱款损失。

误充2万余元，怎么办？民警的耐心帮助让她感动
○记者 张敏

本报讯（记者 袁询）近
日，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南津
街勤务大队大队长刘勇走进
临渡小学，看望大队一直资助
的四名留守儿童。

据悉，该大队民警从 2014
年开始，迄今为止整整 9 年，
每学期都会为临渡小学的孩
子们送去慰问金和学习用品，
平时还时常关心他们的学习
和生活，让留守儿童真切地感

受到人民警察对他们的关
爱。刘勇2021年调到南津街
勤务大队后，接过助学接力
棒，继续资助该校的留守儿
童。

当天，刘勇在班级开展交
通安全知识宣讲，发放宣传资
料，并与四名孩子亲切交流。
孩子们表示一定会好好学习，
长大后好好回报社会，不辜负
警察叔叔的期望。

交巡警持续9年
接力帮扶困难学子

红红
色色

故故
事事

在重庆八年的抗战艰苦岁月中，周恩来的
足迹遍及大街小巷，歌乐山就是其中之一。他
先后多次到歌乐山，呆得最久的一次是 1942
年6月27日因病住进歌乐山龙洞湾中央医院，
至7月13日出院，长达半月。这期间，他身在
医院，仍时时心系工作。

1942年入夏以来，周恩来因操劳过度，身
体日渐消瘦，膀胱炎和小肠疝气炎症发作，必
须住院治疗。6月27日，他住进当时陪都设备
最好的国立中央医院（抗战爆发后，直属国民
政府卫生署的中央医院内迁到了重庆歌乐山
龙洞湾22号）。周恩来住院后，南方局工作由
董必武主持。中共中央对周恩来住院进行手
术治疗十分关注，7月2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
治局发来电报:恩来须静养治疗，不痊愈不应
出院，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董老给以注
意。周恩来住进医院，仍心系工作。手术后第二天，他就在病房
听取董必武和徐冰的工作汇报。正在住院的重庆《新民报》社长
陈铭枢和夫人邓季惺到病房看望拜访时，周恩来关心询问了《新
民报》的情况，和二人谈到“皖南事变”后的局势，陈铭枢夫妇对
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能否维系下去表示怀疑。对此，周恩
来作了精辟的分析和阐述，使二人增强了对全民族抗战必胜的
信心，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行径也有了透彻了解。病房
的交谈，促使《新民报》的进步倾向越来越明显，并与《新华日报》
建立起密切联系。

实际上，周恩来在医院期间，工作一直未曾放下，时时处处
留心。一天，董必武来到医院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将延安中央
医院院长傅连暲给周恩来和钱之光（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主任）
的电报转交周恩来。电报的内容大意为: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
边区经济封锁，本来缺医少药、设备简陋的延安中央医院面临
更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伤寒、副伤寒、回归热、疟疾等疾病流
行，急需伤寒、副伤寒甲、乙菌种等药物。新筹建的药理实验室
以及各科都缺少现代医学文献材料，急需南方局在重庆设法给
予解决。

周恩来对延安缺医少药的情况很了解，曾多次设法送去
不少药品和医疗器械，还送去了宋庆龄和外国友人捐赠的一
辆医疗汽车和小型 X 光机。这时，周恩来虽刚动完手术，仍急
延安之所急。那时，陪都大后方医疗机构集中，国民政府国家
卫生署就在新桥，全国中华医学会、国立中央医院、中央卫生
署实验医院、上海医学院、贵阳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都内迁到
了歌乐山。周恩来利用自己住在歌乐山中央医院的有利条
件，通过这些医疗机构的地下党组织，找到贵阳医学院地下党
员丁瓒、何战白教授和中华医学会宁汉戈教授，不仅秘密弄到
了 3 管珍贵的伤寒、副伤寒甲、乙菌种，还弄到了留学英国的
医学专家张昌绍教授带回来的磺胺类抗生素、中华医学会新
出版的双月期刊和齐鲁大学医学期刊等延安难得一见的现代
医学文献资料。

周恩来手术顺利，但其父亲周贻能因病于 7 月 10 日去世，
同志们怕影响他的病情，对他隐瞒了此事。周恩来得知后，于7
月13日出院。悲痛中料理父亲后事不久，周恩来就接到中央通
知要回延安开会。出发前，他将两麻袋医学文献、医学资料带
上卡车。同时，对极为珍贵的3管伤寒、副伤寒甲、乙菌种考虑
得尤为细致周全——为确保安全稳妥，将3管菌种缝在了中山
装的上衣口袋里，小心翼翼地带回延安，交到延安中央医院傅
连暲院长手中。还为延安医院输送了丁瓒、宁汉戈等知名医学
专家。

歌乐山龙洞湾中央医院留下了周恩来的足迹和感人的事
迹，其旧址成为又一红色纪念地。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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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一周年之际，周恩来为《新民报》
书写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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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钓鱼
城街道党员先锋队在
该街道花滩社区转移
核酸样本。

通讯员 李智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