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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近日，
太和镇联合区医保局开展 2024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集
中宣传活动，营造自愿参保、积极
参保的良好氛围，进一步落实好
全民参保计划，实现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全覆盖。

当天，太和镇凤仪广场上人
头攒动，十分热闹。宣传活动主
题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医保政策
进万家”，闻讯而来的村民们将宣
传展台围得水泄不通，纷纷咨询
自己关心的医保政策。

“你好，你和家人都参加了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吗？可以了
解 一 下 最 新 的 医 疗 保 障 政
策……”活动现场，区医保局工作
人员、太和镇社保所和各村（社
区）社保员、志愿者们向群众发放
了 2024 年基本医保政策宣传资
料，并针对群众关心的缴费方式、
参保时间、报销比例等参保政策

进行了详细解读。“今天参加了宣
传活动，了解到了许多医保政策，
深刻地认识到了参保的重要性。
回去后将向家人和朋友做好宣
传，引导大家积极参保！”太和镇
大河坝社区居民杨巧说。

据了解，为做好2024年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
太和镇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好宣传
工作。除集中宣传外，该镇社保所
还组织各村（社区）社保员、乡村医
生、志愿者开展流动宣传，通过租
用宣传车辆、摆放宣传展板以及
进村入户召开“院坝会”等方式，
深入各村（社区）开展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相关政策宣传。下一
步，太和镇将进一步拓宽参保缴
费宣传渠道，夯实基层医保服务
能力，优化服务模式，不断营造良
好的参保缴费氛围，积极引导城
乡居民参保缴费，努力实现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

太和镇

开展医保政策宣传活动
营造积极参保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 通讯
员 李媛）日前，南津街街道希尔安
农贸市场外马家堡街至联滨路段
车行道维修完毕，路过的市民纷纷
竖起大拇指表示，路修好了，出行更
安全便捷，市容市貌也更加靓丽。

近日，区城市管理局在巡查
中发现南津街街道希尔安农贸市
场外马家堡街至联滨路段的车行
道塌陷、坑洼、裂缝面积约 3000
平方米，由于紧邻菜市场，该路段
来往车辆、行人众多，塌陷开裂的
车行道导致过往车辆行驶颠簸，
存在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后，区

城市管理局立即制定了整改方
案，对此路段进行了封闭式整治，
消除了安全隐患。

据了解，2023 年以来，区城
市管理局加大城市道路等市政基
础设施安全检查力度，共修复市
政道路破损坑洼路面3215处，约
18400 平方米，修补路沿 613 处、
树圈池949处，井盖1454个，防锈
涂漆护栏、挡车器约 10000 米。
接下来，该局将持续推进安全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全力
排查整治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
患，保障城市运行安全有序。

区城市管理局

消除市政设施隐患
确保城市运行安全

（上接2023年12月25日3版）他借机向他们表达了
投向人民的意愿，并请周思齐为他联系起义事宜。谈
妥后，潘先知即回江北，此时已是下午5时左右，他
赓即率部向悦来场转进。当晚宿悦来场，11月29日
宿北碚，11 月 30 日抵合川城，12 月 1 日在合川住一
天，得知重庆已解放。12月2日晨，拒不执行伪上级
重庆师管区令向遂宁方向前进命令，率部向思居铺云
门镇方向，当日晚宿思居铺。12月3日，合川解放，率
部宿龙市镇。12 月 4 日，率部由龙市镇移老家涞滩
场，等候周思齐、陈思平的联系。

12月5日，潘先知派团管区参谋陈春芳到重庆联
系党组织，或者去找周思齐、陈思平，或者直接赴人民
解放军指挥部，联系起义事宜。本日后来被确定为潘
先知部队起义日。12月12日，陈春芳回到合川，带回
二野十二军司令部的指示：“你部仍在原处听候点
编。”12月13日，江北团管区在潘先知率领下，将官兵
1500余人、长短枪600多支点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四野战军绥远支队接收。较 高级官员潘先知、副司
令何仲言、参谋长项敬民、副参谋长黄丽秋和大队长
项斧锵、彭策墩、杜光荣、潘佛禅、潘松等随绥远支队
首长赴二野十二军。后经中央军委审定：“江北团管
区潘先知所属部队，按起义政治地位待遇。”

江北团管区起义后，士兵编入绥远支队，潘先知、
何仲言以下校尉级官佐进入二野十二军军官学习队
学习。三个月学习期满，有的参军，有的转业，有的资
遣回家。潘先知、何仲言则进入西南军区军政大学高
级研究班学习。1950年10月结业后，潘先知被分配
到铜梁的西南军区炮兵司令部战略研究委员会任委
员。1953年，潘先知受到不公正待遇，离开军队。

1956年，潘先知被安排到合川市政协驻会工作，
任合川市第一届政协常委。1957年5月，任合川市第
二届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不久，在反右派斗争中受
到不公正待遇。1973 年 7 月，因病去世，时年 64 岁。
1980年，党组织为他彻底平反。

（区委史志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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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周云 通 讯 员
包 世 才）灾 难 无 情 ，人 间 有 爱 ！
2023 年 12 月 26 日 ，位 于 铜 溪 镇 弯
桥村境内的龙头 企 业 重 庆 汤 嫂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向 甘 肃 临 夏 州 积 石
山 县 地 震 灾 区 伸 出 援 手 ，捐 助 价
值 10 余 万 元 物 资 ，帮 助 受 灾 群 众
渡 过 难 关 。

此 次 汤 嫂 食 品 捐 助 的 物 资 包
括 毛 毯 、棉 被 等 取 暖 物 资 以 及 90
余 件 该 企 业 生 产 的 特 色 产 品 烧 椒
酱 和 火 锅 底 料 等 生 活 物 资 ，总 价

值 10 余万元。这些物资于当日通
过 卡 车 直 接 运 往 甘 肃 临 夏 州 积 石
山 县 应 急 抢 险 部 门 ，为 受 灾 群 众
送去温暖和关怀。

爱心企业驰援甘肃 捐助10余万元物资

“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苞绿叶照
林光。竹篱茅舍出青黄。

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
尝。吴姬三日手犹香。”

从古至今，桔子深受人们的喜爱，
宋代文学家苏轼深爱其甘美，写下了
这首《如梦令》。深冬时节，味甜汁多、
香气浓郁的柑桔成为合川人民果盘里
的“宠儿”。其实，除了直接食用鲜果，
桔子加上蜂蜜、冰糖，还可以腌制成桔
饼，食之软糯香甜，老少皆宜，桔饼也
成为许多合川人记忆里不可忘怀的老
味道。

喜爱桔饼的人多，但真正懂得桔
饼制作技艺并愿意花时间纯手工制作
的人却非常少，沙鱼镇开元村村民张
伟、杨小义夫妇便是其中一对。多年
来，他们坚持运用古法，纯手工制作桔
饼，将合川桔饼远销各地，也成为了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合川桔饼代表性传
承人。

追古：合川桔饼因何而来？
缘何而美？

合川三江汇流，文化底蕴深厚，交
通便捷、气候适宜、物产丰富，自古便是
川渝两地交界的物资集散地。据合川
历代文献资料记载，本地有悠久的甘
蔗、柑桔种植历史。《新唐书· 地理志》
曾记载“巴州土贡橙，合州上贡橙”。
清代历史学家张森楷所著《民国新修
合川县志》对柑子、桔饼以及熬糖技艺
有所描述，为合川桔饼制作技艺提供
了条件。可见，在民国时期甚至更久
以前，合川桔饼制作技艺早就已形成。

“桔饼又名橘饼，属蜜饯类，以优
质的大红桔、蜂蜜、白砂糖为原料，经
刨皮、划缝、挤压、腌制等多道工序制
作而成，具有色泽透明、滋润化渣、味
美香甜、柑香十足的特点。而且，桔饼

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食用桔饼可以
止咳润肺、宽中理气，对我们的身体是
有好处的。”张伟告诉记者。

新年吃桔饼，大吉又大利。桔饼
盛产于新年前后，寓意又十分美好，所
以常被人民作为一种贺岁时礼物馈赠
亲友。合川桔饼制作选料讲究、工艺
繁复，是人们长期在日常生产生活中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传统文化的
体现，也是人们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具
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营
养价值及经济价值。

看今：非遗技艺何以传承？
何以振兴？

2023年12月25日上午，沙鱼镇开
元村晨雾渐散、暖阳和煦，走进张伟、
杨小义夫妇的桔饼作坊，一股清新的
柑桔香气扑面而来。此时，数十位村
民正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为桔子削
皮，张伟与杨小义穿梭在人群中，不时
指点着技艺。

几十年前，沙鱼镇盛产大红桔，镇
上的很多村民都会制作桔饼，张伟的

祖父制作得尤其好。从小受祖父
影响，张伟对桔饼传统制作技艺颇感
兴趣。初中毕业后，他便前往四川内
江、达州等地继续学习桔饼制作。
2009 年，张伟认识了来自四川达州的
杨小义，巧的是杨小义自幼受擅长制
作桔饼的外婆影响，也非常喜欢做桔
饼，两人一拍即合，同年便在阆中古城
开设了杨氏桔红店，销售手工制作的
桔饼。

2019 年，张伟与杨小义的桔饼事
业蒸蒸日上，家庭也越来越美满。致
富不忘桑梓情，沙鱼镇是张伟的家乡，
想到家乡那些同样喜爱桔饼的人，张
伟决定回到家乡沙鱼镇开办手工桔饼
作坊，解决大红桔销售难题，并提供更
多就业岗位，助力乡村振兴。

“在冬季，也就是桔饼制作当季，我
们可以为镇上的村民提供七八十个就
业岗位，其他季节我们也可以提供二十
个左右的就业岗位，在帮助村民增收的
同时，还可以将桔饼的制作技艺传承下
去。”张伟说。此外，张伟与杨小义还会
免费为村民提供大红桔果苗，等到村民
们丰收后，他们再按照市场价格将鲜果

回收，又为村民增加了收入。
在各级各部门的支持下，在张伟、

杨小义的努力下，合川桔饼也逐渐回到
了大众的视线。据区非遗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自2021年以来，合川桔饼多次
参加“重庆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
传活动”“2022中国非遗美食大集”等与
非遗有关的系列宣传展示活动，提升了
广大群众对合川桔饼的知晓率。2022
年，合川桔饼制作技艺被区政府公布纳
入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2023年，张伟、杨小义两人被区文
化旅游委认定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
人。如今，张伟与杨小义已在重庆、四
川、江苏等地开设了十余家桔饼销售店
铺，让合川桔饼的香甜滋味回味在全国
各地人民的口中。

接下来，张伟与杨小义还计划扩
大桔饼制作规模，恢复传统桔饼制作
技艺流程，开设展示馆，培养传承人，
将传承非遗技艺与助力乡村振兴相结
合，让合川桔饼成为一张闪亮的名片，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古法桔饼 留住记忆中的老味道
○记者 王灿

◀杨小义与村民们一起为桔子削皮

▼颜色鲜艳、口感香甜的合川桔饼
区非遗中心供图

本报讯（记者 甘晓伟 摄影报道）2023
年 12 月 18 日，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
6.2级地震，灾情发生后，合川高新区管委会
第一时间发出倡议，动员园区各企业、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向甘肃地震灾区捐款捐物，以众
志成城的大爱精神向灾区群众传递爱心。

天灾无情人有情，人间有爱处处暖。重
庆希尔安药业有限公司、重庆牧哥食品有限
公司等企业积极响应号召，发扬“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的精神，踊跃为地震灾区捐款捐物。

2023 年 12 月 22 日，重庆希尔安药业有
限公司捐献了一批价值38万元的治疗感冒
和跌打损伤的灾区急需药品，包括跌打七厘
片、橘红颗粒、小柴胡颗粒、川贝枇杷片。“这
一举措将为灾区人民提供急需的医疗支持，
也是公司践行‘心存寿世’的古训和‘德布天
下，药济苍生’的企业使命的具体体现。”重庆

希尔安药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道。
据了解，重庆希尔安药业有限公司捐助

地震灾区药品已于23日14时30分到达积石
山地震灾区现场，并在指定接收点卸车交付
灾区一线。

考虑到积石山县地处高海拔区域，时值
寒冬季节，天气寒冷，受灾群众急需救助，
2023 年 12 月 25 日，重庆牧哥食品有限公司
安排人员采购了棉大衣、棉被、面包、方便面、
卫生巾等价值5万多元的救灾物资，安排专
车送往灾区。

“牧哥食品作为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企
业，面对此次地震灾情，我们联系了灾区红十
字会以及应急站，根据他们的需求，组织了公
司所有力量，购买了相应的救灾物资，第一时
间送往灾区。”重庆牧哥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科宇告诉记者。

合川高新区企业向甘肃灾区捐献物资

希尔安药业有限公司向灾区捐献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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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合川区畜禽屠宰加工行业协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500117355684069T)理事会决议，本组织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见报45日内到本组织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24年1月3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
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合川着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工作，大力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与传播活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取得了显著
成效。据了解，我区现有18项市级非物质遗产项目、83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区非
遗中心推出“合川非遗风采”栏目，介绍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我区传统文化魅力，以飨读者。

开
栏
语

本报讯（通讯员 杨莲）近日，市政
府审议确定第二批重庆历史名人 301
人，其中合川区入选23人，其中本籍17
人，客籍6人。

17名本籍历史名人包括唐朝文人
闾邱均，南宋经学家和官员李明复、忠
臣赵梦壘，明朝官员李实、邹智、王俊
民、胡世赏、李作舟，清朝名将李芳述、
将领韩良辅、文学家和官员苟金薇，近

现代生物学家戴蕃瑨、卢作孚胞弟卢
子英、红军将领周吉可、书画家周北
溪、模式识别与图像数据库专家和中
国科学院院士石青云、新中国第一位
少年英雄刘文学。

6名客籍历史名人包括唐朝名相、
诗人张柬之，南宋钓鱼城守将王立，清
朝名臣于成龙，近现代曾在合川从事
军运工作的陈毅、在土场镇创办战时

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三保育院的赵君
陶、合川地方党组织创建人刘愿庵。

目前，合川区入选第一批重庆历
史名人 8 人（本籍的史学家、教育家、
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张森楷，近代著
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卢作孚；客籍的北宋著名哲学家、思
想家、文学家周敦颐，南宋名将余玠、
王坚、张珏，近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

家和思想家陶行知，川东临委书记王
璞）。加上第二批入选人数，全区入选
重庆历史名人共计31人，其中本籍19
人，客籍12人。

下一步，区委史志研究中心将依
托31名本客籍重庆历史名人，挖掘他
们的基础史料和时代价值，组织编写

《合川历史名人》，为合川打造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提供支撑。

合川区23人入选第二批重庆历史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