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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4点，大足区万古镇大雄村，谢
跃国、李祖梅夫妇就起床去虾塘起虾
了。虽然已是仲春，但早上的气温还是
很低。把羽绒服的拉链拉上，李祖梅拿
上工具，赶紧和丈夫出了门。虾塘距家
有一段距离，夫妻俩骑着摩托，小心行驶
在村道上。

“最近小龙虾价格高，市场俏，完全
不愁销。”李祖梅透露，虽然她家虾塘出
虾量不大，但价格可观，每天光卖虾的钱
就有近千元。

卖了小龙虾，再到镇上的早餐店开
直播，忙碌的清晨，却让李祖梅感到了久
违的轻松和满足。她坚信，脚踏实地地
付出，一定能换来一家人更好的生活。

异乡打拼

李祖梅，37岁，綦江人，家里排行老
三，周围人都称她为“李三妹”。几年前，
在贵阳打工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大足区
万古镇人谢跃国。此时的谢跃国正干着
酒店蔬菜配送的工作，为了爱情，他辞职
也去了贵阳。

很快，情投意合的两人步入了婚姻
生活。2015年，周围很多朋友在做手机
生意，夫妻俩也贷款卖起了手机。

短短两年时间，踏实肯干的两人就
把手机店经营得小有起色，贷款也还了
大半，两人计划起在贵阳买房定居。

然而，时间来到 2020年，突如其来
的新冠疫情，给了这个小家当头一棒。

“手机店一个月的房租就是7000元，
手机也不好卖了。”李祖梅和丈夫苦撑了
一年，依然没有起色，越干亏得越多。

手机店入不敷出，夫妻俩还欠下了
几万元的债务，无奈之下，只有关掉手机
店，回到大足老家生活。

回乡创业

2020年7月，谢跃国、李祖梅带着孩
子一起回到了万古镇大雄村老家。

老家的房子是谢家父母30多年前修
的红砖房，一直没有装修，用水得到水井
里提，上厕所也要走很远的路，就连睡觉
翻身都得小心翼翼，生怕床板会坏……

李祖梅从小在城里生活，娘家条件
也不错，初回大雄村，面对陌生而艰苦的
环境，除了偷偷抹泪，她只有咬牙坚持，
尽快适应这里的一切。

下地种菜，烧柴煮饭，挑水养鸡……
生活不成问题了，但欠下的外债依然像
块石头一样压得夫妻俩喘不过气。

想去打工，但当时很多工厂都不招
人，差不多半年时间，夫妻俩都没有找到
合适的工作。

“这样不是办法！”李祖梅不想继续
赋闲在家。

2020年底，在父母的帮助下，李祖

梅在万古镇上开了一家美容院。她每天
起早贪黑，给人做推拿、洗面，一边带着
孩子，一边维持着家里的生计。

美容院挣得不多，李祖梅意识到，光
靠美容院的收入根本无法还清贷款。于
是，经过多方了解，夫妻俩决定，承包虾
塘，养殖小龙虾。

谢跃国的同学也是同村好友，也在
村里养虾，有经验也有销售资源。2021
年8月，在同学的帮助下，夫妻俩又贷款
15万元包了50多亩虾塘养虾。

当时正值盛夏，李祖梅每天美容院、
虾塘两边跑。

美容院的客人大多都是提前预约，
李祖梅合理安排好时间，一有空，就去虾
塘帮丈夫干活。

挖泥、围防逃网、种水草，有时夫
妻俩从早上 7 点一直忙到天黑，经过
20多天的高温作业，虾塘终于在国庆
节前完工。

为了节省虾苗钱，夫妻俩打算自己
育苗，花了 2万多元买了 250多公斤种
虾。然而，高温天气一直持续到月底，经
验不足的两人又没有及时抽水，种虾几
乎没有存活。

看着虾塘里成片的死虾，想到积压
的债务，夫妻俩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
睡不着、哭不出。

倔强的李祖梅知道，再伤心再难过
也解决不了问题，夫妻同心一定还有办法。

于是，夫妻俩向同学请教，去周边水
田寻找虾苗，李祖梅白天还要兼顾美容院
的工作，咬牙坚持了一个月，却只有不到
50公斤虾苗。实在没有办法，夫妻俩只好
又借了5万多元，买了500多公斤虾苗。

给虾塘蓄好水，气温又降了，这次的
虾苗成活率非常的高，夫妻俩悬着的心
总算踏实一些了。

重新出发

虽然后续的工作比较简单，但由于
担心虾被偷，谢家二老干脆在虾塘边的
空地上打起了地铺。

心疼老人的李祖梅决定，搭建一个
简易房，她和丈夫去守虾塘。就这样守
到了来年的3月。

“我们 3月 6号开始卖小龙虾，那一
个月我们就卖了6万多元。”李祖梅至今
还清楚地记得。

然而，天不遂人愿。4月的一天，夫
妻俩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了争吵，心情不
佳的谢跃国误把滴有除草剂的虾网放到
了虾塘，最后不得不放弃那块虾塘，造成
了五六万元的损失。

接着又是连晴高温，影响了小龙虾
的产量，2022年，谢家虾塘仅卖出8万多
元的小龙虾。

“没有盈利，我们还在借钱投入，加
上家里的花销，我们又欠下20多万元。”
想起回乡的境遇，李祖梅经常偷偷抹泪。

2022年10月，美容院又到了要交租

的时候了，实在拿不出钱的李祖梅选择
了放弃。

穷则思变，办法总比困难多。这是
困境中的李祖梅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美容院关了，李祖梅开始尝试摆地
摊，在学校门口卖葱油饼、肉夹镆，早上
4点出摊，晚上 6点收摊，每天有三四百
元的营业额。

看到希望的李祖梅心想，不如找个门
市，开一家早餐店，投资不大，见效也快。

说干就干，2022年 11月 18日，李祖
梅在万古第三小学附近找到了一家要转
租的面馆，装修和位置合适，工具也齐
全。这时，李祖梅的娘家人又伸出援手，
早餐店很快就开了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新冠肺炎疫情加上
寒假的到来，李祖梅的早餐店没红火几
天就又偃旗息鼓了。每天不到300元的
营业额，勉强支撑房租和日常开支。

借力直播

李祖梅不甘心，她坚信只要用心挑
选食材，做放心的早餐，一定能赢得顾客
的青睐。于是，她开始琢磨，怎样才能让
大家关注到自己的店铺，增加客流量。

听朋友说抖音直播能引流，她便效
仿起别人，在春节前给自己注册了抖音
账号“李三妹早餐”，希望通过直播带来
一些周边的顾客。

然而，从没接触过抖音的李祖梅，对
直播更是一窍不通。开播第一天，她紧张
到无所适从，说话支支吾吾。在亲人和
朋友的鼓励下，勉强完成了第一次直播。

那次下播后，李祖梅一有时间就刷
抖音，向大主播直播间学习，还做了不少
笔记。第二天直播，她鼓起勇气，在直播
间介绍了自己和店面，以及店里的早餐
品类，还有食材的选配。

“这场直播下来，感觉还可以！”李祖
梅笑着说。

接下来的每一天，李祖梅坚持边学

习边直播。除了参考别人的视频和经验
分享外，每一场直播后，她还认真总结每
个环节的经验，并运用到下一场直播中。

可即便如此，直播间留不住人的情
况没有丝毫改观。一个月下来，李祖梅
的抖音除了粉丝量有一点提升外，场观
一直在降。挫败感袭上心头，她有了放
弃的想法。

不过没几天，这样的念头便被一次
意外的惊喜所打消——几个万古同城的
网友通过直播，专程到她店铺买早餐。
这让李祖梅开心不已，她再次燃起斗志。

“直播还是很有效果，虽然直播间人
不多，但总有那么几个新人刷到我！”李
祖梅决定坚持直播。

就这样，她坚持每天边做早餐边直
播，抖音粉丝量也从个位数慢慢积累到
2000多，人气榜最好时还冲到了全市同
行排名前50。

直播间人气渐涨，店里的生意也有
了起色，每天的营业额从三四百元增加
到七八百元。顾客除了万古镇上的，还
有从大足城区专程过来的，这给了李祖
梅坚持的信心和勇气。

而这段时间随着天气的好转，李祖
梅家的小龙虾也可以出货了。每天凌晨
4点，她和丈夫便起床收虾，5点半去店
里卖早餐开直播，直到下午 7点收摊去
虾塘放网，日子忙碌却格外充实。

“虽然每天收的龙虾不多，但是一天
下来，店里的销售额加上卖龙虾的收入
有 1千多元！”李祖梅高兴地说，一切都
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经历了创业的不易，李祖梅对别人
的困顿无助也更能感同身受。为了帮助
别人，她将自己学到的早餐做法免费传授
给有需要的人。同时，店里还免费向环
卫工人提供豆浆，为他们送去一丝温暖。

“做一家让人放心、有爱心的早餐
店，这是我的初衷，我也会一直坚持下
去。”李祖梅说，未来她和丈夫将继续通
过自己的双手，努力争取更好的生活。

“三妹”不服输

李祖梅在早餐店制作油炸饼。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 文/图）三
月春来早，采茶正当时。日前，大足区古
龙小学的70多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
前往当地茶山开展“茶源·家乡茶山研学
之旅”劳动实践活动。

“采茶一般只采一叶一芯的嫩芽，采
茶动作要轻，手指向上提……”当天，学
校茶艺兴趣外聘辅导老师陈文静来到茶
山，示范指导同学们采摘技巧。同学们
在春茶采摘体验中，观察新芽吐翠，跟茶
农学采茶，在掌握采茶一些技巧后，便奔
赴茶园开始自行采摘。

同学们腰系茶篓，三五成群，穿梭在

茶树之间，随着两手轻掐细挑，一片片清
新翠绿的嫩芽于指尖翻飞，被收进茶篓
中，欢声笑语充满整个山岗。随后大家
又来到茶厂，观看茶厂师傅制茶、鉴茶。
体验过程中，老师还不时抛出问题让同
学们思考，引导学生进行深度体验、学茶
知茶。

“古龙镇具有悠久的种茶历史，加上
土壤富硒富锶含量高，地理条件高山多
云雾，很适合茶叶的种植。”古龙小学校
长周蜀钦说，“学校充分发挥这一得天独
厚的优势，将地域文化融入学校日常教
育，积极探索茶文化特色教育之路。”

“小茶农”采茶忙

采摘春茶采摘春茶。。

新渝报讯（记者 熊雅雯）日前，重庆市市级烈士
纪念设施集中授牌仪式举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为
11家市级烈士纪念设施单位授牌。大足区烈士陵园
获得授牌。

据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烈
士褒扬条例》等规定，烈士纪念设施实行分级管理。
2022年我市制定出台《重庆市烈士纪念设施分级保护
管理办法》，将烈士纪念设施分为国家级、市级、区（县）
级。目前我市共有11处市级烈士纪念设施。

大足区烈士陵园始建于1954年底，位于大足区龙岗
街道翠屏社区陵园路。园内安葬了解放初期，为巩固新生
政权光荣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
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烈士忠骨共计119
名。由陵园大门及浮雕、革命烈士纪念碑、烈士墓、唐赤英
纪念广场、革命历史陈列馆5部分组成。提档升级后的大
足区烈士陵园于2015年7月，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命名为“重
庆市国防教育基地”，并于2016年6月开园开馆。2018年2
月，被重庆市政府批准为市级烈士纪念设施。2019年9月
被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下一步，大足区将加强统筹规划、丰富纪念元素、完
善纪念功能，进一步发挥好烈士纪念设施红色教育主阵
地作用，讲好英烈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在全社会营造崇
尚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的浓厚氛围。

大足区烈士陵园
获市级烈士纪念设施授牌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 文/图）3月 6日，渝西片
区首台从美国引进的第四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在大
足区人民医院正式启用，开启了微创外科手术治疗
新篇章。

当天，在手术室里，心血管外科医学博士、博士导
师钟前进教授带领医学团队稳坐控制台，目视3D显示
屏，脚踩“离合”，手戴“指套”，只见手术医生稍微动动
手指，5米外的手术台上，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便舞动着
机械臂，进行切割、移动、捏夹等，与医生发出的操作指
令精准同步，深入人体内部进行着手术操作。

钟前进表示，达芬奇机器人手术超越了传统外科
手术的技术极限，运用机器人手术系统，机械手臂不仅
比医生的手更加稳定，还能360度灵活旋转，使得手术
变得更容易，并且手术视野更宽广、清晰，手术解剖更
细致、出血少，手术缝合更精细、准确。

据悉，大足区人民医院实施人才强院战略，聘用了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原陆军军医大学大
坪医院（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心脏血管外科主任钟前进
为胸心外科主任、学科带头人。作为高层次人才的他，
在新生儿婴幼儿和复杂先天性心脏病、重症瓣膜病的
外科治疗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大足区人民医院将
以此为契机，开展临床、基础和科研教学，以胸心外科
为基础，全力打造并发展成为渝西地区有影响力的专
科，建设心脏病诊疗中心，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

大足区人民医院

微创外科手术迈入“机器人时代”

手术现场手术现场。。

重庆市大足区高坪镇高峰村 1 组 39 号刘凤星
（身份证号：500225200708293017）遗失其残疾证（编
号：50022520070829301752），特此声明。

新渝报讯（记者 侯小梅）“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哪
些行为会伤害耳朵吗？”“我们应该怎样科学保护耳
朵？”近日，大足区残联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西禅小学开
展“送健康进校园”专题活动，普及爱耳常识，引导同学
们养成科学用耳护耳的行为习惯。

活动中，来自大足区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刘勇
以《如何科学保护耳朵》为题，详细讲解了耳朵的结构
及各部位的作用，介绍了科学护耳的措施，提醒大家要
做好预防，定期检查，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志愿者还
向同学们发放了爱耳护耳健康知识宣传手册。随后，
刘勇还进行了义诊，为同学们检查耳道情况。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手册50余份，进一步
提高了同学们爱耳护耳的意识。“这次活动让我了解到保
护耳朵的重要性，作为一名小学生，我要自觉保护听力健
康，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五年级2班的蒋双蓬说。

大足区残联

送健康进校园

新渝报讯（记者 崔晓玲）为打击冒牌消防产品销
售、使用的违法行为，3月 14日，大足区消防救援支队
联合大足区市场监管局对区内消防产品的使用和销售
领域进行抽检。

检查中，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大足石刻游客中心、
消防产品销售门店等地，严格按照规定对场所内使用
的灭火器、消火栓、水枪水带等消防产品的外观标志、
规格型号、结构部件等情况进行了检查，确保各类产品
的安全可靠。同时，检查人员还现场讲解和演示了消
防产品真伪鉴别方法，要求各单位负责人增强社会责
任意识，积极投诉举报假冒伪劣的消防产品。

自 3月以来，大足区消防救援支队已联合多部门
专项整治消防产品，开展了打击冒牌培训机构、消防产
品生产企业大检查等行动。下一步，大足区消防救援
支队将进一步加强与多部门的联合执法力度，切实从
源头上消除消防安全隐患，确保消防产品质量。

大足区专项整治消防产品市场

遗失启事

3月14 日，大足区龙岗街道老
家观音岩桃花盛开，吸引无数游客
纷纷前来拍照游玩。3 月初以来，
该村 2000 多亩的李花和桃花相继
开放，吸引了大量游人前来赏花踏
青，截至目前已共接待游客10万余
人次。 新渝报记者 瞿波 摄

桃李芬芳引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