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5 月 21 日第四个“国际茶
日”来临之际，大足区香国小学的
茶艺体验室内，30多名小学生身穿
汉服，聆听茶博士说茶，体验诵读、
泡茶、敬茶，传承茶文化。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摄

小学生传
承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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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崔晓玲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的
祖辈们一直把勤劳当作修身齐家的重要
途径，勤劳也成了我家的家风……”近
日，在大足区高坪镇高峰中心小学的操
场上，唐酒铭正为即将到来的演讲比赛
做着准备，清晰、明亮的阵阵朗诵声回荡
在校园里。

唐酒铭是该校五年级的学生，热爱
朗诵的他，经常在课间组织班里的同学

们一起练习朗诵、背诵课文。每每听说
有朗诵比赛，他都积极参加，并荣获中华
魂演讲比赛学校一等奖、中华好家风演
讲比赛片区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唐酒铭的学习态度一直很端正，还
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年年被评为学校的

‘学习之星’。”高峰中心小学德育主任李
春艳向记者介绍道。

除此之外，舞台上也活跃着唐酒铭的
身影。经过勤学苦练，他吹的口风琴优美
动听，一次次在学校的才艺表演中崭露头

角。比赛场上少不了他飞扬的神采，唱歌、
主持、演讲，动人的表情、丰富的语言和充
满激情的表演，赢得了观众阵阵喝彩。

在老师眼里，唐酒铭是一名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好学生、优
秀少先队员。在家长眼里，他尊敬长辈、
孝敬父母，是家里的好帮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爷爷的口
头禅，他日复一日地忙碌着，勤劳的爷爷
让我懂得了时间会给勤劳者留下串串果
实。”唐酒铭说，长辈们身体力行，他深受

感染，接过了勤劳的“接力棒”。在家里，
唐酒铭从不让家里人操心，炒菜、整理房
间、打扫卫生，不在话下；在学校，班上开
展的活动，他都积极出谋划策，精心准
备，多次被评为学校的“劳动之星”。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志则国志”这
句话一直激励着唐酒铭。他说：“少年是
新时代的接班人，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我
一定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做一个爱国
的新时代好少年，长大了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新时代好少年 唐酒铭：接棒勤劳家风

□ 新渝报记者 邓小强

大足五金远近驰名，龙水“邓家刀”
是其中极具知名度的代表。“邓家刀”的
掌门人是现年 60岁的邓修建。作为成
功的企业家，他是重庆市邓氏厨具制造
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公司生产的重庆老
字号“邓家刀”畅销各地；作为一级锻造
工，他是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水
小五金锻打技艺”的传承人，一个自幼在
火炉旁挥动铁锤锻打菜刀而成为行家里
手的五金达人。

锻打菜刀，是刻在邓修建基因里的
东西，是他的家族代代相传的谋生手
艺。邓修建自幼跟随父亲邓孝文学习打

刀，是邓家小五金锻打技艺的第四代传
承人，由此掌握了全套传统的锻打技艺
和质量控制标准。在他的记忆中，精益
求精、以质取胜是邓家的规矩。“揉钢是
做一把好刀的关键所在，要花去两三个
小时。”邓修建回忆道。

千锤百炼，成就上品。邓修建总结
锻打刀的生产方法：“锻打，要观其形，听
其声，眼疾手准；淬火，要火眼金睛，恰到
好处。”掌握好力度、火候而锻打出来的

“邓家刀”具有硬度高、韧性强、耐磨性、
刀背厚、刀口薄等特点。

随着科技的进步，该公司引进了全
自动生产线，已经不再需要工人挥动铁
锤去锻打刀片，不过，邓修建依然在菜刀

生产线上保留了传统锻打技艺，只不过
是运用了机械锻打，从而保证了“邓家
刀”延续传统品质。

为适应自动化生产方式和市场需
求，不断提升产品品质，邓修建带领团队
研发出了《锻打不锈钢刀磨削工艺》《锻
打刀自动抛光工艺》《锻打不锈钢刀沙带
水磨工艺》，这三项工艺均获得了国家发
明专利。公司研制的“锻打夹层菜刀”

“锻打合金刀”“锻打复合钢菜刀”也被认
定为重庆市高新技术产品。

在邓修建的主导推动下，2009年11
月，《龙水小五金锻打技艺》被列入重庆
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
年来，邓修建还参与了《大足锻打刀》团

体标准起草，《安全技术规范·小五金制
造企业》重庆地方标准起草等工作。
2019年，邓修建被重庆市总工会评为

“巴渝工匠年度人物”。
不光制造菜刀的技艺出色，邓修

建的市场嗅觉也很灵敏。最近，他带
领团队正在针对 90后消费者的个性化
需求，研发新的菜刀。“刀型、刀柄，都
要有改变和创新，比如刀身会由大变
小，还要看起来很酷，充满时尚性。”邓
修建介绍。

在当下的电商时代，邓修建还积极
推动“邓家刀”进入电商平台。质量上佳
的“邓家刀”广受欢迎，成为“重庆制造”
的代表性畅销货。

邓修建：千锤百炼“一把刀”

□ 新渝报记者 罗婷婷 见习生 赵元元

5月 16日，在重庆市华菱电梯配件
有限公司补偿链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
进行切割、打磨等工序。这条生产线上
的产品作为电梯的重要配件，将全力保
障电梯的平稳运行，为千家万户家门口
的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华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位于大足高
新区，主营电梯配件生产与销售。一直
以来，华菱坚持以质量为中心，遵循“质
量第一，客户至上；持续改进，追求卓越”
的理念，成为了大足电梯配件生产的龙
头企业。而补偿链生产车间更是建立起
车间内部质量管理制度，完善了生产现

场生产作业指导、检验指导文件，严格把
关原材料和成品质量。2023年 4月，该
车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命名为“工人先
锋号”。

车间主任游传双介绍：“车间现有员
工12人，主要从事电梯补偿链的研发和
生产，是一支精诚合作、具有战斗力的队
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22年，车间
产值达到了1300余万元。”此外，车间还
改良了生产工艺，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
时，提高了自动化生产程度和生产效率。

补偿链生产车间所展现出的追求卓
越的工匠精神，是华菱能够获得成功的
原因之一。该公司副总经理许振宇说：

“电梯制造企业会从产品设计、技术开

发、生产制造等方面对供应商进行严格
的考察和甄选。一直以来，华菱依靠质
量稳定、及时交付、成本控制等运营优势
成功赢得客户信赖，成为众多电梯企业
的重要供应商。”目前，华菱已经与奥的
斯、日立、富士达等多家优质电梯企业达
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协议，逐渐发展成大
足最大的电梯零部件生产基地。

另一方面，华菱也非常重视研发工
作。因电梯属于特种设备，生产制造的
专业性较强，对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要
求较高，因此在技术方面的要求也十分
严格。华菱作为大足电梯配件龙头企
业，研发实力也是公司发展的强大支撑。

从2013年成立至今，华菱根据市场

环境变化、业务规模扩大和经营战略的
调整，不断充实研发队伍、健全研发组
织架构。2018年 12月，华菱成立中小
企业技术研发中心，专业从事新产品研
发以及技术攻关项目。截至目前，华菱
已经获得 3个发明专利、10个新型实用
专利，将为大足电梯产业发展提供更多
智力支持。

在许振宇看来，电梯产业的发展不
仅事关经济，也关乎民生。当前，老旧住
宅加装新电梯，是备受关注的一项民生
工程。他表示：“我们将继续加大研发力
度和智能制造设备投入，构建具有竞争
力的企业文化，为辖区的民生实事、经济
发展作出华菱贡献。”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青春校园，歌声嘹亮，激
情澎湃。近日，大足一中举行第24届“春之声”体育艺
术节，青春学子们用体育和艺术活动，传达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呼吁青春学子一心一意跟党走，全场洋
溢着浓浓的家国情怀。

此次艺术节以“学习党的二十大、奋楫扬帆新征
程”为主题，莘莘学子通过小品、相声、情景剧、朗诵、
舞蹈、歌曲、乐器演奏、武术等表演形式，展现自信自
强的青年形象。

该校通过搭建文体艺术舞台，活跃了校园文化
生活氛围，让学子们尽情彰显活力和风采，助力他们
塑造积极健康心态，汲取奋斗动力，受到了学子们的
追捧。

体育艺术节展学子风采

全国“工人先锋号”华菱电梯配件公司补偿链生产车间

彰显工匠精神用产品说话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李海）日前，
大足警方公布了一起针对老年人的“收藏
品”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7000余万元。

99元“鸡缸杯”引诱入局

据警方通报，58岁的大足人罗某对收藏
品比较感兴趣，2021年7月，他在浏览一个
卖收藏品的网站时，看中了一只“鸡缸杯”。

鸡缸杯，是中国古代的瓷器名，饮酒用
具，因其杯壁上画有母鸡公鸡，故称鸡缸杯。

罗某浏览的网页介绍，该“鸡缸杯”
未来增值空间大，收藏价值高，现在活动
价只要99元。

罗某当时一看就心动了，立即填写
身份信息参与活动。随后，一个自称是
苏州盛品文化公司的“郝经理”联系了罗
某，在“郝经理”的推销下，罗某花 99元
购买了这只“鸡缸杯”。

罗某收到“鸡缸杯”后的几个月，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接到该公司“经理”的电
话。冬奥会、建军95周年……对方会推
荐一些与当时重要节点相关的纪念品、
字画、瓷器等，表示这些收藏品均具有很
高的收藏价值，尤其是字画和瓷器等都
是出自名家之手，且都是孤品，今后一定

会大幅涨价。而且，公司会定期组织举
行拍卖会，届时一些有钱人会来高价买
入，他们可以赚取差价，公司只需拿走收
取10%的提成，剩余的钱归罗某。

步步为营 越陷越深

“这种好事为什么会找到我，而不是
你购买或推荐亲戚买。”面对罗某的疑
惑，“郝经理”表示，按照国家相关政策，
内部员工是不允许购买的，亲戚朋友没
有国家收藏网的积分也是不能购买的，
只有像罗某这种此前在网上购买过收藏
品、获得了收藏积分的人才能购买。

“我没有鉴别真假的能力，买这些东
西完全是相信他们。”后来，在对方的介
绍下，罗某先后花费近 40万元购买了

“东奥徽宝”“东方红国玺青白玉（伟人印
章）”等收藏品，以及《千里江山映古今》
《伟大领袖》《万山红遍》等国画。

而且，每每罗某表示手头没钱，对方
就会主动为他争取“优惠名额”，甚至请
自称是前收藏协会“冯会长”等公司高层
领导来协调价格，每次争取到的价格比
原来低出很多，见对方“诚意满满”，罗某
心中又多了几分信任，实在没钱了便找

亲戚借钱来购买。
然而，每次拍卖会临近，对方便以疫

情等理由将拍卖会一拖再拖，到后来该
公司经理、冯会长等人的电话再也打不
通，罗某才发现被骗，于是报了警。

接警后，民警立即请相关专家对罗
某购买的“收藏品”进行鉴定。

“这些书画不过小学生水平。”经专
家鉴定，罗某购买的书画、瓷器等收藏品
的作者虽然在网上能查到，但均不算是
名家，这些作品市场价值不到100元，不
具有收藏价值。而且，名家不会多次创
作同一作品，该公司推出的瓷器、书画等
作品竟是“批量生产”。

由此，警方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以
投资收藏品为名的养老诈骗案。

警方立案侦破

大足警方高度重视，立即立案侦查，
经过串并案，发现全国被骗人数多达
3000余人，受害人年龄集中在 50至 80
岁，涉案金额共计7000余万元。

2022年 7月 31日，大足警方成立专
案组。专案组民警通过大量调查走访和
分析研判，很快锁定了隐藏在江苏省以

魏某为首的犯罪团伙。
办案民警杨航介绍，该团伙按公司

化运行，设有商务部、财务室、人事部等
部门。前期该公司在网上获取了大量人
员信息，这些人大多为中老年人，且有过
购买艺术品或收藏品的记录。公司为每
一个所谓的“收藏品”都编写了对应的销
售话术，并组织开展培训，让员工能够能
灵活运用话术向受害人进行推销。作案
时，销售员会通过公司开发的“呼叫中心
运营平台”，用冒充当地收藏协会会长、
收藏专家、虚假承诺等方式，引诱受害人
购买价格虚高的“收藏品”。

2022年 8月 2日，大足区公安局调
集优势警力，分别前往苏州市、南京市布
控，抓捕行动也随即展开。

8月 3日，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
下，各抓捕组闻令而动，同步对2个窝点
实施收网，一举抓获以魏某为首的嫌疑
人60余名，捣毁仓库1个，查扣冻结资金
1000余万元，查封房产 3套，扣押车辆 6
辆和涉案赃物字画、电脑等若干。

经过突击审讯，魏某等人对其以投
资“收藏品”为诱饵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鸡缸杯”是个坑“收藏品”是诈骗
全国涉案金额7000余万元，大足罗某被坑40万元

民政局“520”不打烊

96对新人甜蜜领证

5月18日，大足区国梁镇卫生院医务人员来到三
凤村开展“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免费为村民开展血压、
血糖、肝功能、肾功能、心电图等多项健康体检，并建立
健康档案，提高村民健康素质，让村民就近享受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摄

免费为村民体检

□ 新渝报记者 罗冠骁 通讯员 刘帮海 文/图

大嗓门、性格豪爽、做事干脆利落，这是很多人见
到肖家平后的第一印象。年近六旬的肖家平，有着硬
朗的身体和永不服输的精气神，她用自己的双手，精心
经营着近十亩的桑葚种植基地。

该基地位于邮亭镇，拥有金桑葚、白玉王、台湾超
长果桑、金强 63号等 80余个桑葚品种，其中，金强 63
号系西南大学验证品种，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五一”小
长假期间，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采摘品尝。

肖家平之前一直在外打工，担任多家桑葚种植基
地的技术顾问，因为敢于吃苦、善于总结经验，在桑葚
品种培育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今，她虽然退休
了，但依然在江北区、垫江县、大足区等地开展技术指
导，还为学校的学生上劳动实践课。

“回来看到老家有不少荒地，心里感到惋惜。想着
自己有桑葚种植技术，老家的环境也适合种植桑葚，便
拿出所有的积蓄开干。”谈及回乡创业，肖家平说道。

修路、整治土地、种植桑葚苗……通过两年多的努
力，桑葚种植基地已初具规模，肖家平的脸上满是笑
容。她说：“在镇政府的帮助下，基地正在逐步完善基
础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集观光、采摘、旅游于一体的
农业休闲产业。”

十亩桑葚兴“家业”

肖家平（右）正在采摘桑葚。

新渝报讯（记者 熊敏秀）“520”谐音“我爱你”，是
每年的结婚登记高峰期。今年 5月 20日适逢国家法
定公休日，为满足新人们完成喜结连理的心愿，大足
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为“爱”加班，共办理结婚登记
96对。

当天8时30分，记者在婚姻登记处看到，每个服务
窗口前都排满了办理婚姻登记的新人。“为了满足大家
在特定日期登记的需求，工作人员全部提前到岗，开启
全部服务窗口。”大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所所长罗莎介
绍道，同时，大足区民政局还增派了人员协助工作指
引，优化了登记流程，提高了新人的办证效率。

同时，在婚姻登记处一楼大厅，大足区民政局还结
合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了“幸福起航”特色颁证活
动，倡导“婚事新办 喜事简办”的婚俗理念。

活动中，新人在庄严的国徽下宣读了《结婚誓言》，
许下了相伴一生的承诺。随后，携手相伴50年的金婚
夫妇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送上了幸福美满、白头
偕老的祝福。颁证仪式结束后，婚姻家庭辅导师向新
人传授了幸福婚姻的智慧经营之法，引导新人们树立
正确的家庭婚恋观。

罗莎介绍，2021年 4月，大足区被确认为全国婚
俗改革实验区，为打造特色颁证基地，倡导文明节俭
婚俗新风尚，大足区民政局打造了重庆婚恋主题特色
街区，不定期举行集体特色颁证活动和日常颁证服
务，充分发挥婚姻登记机关的阵地作用，积极宣传引
导婚俗礼仪新风尚，着力培育文明向上、简约适度的
婚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