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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大吉喜洋洋，千秋万古送吉祥。大足区万古镇党委、政府携全体干部职工恭祝全区人民巳巳如意！新年快乐！▲
▲大足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携全体职工恭祝全区人民蛇年大吉、蛇来运转！▲

▲双桥经开区建设管理局全体职工恭祝全区人民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忠诚担当，路通万家。大足区交通运输委恭祝全区人民蛇年大吉万事顺！心想事成好运连！▲

▲建设美丽大足，呵护最美家园！大足区生态环境局恭祝全区人民新春快乐！四季平安！▲
▲值此新春之际，大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给全区人民拜年啦！恭祝大家蛇年大吉！喜庆有余！新年快乐！▲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恭祝全区人民蛇年大吉！万事如意！福满乾坤！▲
▲祥蛇献祥瑞，新景映春晖！大足区棠香街道办事处恭祝全区人民蛇年大吉！阖家安康！新春快乐！▲
▲辞旧岁，贺新春！2025，数惠民生！大足区统计局恭祝全区人民蛇行大运！百福具臻！新春快乐！▲

▲祥蛇送福香国绕，育贤之路花长笑。志气凌云，奋勇争先！

香国小学给大家拜年啦！祝大家学途顺意！蛇年大吉！岁岁平安！新春快乐！▲
▲瑞气盈门，岁序更迭。值此新春佳节，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大足区分中心向广大缴存单位、缴存职工和社会各界

关心关注公积金工作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祝愿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吉祥安泰，蛇年大吉！▲
▲2025齐心共创，蛇年辉煌！重庆市农商行大足支行祝大家新春愉快！“腾蛇”破浪！势不可挡！▲

▲祥蛇贺岁，福满驾途！大足万友给大家拜年啦！恭祝大家蛇年行大运、福泽满乾坤。▲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 曹栋 陈小雪
文/图）1月 22日，记者走进位于大足区智
凤街道的宝顶酿造有限公司车间，调料香
气四溢，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地熬制底料、
冷却处理、打包装运，呈现出一片繁忙有
序的景象。

“今天早上 6点，工人们就加班加点生
产，为湖南省长沙市四小龙商贸公司赶制订
单产品。16吨火锅底料、豆瓣酱，今天就要
发货，价值 20多万元。”宝顶酿造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曹忠见介绍道。

公司总经理杨恒也分享了他的喜悦：
“从今年 1月份开始，我们的‘重庆老火锅’
底料订单量不断攀升。这款底料精选优质
辣椒与花椒，搭配数十种天然草本香料精心
熬制而成。现在，我们每天生产的产品都立
即装运销售到全国各地市场。”

春节临近，随着人们宴席的增多，大足
冬菜酱、火锅底料、豆瓣酱等调味品迎来销

售旺季。宝顶酿造有限公司的 5条生产线
全部开足马力生产，平均每天约有 40吨产
品投向市场。预估 1月的销售额将到 300
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的另一款产品——
“大足石刻晒缸豆瓣”也备受市场青睐。“大
足石刻晒缸豆瓣”的酿制工艺源自 1920年，
传承至今已逾百年。在上世纪 90年代，调
味师们在非遗技艺的基础上增加了熬制工
艺。这款豆瓣凭借独特的非遗酿造技艺和
健康食品理念，在春节前荣获了中国农业电
视电影中心·乡村振兴赋能计划“年度百佳
优品”殊荣。

如今，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宝顶酿造公
司将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文化元素融
入产品包装，推出了系列调味品礼盒装。“未
来的市场将更加注重产品的个性化、健康化
和绿色化。健康食品将会成为市场的主
流。”杨恒表示。

宝顶酿造

调味品订单“俏”生产忙

宝顶酿造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打包装运调味品。

雍溪古戏楼上演“好戏”。

新渝报讯（记者 余佳 文/图）1月 22日
上午 10时未到，大足区雍溪镇的百年古戏
楼内已是高朋满座。这里即将上演一出“好
戏”，唱戏的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项

“梅花奖”的获得者，而听戏的大多是雍溪镇
十里八乡的川剧“老戏迷”。

“咚咚锵——”随着锣鼓响起，“梨园迎
春·雍溪里”川剧主题活动拉开帷幕。王超、
吴熙、虞佳等数位成渝两地的“梅花奖”获得
者一一登场，为观众们带来《问病逼宫》《盛
世百花》《死水微澜》等经典剧目。“演一折白
首不分离，唱一曲梅寒香自开。”一声声婉转
动听的川腔，吸引了台下众多观众，大伙儿
连连拍手叫好，一些“戏迷”不仅用眼睛看不
够，还掏出了手机将这一出出“好戏”全程记
录下来。

“我们雍溪是‘老戏场’，我记得上初中
的时候，不仅古戏楼，整条老街全是唱戏、
听戏的人，那场面叫一个热闹咯！不过后
面就中断了，没人再唱戏也没人听戏了，场
镇的烟火气消减不少。”今年61岁的欧邦建
是雍溪镇石堡村 4组村民，他从小爱看川
剧，是个“老戏迷”，说起古戏楼的变化，他
感慨万分。“好在这两年，古戏楼的川剧演

出又恢复了，每到一些节会，熟悉的曲目又
会重新上演，仿佛回到了过去的时光。”欧
邦建说。

雍溪古戏楼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年，有着
百年历史。而雍溪与川剧的缘分则在更早
的盛唐时期就已结下。戏言“甕溪场人生得
犟，栽秧打谷把戏唱”，唱的便是雍溪人爱演
戏、爱看戏的传统。几百年来，雍溪人爱戏
的传统代代相传。尽管在时代浪潮的冲击
下，当地川剧演出有过中断，但雍溪人从未
忘记这一传统文化。近年来，雍溪镇立足

“川剧之乡”定位，以“雍溪里有戏”传统文化
活动品牌为媒，不断将雍溪打造成为川剧文
化传承基地，目前，该镇已成功举办三届川
剧文化艺术节。

“舞台是传统的、观众也是传统的，一切
是那么原汁原味！”吴荻是北京某高中的美
术老师。川剧展演前一天他正在宝顶游览
大足石刻，一位好友告诉他，大足有场“好
戏”让他千万别错过。观看完表演后，吴荻
告诉记者：“看川剧就是要在这样的环境里
才有意思，尤其是台下的老人们，他们对川
剧的那种‘痴迷劲’，深深打动了我。”

“现在的川剧越来越让人听得懂了，也

越来越有意思了！”大二学生田加乙虽是雍
溪镇人，但以往她对川剧的印象大多停留在
听不懂的唱腔上，直到在最近的川剧文化艺
术节上，才刷新了她对川剧的认识。“现在的

川剧给人不同以往的感受，越来越有魅力
了！今年寒假我准备报名我们镇的川剧文
化兴趣班，希望能对川剧有更多了解，更好
地传承家乡文化。”田加乙说。

雍溪百年古戏楼演“好戏”

新渝报讯（记者 何美林 实习生 彭茜 通讯员 杨树
文）“经历了 10多年的等待，今天总算是解决了心头大
事，终于有了自己的房产证，心里踏实了。”1月 22日，在
中敖镇回龙街社区“不动产权证书”发放仪式上，拿到房
产证的社区居民陈明文喜笑颜开。

据了解，中敖镇回龙街区商贸中心项目因开发商
擅自改变设计、资金链断裂、土地被抵押等原因，200
余户购房户 12年以来一直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为
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事，中敖镇组织工作专班，深
入走访，全面了解项目情况，找准“办证难”症结所在，
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单位、企业，经争取政策和多方协
调，逐一化解了产权办理过程中的问题，打通了产权办
理路径。

目前，首批 20户居民已得到了房屋产权证，其余正
在逐批办理中。中敖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关注并
探索合理解决路径，优化办事流程，提高办证效率，推动
历史遗留问题“应化尽化”，不断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幸福
感和获得感。

中敖镇：

心系群众解“证”结
产权办理暖民心

1 月 21 日，大足区高升镇十七届人大七次会议召
开。会议听取大足区高升镇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等事项。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1 月 22 日，在大足区智凤街道阮家村，街道工作人

员、村支两委人员以及大足区润华机械制造厂的爱心志
愿者们开展了“送温暖”活动，将大米、玉米油、牛奶、书包
等慰问物资分发到特困户、大病患者、重残人士、老党员
以及留守儿童的手中，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为他们送去
社会的关爱与温暖。

新渝报记者 黄舒 通讯员 王志强

新渝报讯（记者 毛双 实习生 宾振宇）1月22日，由
大足区关工委、大足区科技局主办的“科技星空”冬令营
活动正式开营，邀请留守女童、困境儿童、“中华魂”优秀
选手等30名青少年到大足区科技馆开启探索之旅，培养
孩子们的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

太空荷花的来源、切割磁感线发电、地震爆发原
理……在科技馆内，孩子们被丰富多彩的科技展品深深
吸引。在讲解员的引领下，他们先后参观了基础科学厅、
防灾减灾厅、科技乐园厅等，兴趣盎然地体验各项科技设
施，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与乐趣。

“太有趣了，这些展品不仅好玩，还能从中学到很多
知识。”学员张澜馨在体验每一项科技设施后，都会拿出
本子记录。活动中，孩子们还在消防员的带领下参观了
馆内的消防展区，更加直观地了解消防安全知识。

此外，活动还组织孩子们到大足石刻游客中心观看
了4K宽银幕影片《天下大足》、8K球幕电影《大足石刻》。

大足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仲伦参加开营仪式。

“科技星空”冬令营
点亮青少年科技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