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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郎兴花）近日，双桂街道开展 2024 年

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演练，进一步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提高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应急救援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演练前，双桂街道组织开展有限空间及有毒有害场所作

业安全集中培训，通过观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教育片和警示

片，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同时，邀请重庆市梁平排水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现场培训有限空间作业应急器材和装备的正

确使用方法。

演练模拟作业人员在疏通污水管道作业时突发意外，中

毒晕倒。情况危急之下，作业监护人及时上报，迅速启动《有

限空间作业应急预案》。应急指挥部下达指令，指挥协调组、

抢险救援组、安全警戒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 5 个小组

近 20 人迅速到位，展开应急救援处置行动。救援人员严格

遵循“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原则，成功救出被困人员并

抬上救护车，圆满完成演练任务。

“通过演练，我学到很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知识和救援

技能，今后将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提高应对突发事故的能

力，为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贡献

力量。”双桂街道

应急救援队队员

赖正峰说。

双桂街道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演练

提高事故应急救援能力

情系都梁情系都梁
守护平安

本报讯 （记者 谢清城 见习记

者 谢 丹）近日，重庆市 2024 年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培训与经验交流片区会（第

二期）在我区召开，来自万州、开州、城口、

梁平等11个区县的50余名教育工作者互

动交流，探索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

有效路径，共同促进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

发展。

参会区县教委、学校部分代表在会上

介绍了本地、本校深入推进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工作的具体情况，我区双桂幼儿

园、品字小学、礼让初中有关负责人作经

验分享。据介绍，近三年，梁平区教委投

入 2000 余万元改善各中小学、幼儿园教

学设施和办学条件，完成 20 余所中小学

共300余间教室的灯光改造、10余所学校

实现护眼灯迭代升级，购置 10 余万套升

降桌椅，全面打造学生健康用眼环境。同

时，从社会宣传、学校宣教、专家进校三个

方面普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和健康用

眼知识，营造了全社会关心、重视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的良好氛围。

会上，市学生科学体育艺术发展中心

负责人从国家和市级层面详细解读了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相关政策。他强

调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任重道远，要

加强校家社协同，继续深入开展近视筛

查、屈光发育档案建立、户外活动开展等

各项工作，加强近视防控科普知识宣传，

进一步推动各地各校筑牢近视防控防线，

守护学生的光明未来。

来自市疾控中心、市人民医院的专家

开展专题培训，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的成

因、防控作深度分析，让与会人员进一步

了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相关知识，整体

提升我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水平。

重庆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培训与经验交流片区会在梁召开

共同守护学生光明未来

本报讯 （记者 谢清城 见习

记者 谢 丹）“近视可防、可控、可

矫正，但不可治愈。保护儿童青少年

视力健康发展重在预防⋯⋯”近日，

在重庆市 2024 年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培训与经验交流片区会上，市人民

医院眼科专家易姝受邀作专题讲座，

为 11 个区县的 50 余名教育工作者上

了一堂生动的近视防控课。

易姝介绍，儿童青少年近视具有

一定的遗传因素，如果父母一方或双

方患有近视，孩子发生近视的风险高

于常人。遗传因素是无法改变的，但

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进行预防和控

制。如家长和老师可以帮助孩子合

理安排学习和休息 时 间 ，养 成 正 确

的阅读和写字姿势，每天保证孩子

有 2 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时间，严格

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间，注意采光照

明，定期进行视力检查等。

“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有两大

误区，一是防蓝光眼镜能够保护儿

童视力，二是视力康复训练能够治

愈近视。”易姝称，电子视频终端发

出的蓝光强度非常弱，是自然光的

几 百 分 之 一 。 儿 童 使 用 电 子 视 频

终端与近视的关系，更多的在于阅

读 距 离 和 阅 读 时 间 ，与 蓝 光 无 关 。

如 果 不 是 每 天 长 时 间（8 小 时 以

上）盯 着 手 机 或 电 脑 看 ，儿 童 不 必

戴防蓝光的眼镜。此外，视力康复

训练只能暂时提高裸眼视力，并不

能改变屈光度和眼轴长度，提高的

时间和程度都是有限的，并不能治

愈近视。

孩子已经近视了，该如何控制近

视发展呢？易姝表示，目前临床上被

证实能够有效减缓近视的常用方法

是：低浓度的阿托品眼液、角膜塑形

镜、离焦框架眼镜。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种方式

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且

要定期复查，才能更有效地控制近视

发展。”易姝说。

专家支招 保护儿童青少年视力重在预防

“出摊咯！”近日下午两点半，肖绍

顶推着一辆挂着“肖饼子”招牌的流动

摊位车准时出现在梁山街道毕家巷的

那棵黄桷树下。

“老肖，给我来一个红糖烤饼。”不

一会，摊位前陆续有顾客驻足等候，只

为品尝一口新鲜出炉、热乎乎的红糖

烤饼。

今年 50 岁的肖绍顶是红糖烤饼

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他说，这门技艺学

自他的父亲。小时候，每当父亲在做

饼时，他便站在烤炉旁，一边等待给饼

翻面，一边观察父亲的制作手法。就

这样，在耳濡目染和父亲的教导下，肖

绍顶将这门手艺和“肖饼子”的招牌传

承和发扬下来，一做就是三十多年。

红糖烤饼的每一道工序都是纯手

工制作，从和面、揉面、配馅、揪面团、

包馅料、擀面饼直至烘烤出炉，每一道

工序都关乎红糖烤饼的口感。

“但最关键的是要‘三好’，也就是

面好、糖好和烤得好。”肖绍顶介绍，面

好是关键，只有把面发好了，做出来的

饼皮才柔韧劲道；红糖要选用口感绵

密的优质红糖，将其敲打成细腻柔软

的泥蓉状用作馅料；烘烤则要格外注

意火候，火太大了会把饼烤糊，火小了

烤不熟。

制作时，将发好的面揪成每个约

一两二重的面团，再用手按扁，包上红

糖馅料，再拿擀面杖将其擀薄，红糖饼

的雏形就做好了。接下来就是烤制，

将擀好的红糖饼先放在平锅上加热定

型，然后转移到炉子上烘烤，并不时翻

转，确保受热均匀。在这个过程中，饼

会慢慢膨胀起来，里面的红糖馅料也

会在温度的作用下渐渐融化，均匀地

贴在内壁上，散发出面和红糖特有的

香味，待饼皮烤到两面焦黄便可出

炉。热乎乎的红糖烤饼吃到嘴里满口

香甜，老少皆宜。

“肖饼子”红糖烤饼深受广大街坊

邻居的喜爱，不仅是因为它口感香甜、

物美价廉，还因为这张饼里包含着许

多人儿时的味道和记忆。

“我上小学时，肖叔叔就在这里卖

红糖烤饼，现在我的孩子也喜欢吃，我

们家两代人的儿时味道都离不开‘肖

饼子’红糖烤饼。”市民陈珊一边等候

红糖烤饼出炉，一边回忆道。

谈起多年来制作红糖烤饼的心路

历程，肖绍顶说，一开始是想学好这门

手艺，用它来养家糊口，但现在还想着

把这门手艺传承好，为街坊邻居守住

一口“老滋味”。

红糖烤饼，这个听起来简单又朴

实的食物，却是肖绍顶多年来的用心

制作和坚守，陪伴他从青葱岁月走到

半百之年，也承载着许多梁平儿女童

年的甜蜜记忆。肖绍顶用老手艺让这

份甜蜜永留心间，回味无穷。

都梁工匠

本报讯 （记者 谢清城）连日来，重庆市公路养护人

才技能突破计划培训在梁平举办，来自万州、黔江、涪陵等

19个区县的50余名公路机械设备操作手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由市交通运输委主办、市公路数据服务中心承

办，为期3天，采用“邀请专家专题讲+业务能手带头讲+外出

观摩实地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中，来自江苏省交通

技师学院的专家教授详细讲解了公路养护设备的结构组成

和维护保养、公路养护作业安全施工等内容，具有针对性和

实用性。实训实操环节中，梁平区优秀机械设备操作手进行

挖掘机、清扫机、压路机等操作示范，巩固课堂知识。参训人

员还实地观摩 2020 年度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渔米

路，感受梁平“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的实效。

“梁平作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近年来持续加大

专业化、机械化养护队伍建设力度，购置了一批先进的公路

养护机械设备，发现和储备一批公路应急抢险和日常养护作

业人才，给全市公路养护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市公路

数据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在梁平举办全市公路养

护人才技能突破计划培训，希望各区县公路养护作业人员加

强交流、取长补短，进一步提升机械化养护实操水平，为交通

强市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据了解，今年我区聚焦“地方公路品质提升年”，全面抓

好“积极开展地方公路养护市场化改革、着力提升地方公路

技术状况水平、深入推动落实农村公路路长制”三大行动，全

力推进全区综合路况水平长足进步，力争公路工作成效评价

迈入全市前列，逐步形成在全国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特色

公路品牌。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谢 丹 罗梦璐）近日，区妇联

“巾帼普法乡村行”反家暴宣传走进荫平镇新拱桥村，增强

村民反家暴意识，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障妇女儿

童的合法权益。

“大家觉得冷暴力算不算家暴？”“冷暴力也是家庭暴

力的一种，它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自我否定

感，而且还会影响身体健康，导致失眠、食欲不振⋯⋯”活

动 中 ，律 师 陈 嘉 用 通 俗 易 懂 的 语 言 ，结 合 真 实 案 例 ，讲

解 了 家 庭 暴 力 类 型 、危 害 以 及 处 置 方 法 、法 律 责 任 划

分，让村民了解家庭暴力的严重性和普遍性，为妇女群

众在面对家庭暴力时如何进行自我保护提出实用建议，

并介绍维权途径。

“这次宣讲活动让我学法、知法、懂法，如果遇到家庭

暴力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以便更好地保护自己。”新拱桥

村村民程继菊说。

“巾帼普法乡村行”反家暴宣传走进荫平镇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重庆市公路养护人才技能突破计划
培训在梁举办

为交通强市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梁平发布”微信公众号“家在梁平”新闻客户端

更多资讯，拿出手机扫一扫关注下载

记 者 手 记

肖绍顶，这位红糖烤饼制作技

艺传承人，虽年近半百，但他终其一

生，只为一事。

三十多年来，肖绍顶深耕烤

饼领域，始终坚守着这份手艺，用匠

心和巧手留住传统工艺，留住乡

愁。他用简单的食材制作出独特的

家乡风味，一张饼里包裹着香甜的

红糖，也承载着他的匠心手艺和一

代人的情感、记忆。他是众多手艺

人中的一员，在城市的一隅坚守着，

几十年如一日，所有的风霜裂变都

留在手上，从最初烤饼时常常被烫

起水泡，到现在练就一双“铁砂掌”，

手上的厚茧是他最忠诚的陪伴和

见证。

每天下午两点半准时出摊，是

肖绍顶多年来的习惯，他说，他就

同巷子里的那棵黄桷树一样，默默

扎根、努力生长，虽不起眼，却为街

坊邻居们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小巷

记忆。

有道是，心心在一艺，其艺必

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正是

有着许多如肖绍顶一般可敬可爱

的工匠传承人的坚守和传承，工

匠技艺才能经得住时间的洗礼，

并且可以历久弥新。择一事终一

生，不为繁华易匠心，正是他们的

真实写照。

肖绍肖绍顶顶：：用老手艺用老手艺““守住守住””老滋味老滋味
文/图 本报记者 舒琪琦

择一事，终一生
舒琪琦

▲近日，梁山街道毕家巷，肖绍

顶在制作红糖烤饼。

▶近日，梁山街道毕家巷，肖绍

顶在为红糖烤饼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