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 通讯员 唐荣
华）近日，区计生协工作人员化身“馨爱之家”暖心志愿
者，为我区100余名计生特殊家庭成员举办一场暖意浓
浓的“集体生日会”。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会上，伴随
着生日快乐歌的旋律，大家围成一圈齐声歌唱、许愿、吹
蜡烛、切蛋糕，共同分享这份温暖与甜蜜。

当天，工作人员还与计生特殊家庭成员拉家常、谈心
声，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现状和当前面临的困
难，认真倾听他们对计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鼓励大家保
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勇敢面对困难，乐观生活，并为
他们提供住院护理保险、大病医疗等计生特殊家庭扶助
政策咨询。

下一步，区计生协将持续做好计生特殊家庭帮扶工
作，建立健全服务机制，及时了解计生特殊家庭所需所想，
给予他们心灵上的支持、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鼓励。

百名计生特殊家庭成员
过集体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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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新莲 通讯员 罗
琳）近日，区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古昌司法所，免费将法律
援助送到古昌镇新民村八旬老人刘英（化名）家中。

刘英今年85岁高龄，膝下育有五个子女，且五个子
女都已经成年。2010年，刘英老伴去世后，她便独自一
人生活，如今年事已高，没有自理能力，但几个子女之间
却相互推诿，让老人倍感无奈。

得知这一情况，区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当地司法所，到
老人家中开展上门法律援助服务，签订法律援助方面相
关文书，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完成了法律援助相关手续。

“没想到你们能来家里帮我办理，真是太感谢了。”区
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的上门服务让老人很是感动。接
下来，该中心还将安排律师免费为老人提供法律援助，解
决老人赡养问题。

今年以来，区法律援助中心充分发挥前沿阵地作用，
安排村居法律顾问定期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治
宣传，逐户走访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了解他们的法律需
求，进一步推动法律援助的便利化，提升法律援助的满意
度，实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

接下来，该中心将不断优化法律援助服务，将“法援
惠民生”落实在法律援助工作实践中，有效满足困难群众
个性化多样化的法律服务需求。

八旬老人愁赡养
法援上门解急难

“能拿到川渝首届“巴蜀工匠”杯乡村振
兴技术技能大赛第10名，说明我们所走的生
态肉牛种养循环项目是被专家认可的、值得
继续倾力发展的……”4月12日，清流镇永
兴寺村1组，重庆华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罗道华，欣喜道出参加大赛的收获。当
下，他正利用在大赛中取到的“真经”，加班加
点打造农旅特色农家乐，延伸生态肉牛循环
种养“链”。

从单纯养殖肉牛，到如今养殖、种植、加
工、销售、旅游以及全产业利益联结，发展模
式深受群众赞誉和专家认可，罗道华已奋斗
了10个年头。

2013年初，罗道华结束在外打工生涯，
回到家乡建立肉牛养殖场。逐年边学边干，
罗道华的养殖规模已从最初的12头，变成
现在年出栏肉牛200头左右，建起2栋、约
1300平方米标准肉牛养殖场。同时，流转
260余亩土地种植粮油、水果，通过牛粪发
酵后还土还田，种养循环打造高品质四季花
果园、饲养草料基地和粮油生产基地，既实
现多重经济收益、解决肉牛青储饲料来源，
又为研学、观光、采摘等农旅融合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此外，罗道华凭借在沿海多年的酒店、餐
饮业工作经验，申请注册了伤心牛哥、鲜牛堂
等商标，通过与工厂合作精深加工牛肉干，开
办多家牛肉主题餐厅、新鲜牛肉售卖窗口等
方式，实现“田间”到“舌尖”直接对接的产业
链“闭环”。

循环种养技术成熟，还打下一片大好市
场，腰包鼓起来的罗道华与乡邻慷慨分享发
展成果：

一方面，除土地租金外，罗道华常年为
20余名村民提供养殖场管理、果林管护、门
店服务员等工作岗位，方便大家就近务工增
加收入；另一方面，分别在养殖、种植上采取

“公司+农户（养殖场）”的方式，与川渝两地
村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让大家在成本无忧、
技术无忧、销售无忧中增收致富，“抱团”壮大
清流生态肉牛产业。

“去年牵回来的时候，这25头肉牛平均
每头才600来斤。在罗总传授的专业养殖技
术下，它们现在个个躯干饱满、膘肥肉厚，体
重冲上1000斤，预计8月就能回收，今年稳
赚10来万！”永兴寺村1社的罗勇，就是罗道
华养殖环节利益联结的3个养殖场、4户受益
村民之一。

种植方面，罗道华在部分柑橘树林下套种
喜阴怕阳的中药材黄精，每亩收益达1万元。
打通销售渠道后，罗道华积极向有意向种植的

村民传经送宝，已带领500余户村民加入种植
队伍，订单式发展黄精面积超300亩。

能吃苦、敢拼闯，而立之年的罗道华用实
干实绩捧回“重庆市百名新型职业农民”称
号；其养殖场成为大学生村官合作社合作示
范基地，作为创业者和乡村产业振兴人才参
考、学习、交流的平台。

事业风生水起，罗道华却并未止步。当
下，他又在肉牛产业的“前端”和“后端”发力，
确保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可持续发展。

“前端”，罗道华联手合作伙伴，在内蒙、
河北等地开设联络点，在川渝两地铺设育种
中转站，确保牧区优质肉牛仔直达养殖户，
为养殖户省掉中间商，每头降本1000元左

右，进一步增强养殖户积极性，带领更多养
殖户做大做强清流“渝西万头肉牛养殖基
地”品牌；

“后端”，他正紧锣密鼓筹建加工厂、农家
乐，掌握精深加工资质和技术，一步一个脚印
往“发展5—10家牛肉产品加盟直营店”“搭
建肉牛养殖研学、农旅融合发展平台”等目标
奋进。

“未来，我要继续守好家乡‘牛棚’，坚守
绿色、生态初心，抓好‘种、养、加、销、旅’全产
业链，走好清流生态肉牛产业三产融合发展
之路，为乡村产业振兴贡献应有的力量。”罗
道华坚定表示。

融媒体中心记者 蒋坤红

铺就乡村振兴路 蹚出产业“新路子”
——记清流镇乡村产业振兴“头雁”罗道华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赖家辉）近日，区工商联携手
广东荣昌商会，到河包镇法华完全小学开展捐资助学活动。

活动中，广东荣昌商会为该校2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每
人发放1000元助学金，并为全校学生送去210套校服、217
张课桌椅以及体育用品等，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学生们表示，感谢爱心人士的捐赠，今后会学好文化知
识，磨砺品格意志，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广东荣昌商会自2017年成立以来，每年都会开展捐资助
学活动。截至目前，已为清流、远觉、观胜、铜鼓等镇街400余
名困难学生发放慰问金，向吴家中心校、铜鼓中心校等学校捐
赠空调、电脑、投影仪、体育器材等设备达百万余元。

区工商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鼓励引导更多民营企
业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更多民营力量。

河包法华完小20名学子获爱心捐赠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廖国颖）近日，市公安局交
巡警总队高速公路第五支队荣昌大队走进荣隆中心小学，
开展“知危险 会避险”主题交通安全宣讲，把交通法规和
出行安全常识送进校园，引导学生自觉养成遵守交通法规
的好习惯。

活动中，民警通过播放PPT、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生动
讲解交通安全相关法规和安全常识，重点介绍出行期间的安

全注意事项、高速公路安全行车要点，并在互动提问中，让学
生熟记骑车应佩戴头盔、行人禁止上高速等交通安全知识，倡
导大家争当“交通安全小小宣传员”，引导身边人摒弃交通陋
习，自觉规范交通行为。

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广大师生“知危险，会避险”的自我
防护能力和遵法守规的安全文明意识，为预防和减少道路交
通事故的发生打下坚实基础，受到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

▲罗道华参加川渝首届劳动技能大赛
◀罗道华指导村民种植黄精

近日，清江镇竹林村40余亩黄花风铃木进入盛花期。
放眼望去，一串串、一朵朵小黄花簇拥在枝头，“挤”成一个
个花球，吸引不少游客打卡留念。

黄花风铃木又称黄钟木，花冠呈漏斗形，也像风铃状，
花色鲜黄，花期将持续至本月下旬。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 通讯员 屈德维 摄

黄花风铃木迎春开

平凡岁月，非凡坚守。
追梦路上，我在新闻采编一线坚守了整整40年。
40年，弹指一挥间。蓦然回首，多少风雨，多少坎坷，多

少艰辛，都化为无奈的思绪浮现在脑海里。
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干新闻。在同一个岗位

坚持干40年，对我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我既然选
择了，无论多不容易，我从不言弃，因为我特别热爱这个职业。

40年坚守，源于热爱。为了追逐心中的梦想，我在平凡
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辞辛劳，用一生去奋斗。

我的奋斗故事要从20世纪80年代初说起。那时，我在部
队当坦克兵。1983年3月19日，我写的一篇小说《“棋迷”改行》
在《人民军队报》“战斗”副刊上发表。不久后，部队政治处把我
从坦克连队调到团报道组，当了一名新闻报道员，从此开始了我
的新闻人生。从那时起，我萌发了这一辈子要干新闻的梦想。

有梦想就有奋斗的动力。当了新闻报道员后，我开始向
自己的梦想努力。我刻苦钻研新闻业务，脚踏实地做新闻，先
后在《解放军报》《解放军生活》《人民装甲兵》《人民军队报》、
《甘肃日报》等军内外报刊发表了很多新闻报道，还编辑过《演
习快报》。我在部队报道组干了10年新闻工作，这10年，我8
年被部队评为“优秀报道员”。

1993年，我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来到了荣昌广播电视
台，成为一名电视新闻记者，这一干就是30年。这30年里，我
干过记者、编辑、摄像、编导、制片人、新闻部主任等工作。虽然
换了多个工作岗位，但我对新闻工作的初心不变，从未离开过
采编一线。我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梦想，在采编岗位上不懈奋
斗。我知道，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新闻人，就要懂得坚守。

追梦路上，我切身感受到干新闻的辛苦，特别是当电视新
闻记者那些年，每天起早贪黑，东颠西跑，风里来雨里去，用脚
步丈量新闻。有一年夏天，我到盘龙镇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采
访途中，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我用仅有的一件雨具保护好
摄像机，冒雨在满是泥泞的乡间小路上艰难地步行了一个多
小时。

当我走到村里，雨水湿透了我的全身，而摄像机却完好无
损，保证了采访任务的完成。这部《银梭织出新生活》的电视
新闻专题片，当年获得了重庆市电视奖好新闻一等奖。采访
结束后，我因淋雨感冒高烧不退躺在了医院。

还有一次，我在拍摄7集大型纪录片《荣昌有条濑溪河》
时，右脚不慎扭伤，下地行走十分艰难。为了不耽误拍摄进
度，我每天拄着拐棍，坚持到濑溪河沿岸的乡村采访，由于脚
实在太疼只能坐着拍摄。在拍摄《濑溪人家》时，我和摄像凌
晨3点钟就起床来到广顺街道高瓷村，拍摄菜农打着手电筒
担菜卖菜的镜头。虽然在节目拍摄中我吃了很多的苦，但当
看到节目如期播出，我格外高兴。

梦想激励着我努力奋斗。作为一名新闻人，我没有什么惊
天动地的事迹，更多的是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工作。从1995年
到2008年，我先后策划创办了《荣昌经济天地》《政策面对面》
等多个电视栏目，身兼数职，担任栏目记者、摄像、编辑、制片
人，加班加点是我工作的常态，尽管非常辛苦，但我从不抱怨。

2014年，我从一线记者转为做电视新闻编辑。作为一名
电视新闻文字编辑，每天到了单位，我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电脑
前选稿、改稿、编排节目，工作十分枯燥。新闻编辑工作规范
要求多，责任重大。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意味着不能出一丝一
毫的差错。每天面对一大堆待审的新闻稿件，我都要字斟句
酌，反复推敲，当好新闻的把关人。我在荣昌电视台担任《荣

昌新闻》栏目责任编辑9年，负责审阅编发的新闻稿件至少有
2万多篇，没有出现一次差错。

身为一名新闻编辑，我希望对得起署我名字的每一篇稿
子，每一条视频。《荣昌新闻》栏目每天播出的新闻大多出自我
的手里，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工作压力也大，新闻的背后凝聚
着我的心血、我的默默付出。当一件件出自我手的新闻引起
广泛关注时，我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这也许就是我愿意坚
守采编一线的原因吧。

40年新闻路，40年风雨兼程，有付出，更有收获。40年
来，我一直奋战在采编一线，采写、拍摄、编辑了数以万计的新
闻作品，有50多件作品获得市（省）级以上新闻奖，其中获得
一等奖的作品有20件之多。

记得我在重庆市广播电视优秀作品发布会上发表获奖感
言时，重庆卫视主持人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刘老师，您的作
品获这么多大奖，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呢？”我说：“我最大的感
悟就是用心，用功，只有以‘四力’用心书写，以‘匠心’用功打
磨，才能写出时代华章，奉献精品力作。”我怀揣新闻梦想，把
论文写在荣昌大地上。

近年来，我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有5篇获全
国广播影视学术论文奖，有8篇学术论文获全市一等奖，入选
《2017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年鉴》，《融媒体时代广电人才的理
论视野》一书刊载了《刘友才同志学术理论研究评介》文章。

40年的坚守，也让我获得了一连串闪光的荣誉。我先后
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2019年11月，中华全国新闻
工作者协会授予我“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为社会主义新闻事
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荣誉证书和证章。2017年1月，中共重
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授予我敬业奉献“重庆好人”荣誉称
号。这是对我从事新闻工作40年的最高褒奖。2016年11
月，我荣获全国广播影视“百优理论人才”称号。2017年，我
荣获全区“十佳记者”称号。2021年，我荣获全区“最美退役
军人”称号。我还16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3次被评为
广播电视工作先进个人。2020年12月，我获得了新闻专业
的最高职称——高级记者，成为荣昌区新闻战线唯一获此职
称的新闻工作者。

我从一名报道员成长为一名高级记者，站在了新闻人梦
寐以求的事业之巅，实现了自己的新闻梦想。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今，我仍然坚守在采
编一线，持之以恒，辛勤耕耘。追梦路上，我的脚步不会停止。

追梦路上的坚守
●刘友才

【作者简介】

刘友才，高级记者，全国资深新闻工作
者，全国广播影视“百优理论人才”称号获
得者，敬业奉献“重庆好人”称号获得者，荣
昌区“最美退役军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会员，重庆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荣昌
区社会科学智库成员，荣昌区学术带头人，
荣昌区作家协会会员，从事新闻工作 40
年，50 多件作品获市（省）级以上新闻奖，
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