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
者 杨丽丹 通讯员 李世
望）4月 13日，团区委传来
消息，由区委宣传部、区精神
文明办、区教委、团区委联合
举办的“小记者看大重庆”第
二届重庆市青少年全媒体创
新创意大赛荣昌区初赛正式
启动，全区6至17周岁青少
年儿童均可报名参赛，报名
截止时间为4月21日。

本次大赛以“学习二十
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
——小记者看大重庆”为主题，参赛对象面向全区6至17周岁青少
年儿童，分儿童组和少年组两个组别进行，其中，儿童组年龄为6至
12岁（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出生）；少年组年龄为
13至17岁（2006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出生）。

创作主题须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小记者的视
角，结合自身所见所闻、所思所悟，通过文字和镜头记录幸福生活、歌
颂青春榜样、聆听时代声音、讲好成长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之情，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的昂扬姿态，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
磅礴力量。

创作要求主要分作品类别、格式、版权三个方面：
作品类别，共设图片、文字、视频3个类别。通过动态抓拍、主题

策划等拍摄方式制作图片新闻；用消息、通讯、特写等形式制作文字
新闻；以播报、对话、采访、纪录、剧情短片等摄制方式制作视频新闻。

格式要求，图片作品采用 JPG格式，标准分辨率为 720P或
1080P，可为单图或组图（组图不超过5张），需附50字内文字说明。
文字作品采用WORD格式，篇幅控制在200—500字。视频作品采
用MP4或MPEG横屏格式，时长为90秒以内，宽高比例为16:9，标
准分辨率为720P或1080P。

版权要求，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严禁剽窃、抄袭，禁止使用他人
视频、动画、照片、画面、LOGO等作为素材，不得侵犯他人肖像权、
名誉权、著作权、商标权等。活动主办方拥有对参赛作品的收藏、发
表、展出、出版、宣传等权利，所有参赛作品概不退换，凡投稿者均视
为承认并遵守本通知的各项规定。

参赛选手需将作品和报名表（扫描二维码）一同报送至区青少年
活动中心邮箱2541029916@qq.com。

届时，主办方将根据每类作品总数的8%、12%、20%，分别评出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并为获奖选手指导教师颁发对应等次的“优
秀指导教师奖”，由区级主办单位联合颁发奖状。另外，初赛评选出
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将推报到市级大赛组委会参加终评。

“小记者看大重庆”
荣昌区初赛报名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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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杰）日前，2022年度重庆
市“中华魂”（中华好家风）主题教育读书活动演讲比赛获奖名
单出炉，我区多名学生斩获佳绩。

此次比赛由市委宣传部、市关工委、市文明办、市教委、市
文化旅游委、团市委联合举办。以“中华好家风"为主题，分为
小学组、中学组、青年组，经各区县、单位层层选拔推荐，全市
共有346名选手进入决赛。

经过激烈角逐，比赛共评选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各若干名。其中，我区桂花园小学学生易海心、西南大学

附属中学荣昌实验学校学生颜晰月、荣昌中学学生唐浩获得
一等奖，峰高中心小学学生陈鸿熙获得二等奖，棠香小学学生
康译文、玉屏实验小学学生王善舟、荣昌中学学生贺诗妍和罗
琳炎、区职业教育中心学生伍国鑫获得三等奖。

“此次比赛为选手们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提升自我的平
台，既让大家深刻感悟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切身体会到新时代
家风文化。”区关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委将开展一
系列相关活动，大力加强家风建设，厚植家国情怀，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

重庆市“中华魂”演讲比赛落幕

荣昌学子斩获多个奖项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 通讯员 李杨智）
4月11日，区公安局联合区林业局对依法收缴的一批中华蟾
蜍进行放生。

据了解，区公安局盘龙派出所民警夜间巡逻时，在龙王
村4组抓获2名非法狩猎的犯罪嫌疑人，收缴41只活体蟾
蜍，随后将嫌疑人及查获的蟾蜍移交食品药品和生态环境
犯罪侦查支队。经鉴定，查获的蟾蜍系两栖纲无尾目蟾蜍
科中华蟾蜍，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生命体征正常，具
备野外生存条件。

为确保野生中华蟾蜍不受二次伤害，民警当即联系区林
业局工作人员，寻找附近适宜中华蟾蜍生存的山林，将其放归
自然。

目前，2名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狩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蟾蜍是多种害虫的天敌，
也是农作物的保护卫士，与麻雀、壁虎、青蛙、蛇类等收录于
《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名录》，对维护生态平衡，改善自然环境，促进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民警提醒：野生中华蟾蜍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
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随意猎捕和出售。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
非法猎捕和出售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为，请广大群众积极
举报有关线索，警民携手营造保护野生动物、爱护野生动物的
良好氛围，共同守护生态环境安全。

40余只野生中华蟾蜍被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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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天蒙蒙亮，在铜鼓镇万福桥
社区荣昌区高山养鸡专业合作社的鸡苗育
雏场里，4万余只体格健壮的鸡仔叽叽喳喳
叫个不停。合作社负责人邓荣芬一早来到
鸡棚，仔细检查鸡苗的健康状况。

“每天起床洗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检
查鸡棚的温度、湿度以及鸡苗的健康状况。”
看着活力四射、精神抖擞的小鸡仔，邓荣芬
满脸笑容，“如今鸡舍里都是20天左右的鸡
苗，存栏量4万余只，再喂养50多天就可以
对外销售了。”

2002年，邓荣芬与丈夫康钦林萌生了
培育鸡苗的想法。说干就干，夫妻俩在选购
鸡苗品种、饲料投喂、防疫管理等方面开始
慢慢探索。

“第一批共伺养了3000余只小鸡，经过
细心喂养，出手后，稍有收获，这也让我产生
了扩大养殖规模的想法。”邓荣芬笑着说。
第二年，她和丈夫又养了2000余只鸡苗，纯
利润近3万元。挖到第一桶金的邓荣芬对
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好景不长，2004年，由于缺乏科学
的饲养技术，加上养殖设备和环境控制设施
简陋等原因，邓荣芬的鸡苗养到最后只剩下

1000余只。
“看到死掉的小鸡，心里很不是滋味。”

现在回想起来，邓荣芬心里还隐隐作痛。然
而，这次失败非但没有让她打退堂鼓，反而
激起了她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经过
不断摸索，认真总结经验，邓荣芬意识到，自
己之所以失败，是吃了不懂技术的亏。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好学
的邓荣芬为了弄懂鸡苗生病的原因，主动
向市畜牧科学院技术专家学习鸡苗疫苗接
种、鸡舍温湿度控制、消毒等实用技术，并
严格按照所学的知识，定期为雏鸡进行疾
病防疫。此外，她还通过购买养殖专业书
籍、请教养殖能手、参加养殖技术培训班、
外出考察养殖行情等方式，全面提高自己
的养殖技术。

就这样，第三批鸡苗在她和丈夫的悉心
照料下，实现纯利润4万余元，这也让邓荣
芬坚定了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实现专业化管
理的决心。

2007年，邓荣芬和丈夫成立荣昌区高
山养鸡专业合作社，建设养殖基地。

贷款、流转土地、建厂房、买设备、建设
育雏室……每个环节邓荣芬都亲力亲为。

刚开始，为了更好地照看鸡苗，夫妻俩还住
进鸡场的毛坯房。“当时条件虽然辛苦，但
我们乐在其中。每天看到小鸡们活蹦乱跳
的，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满足。”邓荣芬笑
着说。

如今，随着养殖技术和生产设备的逐步
升级，邓荣芬养鸡场的效益也逐步显现。由
于雏鸡品质过硬、成活率高，吸引了大批云
南、贵州、四川以及湖南、湖北等地的客户前
来选购。邓荣芬的养殖信心也越来越足，鸡
场由当初的占地不足1亩地的小鸡舍变成
了现在占地20余亩能容纳3个大棚、1个饲
料加工间的大鸡场，年销售鸡苗量达40余
万只，年销售额600余万元。

带头致富不忘乡邻。近年来，邓荣芬不
仅聘请了20余名当地群众到养鸡场务工，
增加村民收入，还免费为其他农户开展养殖
技术培训，带动更多养殖户致富。

“我们计划引进一批先进的管理设备，
进一步提升鸡苗品质和产量，在带动周边养
殖户增收的同时，走出一条品牌化发展道
路。”提起未来，邓荣芬信心满满。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丽丹 通讯员
李 杨

邓荣芬查看
鸡苗健康状况

4 月 11 日，我区第二届运
动会篮球比赛、乒乓球比赛圆
满收官。

经过激烈角逐，教育系统、
昌州街道、宸予体育分别获得
篮球比赛机关单位组、镇街组、
驻荣企业组冠军。区卫生健康
委包揽乒乓球比赛男、女团体
（机关）第一名；昌州街道、清江
镇分别获得男子团体、女子团
体（镇街）第一名。

融媒体中心记者 廖国
颖 王新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