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卫生健康委近日传来消息，我区已分别在广顺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双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尘肺病康复站。截至
今年3月，我区已建立尘肺病患者康复档案438份，开展康复评估
1.4万人次，康复治疗1.5万人次。

■近日，我区邀请大足、壁山、开州等全市13个区县的科普大
篷车，来荣开展“科普大篷车渝州行”活动，为吴家镇中心小学、清
流镇中心小学等10所学校7000余名学生普及科学知识，提升科学
素养。

■近日，由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
者协会评选的2022年“‘科创筑梦’助力‘双减’科普行动”优秀单位
名单出炉，我区青少年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榜上有名。

■日前，区民政局携手区知灯社工志愿者走进观胜镇、双河街道
等8家镇街敬老院，教授老人荣昌折扇的制作方法，让老人在制作中
体验创作乐趣，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的浓厚氛围。

■近日，成都中医药大学全国名老中医杨宇教授传承工作室和
廖品正国医大师工作室传承工作站落户区中医院，双方将重点围绕
学术传承、人才培养、临床坐诊等方面开展合作，推动荣昌中医药事
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我区夏布织造技艺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芃芃创作
的夏布绣作品《荔枝图》，受邀参加“绣美巴蜀——成渝双城蜀绣展
（成都站）”，该作品展现了荣昌夏布和蜀绣这两项国家级非遗文化的
创新结合，深受观展人员好评。

■区消防救援支队近日走进中国烟草重庆荣昌分公司，通过分
享案例、讲解理论知识、开展实战演练等，开展现场消防技术服务指
导，提升企业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和火灾风险抵御能力。

■我区2023年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近日在区职业教
育中心启动，通过防溺水情景剧表演、安全知识讲座等，提升全体师
生安全意识，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

■心灵成长社课堂近日在宝城初级中学开课，通过“知识讲解”
“艺术疗愈团辅”“分享讨论”等，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与心理复原力。
接下来，团区委将在全区23所中小学打造“心灵成长社”，助力青少
年健康成长。

■近日，广顺小学组织学生在广顺街道柳坝村开展稻田插秧研
学活动，让孩子们现场学习插秧技巧，体会劳动的辛苦与喜悦，培养
和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近日，高新区实验小学首届“五彩节”活动开幕，活动设置劳动
技能大赛、艺术节书画比赛等赛事，以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
养，展示学校文学、科技、体育等方面的教育成果。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佳佳 向虹霖 张 雪 杨丽丹 吕
华 廖国颖 王新莲 赖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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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区书法家协会走
进峰高街道千秋中心小学，
开展“书香校园”活动。活
动中，志愿者“以笔会友”，挥
毫泼墨，并现场将制作好的
书法作品赠送给学生们，让
他们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培养书法兴趣，
增强文化自信。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向虹
霖 摄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蒋坤红
通讯员 陈家会）连日来，清流镇中心小学
开展困难学生走访慰问活动，由校领导带
队，为困难家庭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用行动
把关心关爱送到他们心坎上。

“今天我们一起看看，这学期定下的目
标完成得怎么样了？”“自从上次和您沟通
家校联动教育方法后，这学期孩子明显开

朗了很多，学习热情也高了起来！”……走
访中，慰问组带上慰问品走进困难学生家
中，与监护人深度沟通，交流学生学习生活
情况、思想动态。同时，认真倾听学生心
声、化解学生问题，进行点对点帮扶，为开
展差异化、针对性培养奠定基础。

“家庭困难的学生身上，多有信心不
足、内心封闭等表现。组织教师走进他们

的生活，一方面是拉近学校与家庭之间的
距离；另一方面，通过点赞孩子的良性改
变、制定阶段性学习目标、帮助提高学业等
方式，指导他们在逆境中养成自强不息、刻
苦学习的好习惯，让他们感受到学校大家
庭的温暖，以自信自立自强的信念勤奋学
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清流镇中心小学
负责人表示。

清流镇中心小学

上门听声解难 把温暖送到心坎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丽丹
通讯员 廖 丹）近日，共青团中央作出
表彰决定，授予481名同志“全国优秀共
青团员”称号，荣昌区知灯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理事长袁滋润榜上有名。

袁滋润，是一名专注儿童保护、为青少
年增能赋权的社工师。2018年，他带领荣
昌本土社工创立荣昌区第一批专业社工机

构——荣昌区知灯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带
领团队累计承接7个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项
目、6个市级财政资金支持项目、26个区级
财政资金支持项目，服务特殊困难群体2.4
万余人。他立足岗位，发挥专长，积极参与
青少年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带领团队关爱
帮扶困境儿童，协助检察官开展司法社会
调查，帮助53名涉案未成年人“青春再出

发”。疫情期间，他牵头成立疫情防控青年
社工突击队，动员社工、志愿者1635人，为
困境儿童、空巢老人、特病患者提供免费心
理援助与社会工作服务等1.6万人次。先
后荣获“2019—2020年度重庆市青年岗
位能手标兵”、2022年“重庆市优秀共青团
员”、2022年“最美为老服务社会工作者”
等荣誉。

荣昌青年袁滋润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快 讯

做活绿色产业 带动村民致富
——记仁义镇永灵村乡村振兴“头雁”郑明

4月21日上午，仁义镇永灵村西瓜
种植基地里，一个个标准化大棚整齐排
列，重庆市弘洲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下称

“弘洲公司”）负责人郑明正穿梭在大棚
里，为务工村民讲解西瓜苗管护技术。

郑明创建的弘洲公司，主要从事绿
色有机蔬菜、水果种植及生物有机肥生
产，经过几年发展，公司逐步发展壮大，
目前已流转近1000亩土地种植绿色蔬
菜、水果，并获得多项专利技术，为现代
农业赋能。

郑明与农业的结缘，还要从一次食
物中毒事件说起。

高中时，郑明在一次踢球后，将西
红柿洗了洗直接生吃了，不曾想因农药
残留，出现食物中毒，在医院住院近半
个月。经历了此次生死考验，原本打算
学习 IT专业的郑明重新规划了自己的
职业理想。

“绿色农业、绿色食品越来越受到
消费者的重视，现代农业有着良好的发
展前景，农业农村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
地。”怀揣着这样的梦想，郑明大学选择
了农学专业。2013 年，大学毕业后的
郑明回到老家创业，干起了畜禽养殖，
后又于 2016 年成立弘洲公司，着力发
展种养业。

为提高农业种植效率，郑明自主研
发了生物有机基质无土栽培技术。

“当时有朋友在规模种植西瓜，但每
年都需要换地种植，如此一来，流转土
地、大棚搬迁、薄膜换置等都增加了种植
成本。”为了解决植物重茬的难题，郑明
尝试了很多办法。

椰糠、锯木渣、菌菇渣……郑明找了
多种基质做实验，但都存在成本高、保水
差等问题。不死心的郑明网上学、书上
找，还到全国各地向专家请教学习，最终
决定用纯猪粪养殖蚯蚓，来生产有机肥
——蚯蚓粪。

“将有机肥作为基
质，对西瓜进行无土栽
培，可以很好地解决西
瓜重茬的问题，同时西
瓜的品质、口感、产量也
能得到大幅提升。”郑明
介绍，利用这项技术，每
亩土地可种植西瓜苗
820株，是普通种植方
法的两倍，其产量可达
到每亩10000斤，比普
通 种 植 方 法 高 出 近
4000斤。

2018年，郑明申请
了生物有机基质无土
栽培国家专利，并于
2020年成功应用到西
瓜种植上，大大提高了
种植效益。

同时，郑明还取得
国家生物有机肥生产专
利，并将该技术广泛应
用于农业种植上。

目前，弘洲公司已
在仁义镇永灵村及长寿
区流转土地1000亩，种植西瓜、红苕尖、
辣椒、韭菜等瓜果蔬菜。因采用绿色种
植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其农产品不仅品
质高，产量也比采用传统种植方法高出
好几倍。“现代人大多注重食品的绿色健
康，所以我们的农产品根本不愁销。”郑
明说。

此外，弘洲公司还建设了占地约10
亩的农业科学数据研究技术中心，通过
对光照、用水、肥料等多种因素的研究控
制，实现在不同环境条件下都能种出高
品质的农作物。该公司还凭借其无土栽
培等专利技术，与全国各大农业企业及
科研院所达成长期战略合作，既吸收引
进各种先进的种植技术，又将公司自身

的技术进行推广。
企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当地村民的

腰包也鼓了起来。
“郑总，你来帮我指导一下，看我这

样给西瓜苗打枝有没有问题？”“可以的，
但是要注意这段时间只能打侧枝，不能
打主枝。”大棚里，当地村民周二财正忙
着对西瓜苗进行管护，见郑明前来，他又
请教了不少种植方面的技术问题。

周二财2019年便到弘洲公司务工，
由于踏实肯干，成为公司长期聘请的工
人，每个月可领3000多元工资。“我家就
在附近，不仅能帮忙照看外孙，每个月工
资也不错，日子是越过越好了。”周二财
忙着手里的活儿，乐呵呵地说。

近年来，郑明每个月固定聘请 20
多名村民在基地务工，集中采收瓜果蔬
菜时，每天要聘请40多人。为带动当
地村民增收，郑明无偿为村民们指导种
植技术，带动村民发展绿色有机蔬菜种
植。部分村民规模种植的蔬菜，郑明也
会对其进行统一收购，帮助村民解决销
售难题。

“责任扛在肩上，使命记在心里。”见
各种作物长势喜人，穿梭在大棚里的郑
明满眼笑意，“我希望利用技术创新为绿
色种植持续赋能，带领公司走向全国乃
至全世界的舞台，同时，也希望能带动更
多村民，一起走上绿色增收道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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