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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菊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51021519580428452x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报讯（记者 罗丹）4月8日，市
委宣传部未成年人工作检查调研组一
行前往北碚区朝阳小学，检查调研全
国文明校园建设工作。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永陪同
调研。

检查调研组先后参观了学校科技
长廊、校友墙、小农场、心理健康辅导
室等，观看了同学们手工创作作品和

科技作品展示，听取了学校文明校园
“六好”建设、特色课程等情况介绍，重
点了解了学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等工
作。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区教委
和朝阳小学负责人分别作了发言。检
查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朝阳小学在全国
文明校园建设方面的工作。检查调研

组认为，在北碚区委宣传部、区教委等
部门指导下，朝阳小学全国文明校园
建设水平提升明显，学校环境设施、师
生精神风貌、教学育人成果令人印象
深刻，要聚焦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持续深化全国文明校园建设，营
造更好的成长成才环境。要大力传承
历史文化，挖掘好、运用好校史资源，
推动悠久校史文化及蕴含的精神融入

校园文化，成为沉浸式思政课堂；要培
养科学家精神，鼓励引导学生从小热
爱科学，孕育科学梦想，让崇尚科学、
崇尚创新成为朝阳学子的精神追求；
要持续打造特色品牌，强化品牌意识，
持续抓好“甜甜虎”品牌系列工作落
地，探索打造具有学校辨识度、具有较
大影响力的工作品牌，不断提升学校
建设发展水平和立德树人效能。

市委宣传部来碚
检查调研全国文明校园建设工作

本报讯（记者 韦玉婷）日前，
2024 年国际举联世界杯女子 59 公斤
级比赛在泰国普吉岛完赛，西南大学
体育学院 2021 级运动训练专业学生
罗诗芳代表中国队出战。比赛中，罗
诗芳以抓举 108 公斤、挺举 140 公斤、
总成绩 248 公斤的成绩，获得抓举银
牌、挺举和总成绩金牌，刷新世界纪
录，并成功锁定2024年法国巴黎奥运
会参赛资格。

罗诗芳是湖南桂阳人，2020 年，
年仅 19 岁的她在全国女子举重锦标
赛中包揽三枚金牌，2021年获得第十
四届全国运动会举重女子 59 公斤级
金牌，2023年获得世界举重锦标赛女
子 59 公斤抓举、挺举、总成绩三枚金
牌。

西南大学体育学院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此次世界杯赛是法国巴黎
奥运会前最重要的一场资格赛。女子
59 公斤级是本届法国巴黎奥运会新
增设的级别，不少此前64公斤级的选
手降重参与该级别比赛资格的争夺，
竞争十分激烈。

在当天的抓举比赛环节，罗诗芳
顶住压力成功举起 108 公斤，夺得银
牌。在挺举比赛环节，罗诗芳开把即
举起了133公斤，并在第三把举起140
公斤的重量，将挺举金牌收入囊中，
最终以248公斤的总成绩创造了新的
世界纪录，这是中国选手第一次拥有
该级别总成绩世界纪录。罗诗芳因此
成功锁定女子 59 公斤级法国巴黎奥
运会参赛资格。

西大学子罗诗芳破世界纪录
并锁定奥运会参赛资格

本报讯（记者 齐宏）4月9日，区
委副书记、区长黄祖英前往静观镇，调
研乡村振兴工作。她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
重要论述，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因地制
宜发展优势产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副区长李纲参加调研。
黄祖英一行首先前往中国·重

庆（静观）花木产业谷项目建设现
场，详细了解规划布局、招商引资、

市场前景等情况，实地督导项目建
设进度。随后，黄祖英前往静观镇素
心村，参观中国静观蜡梅博览园和
李家湾、黄家湾两个我区首批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示范院落，实地了解
蜡梅产业发展情况和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情况。

调 研 中 ，黄 祖 英 强 调 ，相 关 部
门、镇街和园城公司要聚焦产业项
目建设，主动靠前服务，针对项目推
进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要梳理

问题清单，完善工作机制，明确责
任，打表推进，限时完成，切实为企
业纾困解难。要强化产业支撑作用，
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大力
推进农业“接二连三”，促进农文旅
融合发展，强龙头、延链条、兴业态、
树品牌，实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要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种
方式盘活集体资产资源，引导外出
人员返乡创业，强化项目招商、项目
服务，努力实现效益最大化；优化联

农带农机制，注重做好就地就近就
业，更好激发广大群众参与乡村振
兴的积极性、主动性。要学习运用好

“千万工程”经验，不断补齐农村基
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加强
典型选树、示范引领、环境打造，持
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乡村风
貌、融洽邻里关系，加快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

区有关部门、镇街、园城公司主
要负责人参加调研。

黄祖英调研静观镇乡村振兴工作时强调

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在 2023 年世界中学生跆拳道锦标赛上，一
位来自中国的少年，与来自 14 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 300 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最终凭借其出色
的表现，为中国队赢得团体项目冠军，创造了
我国在该项目的历史首金记录，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少年的风采。

他就是张嘉贺，北碚职业教育中心 2021 级
运动训练专业跆拳道方向学生。荣誉的背后，
是他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和辛苦付出。

种下冠军梦
“让国旗因我升起”

一身运动服，身姿挺拔，眉眼端正又不失
亲和，张嘉贺就这样带着微笑出现在记者的镜
头之中。

张嘉贺出生于 2007 年，从小就有跆拳道梦
想。从 4 岁开始接触跆拳道，他始终坚持冬练
三九夏练三伏，全年累计训练达330 余天。

张嘉贺告诉记者，一开始，他练习跆拳道
只是为了强壮身体，直到有一天，看到同道馆
的师兄胡明达在世界跆拳道锦标赛中夺得金
牌为国争光的身影，张嘉贺在心中种下了一颗

梦想的种子：“总有一天，我也要站在世界级比
赛的领奖台上，让国旗因我升起。”

立下目标很简单，实现目标却需要千百倍
的努力。张嘉贺一边完成学业，一边坚持训练，
别人假期都出去玩了，他仍在道馆坚持训练。
寒来暑往，一遍遍的刻苦训练，终于让他通过
选拔，进入北碚职业教育中心跆拳道专业。

北碚职业教育中心跆拳道专业由国家队
教练以及世界冠军教练亲自授课，这让张嘉贺
内心无比激动，在他们的专业指导下，他离自
己的梦想越来越近。

梦想花开
勇夺世界冠军

跆拳道品势项目的练习非常枯燥，一套品
势套路大约有 20 至 30 个动作，每个动作要反
复练习上万次。日常训练带来的，还有肌肉的
酸痛、拉筋的疼痛。

训练过程中，教练经常鼓励张嘉贺，人生
中有很多的困难与挫折，凡事贵在坚持，只有
坚持下来的人才是赢家。张嘉贺告诉自己，不
管训练再苦再难，都要迎难而上。

2021 年，张嘉贺参加重庆市市民健身线上
运动会跆拳道品势比赛，获得少年 B 组男子
组-太极六章第二名的成绩。2022 年，他参加

重庆市跆拳道俱乐部 online 联赛总决赛，获得
个人品势-青少年组-男子组太极八章 2 组第
一名。

2023 年 11 月 24 日，张嘉贺参加由世界跆
拳道联合会、亚洲跆拳道联合会共同主办的
2023 年“海口杯”中国跆拳道公开赛，与来自韩
国、塞内加尔、蒙古等国家的600 余名选手同台
竞技，代表中国队获得 2 枚团体金牌、1 枚个人
银牌的好成绩。

“他每次总是第一个来训练馆，最后一个
离开。”教练刘雨青告诉记者，张嘉贺在日常训
练中始终全力以赴，认真完成每一个动作。在
时间管理方面，他能够合理安排学习、训练与
休闲时间，做到劳逸结合，全面发展，这也是他
能取得优异成绩，成为世界冠军的原因。

“与张嘉贺接触的七年时间，他从无名小
辈，成长为一名跆拳道世界冠军，身为他的教
练，我引以为傲。他的拼搏精神，也为其他学生
树立了榜样。”曾经的师兄，如今的教练胡明达
说。

奋勇前行
力争再创佳绩

跆拳道是一项主要使用手、脚进行格斗和
对抗的运动。在日常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受

伤是难免的。张嘉贺开玩笑地说，自己的膝盖
就是天气晴雨表。因为常年的训练，他的膝盖
半月板磨损严重，一旦膝关节折叠过多或遇阴
雨天气，就会发疼。

尽管如此，从接触跆拳道，到现在近十二
年的时间，张嘉贺从未想过放弃。这都源于他
对跆拳道的热爱。

“对我来说，一次两次的成功不算什么，关

键在于持之以恒，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把重
复的事情认真做。”张嘉贺说，接下来，他会继
续好好训练，为今年的 U18 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做好准备，力争取得好成绩。

正如张嘉贺所说，跆拳道对他而言不只是
一项运动，更是一种人生态度。“礼义廉耻、忍
耐克己、百折不屈”十二个大字已融入他的骨
血，成为人生信仰。

跆拳道小子张嘉贺

16岁少年闪耀跆拳道赛场
本报记者 代宇航

最美北碚人

2023年11月24日，张嘉贺（图中）参加2023年“海口杯”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齐宏）春暖花开
日，运动正当时。今年 4 月是我市第
六个全民健身月，我区积极响应国家
体育总局关于开展“全民健身月”活
动的号召，将策划开展一系列体育活
动，动员和引导广大群众参与健身、
乐享健身，让全民健身成为常态。

“全民健身月”期间，我区将陆
续开展中老年篮球邀请赛、职工羽
毛球、乒乓球、钓鱼比赛等数十项全
民健身活动。备受关注的北碚区第
二届和美乡村篮球比赛也将在本月
正式开赛，其中，预赛将于本月中旬
在静观镇中华村打响。

此外，今年我区还将举行北碚
区第二十六届区运会、环缙云山越
野跑、金刀峡国际溪降赛、绵碚围棋
邀请赛等赛事，通过形式多样的体
育活动，让更多群众感受到体育的
魅力，激发群众参加体育锻炼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据了解，截至 2023 年底，我区体
育场地总面积达 261.91 万平方米。
2023年我区新培训国家二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 130 人。全区二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累计达 2152 人。全区经常锻炼体
育人口比例达到53.2%，国民体质监测
合格率达93.9%，均位列全市前茅。

我区启动“全民健身月”系列活动
期间将开展数十项全民健身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虹）4月7日，俄罗
斯沃罗涅日州领德教育中心的师生代表
走进重庆市兼善中学（以下简称兼善中
学），开展以“上合儿童手拉手·并肩前行
向未来”为主题的国际人文交流活动，中
俄两国青少年在文化交流中增进友谊、畅
叙未来。

活动中，兼善中学负责人向沃罗涅日
州领德教育中心师生代表一行的到来表
示欢迎，介绍了学校的办学历程等情况。
沃罗涅日州领德教育中心相关负责人对
兼善中学师生的热情欢迎表示感谢，介绍
了领德教育中心的相关情况。

兼善中学学生代表在钢琴伴奏下演唱

了歌曲《喀秋莎》，以表达对俄罗斯朋友的
热情欢迎。此外，兼善中学学生代表还在古
筝伴奏下，表演了独舞《醉清波》、双人舞

《予君书》，让远道而来的俄罗斯朋友近距
离感受中国古典乐器、舞蹈、汉服之美。

穿汉服、戴簪花、做香囊、弹古筝、画
扇面……在兼善中学师生的邀请下，俄罗
斯师生代表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俄两国
青少年打破语言的限制，在交流互动中加
深了解、增进友谊，共同开拓国际视野。

活动中，兼善中学与沃罗涅日州领德
教育中心签订友好学校合作协议，并互赠
礼物。

俄罗斯青少年来我区
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4月7日，俄罗斯沃罗涅日州领德教育中心师生代表体验古筝弹奏。（受访
单位供图）

（上接１版）
奋力拉高标杆，创新宣讲方式方

法，解决好“怎么讲”的问题。传播好马
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
大众化、通俗化。以通俗化大众化引领
理论宣传宣讲形式创新，是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基本途径。
要在“文化气韵”上用功。文化的底蕴决
定理论自信的强度。理论宣讲要贯通中
华文脉，将党的创新理论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有机融合，以传承弘扬、创新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理论宣讲。要
在“烟火气息”上用情。理论宣讲是为了
满足人民群众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需求，既要讲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大道理”，又要
讲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小道理”，还
要体现好基层群众的生动实践和鲜活
创造。要在“青春气质”上用心。理论宣
讲是做好青年理论引领工作、创新思想
政治教育阵地和途径的重要突破口，要
用融入青年圈层的表达方式铸魂育人，
用“青言青语”推动理论宣讲在“新生
代”中走深走实。

坚持改革突破，拓宽宣讲场所阵
地，解决好“在哪讲”的问题。理论宣讲
的对象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哪里，
我们的价值引导工作重点就要在哪里。
加强党的理论传播，需要不断加强基层
理论宣讲阵地建设。抓主要阵地，打造

“书香课堂”。用好学校课堂主渠道、革
命遗址遗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资
源，以宣讲报告会、专题讲座等形式推
进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抓基层阵地，打造“身边课堂”。因地
制宜用好各类场地、激活各种资源，结
合基层的生活实际，将理论宣讲场所搬
到田间地头、街头巷尾、村镇广场等，打
造基层大讲堂、庭院课堂、田间课堂等
平台，积极送“讲”上门。抓网络阵地，打
造“云上课堂”。变线下开讲为线上传
播，将理论宣讲融入网络媒体平台，努
力打造理论宣讲融媒体爆款产品，形成
立体化宣传矩阵，推动理论宣讲接地
气、冒热气、聚人气，让党的声音始终成
为网络空间的最强音。

（原载于2024年3月25日《重庆日
报》第11版）

奏响理论宣讲最强音要答好“五道题”

本报讯（记者 王婕）日前，重庆
市公路事务中心发布消息，2023年重
庆“最美农村路”评选活动揭晓，我区
缙云山环线公路获评“最美农村路”。

2023 年“最美农村路”评选活动
严格按照区县申报、网络投票、区县
宣传展示、专家评审、外网公示等环
节开展，严格把控评选环节的公平、
公正。全市超百万人次踊跃参与网络
投票，爱路护路氛围更加浓厚。活动
还引入专家评审环节，邀请行业专家
对申报对象进行对标评审，不仅为我
市“四好农村路”发展提出建设性意
见，也保障了评选环节的客观公正。

据了解，缙云山环线全长 14.82
公里，共分为两个路段，其中环道1起
点为北碚区澄江镇运河村，沿壁北河
南岸由东向西延伸，终点接璧山区
界，长8.49公里。环道2起点为北碚区
三花石，终点为缙云山景区大门，长
6.33公里。缙云山环线是一条“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大
道。全线蜿蜒曲折，宽敞整洁的沥青
混凝土路面延伸至缙云山山脉中。车
辆可通过该环线前往缙云山沿线景
区及周边村镇等区域，在方便群众出
行的同时，也促进了群众和村集体

“双增收”。

缙云山环线公路
获评重庆“最美农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