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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五谷不分，不辨菽麦。”以前常用来形容
城市里的孩子不接地气，其实在农村也有这
种情况，单纯强调知识性教育而忽略了常识
性教育。乡村学校普遍资源匮乏，大可不必
一味追求舞蹈、钢琴这类“高大上”的教学，换
个思路，就地取材、因“材”施教，充分利用学
校及周边区域自然、人文资源丰富的优势，反
而会取得更接地气的教育效果。

东皋埠小学大力开展乡土文化教育，让
乡土文化进课堂、进校园、进教材，不仅能让
学生在亲近自然、体验农耕中增长知识、养
成热爱劳动的习惯，还能将珍惜粮食、勤俭
节约这些观念真正入脑入心，让优秀的乡土
文化滋润孩子心灵，努力培养“生命至上、身
心健康、习惯优良、全面发展、特长突出”的
阳光少年。

乡土文化让教育更接地气
郝凌峰

□□ 梁之磊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郝凌峰

“作为一所地地道道的农村学校，我
们虽然受到一些限制，但也有自身的优
势。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创新教育教学
模式，积极探寻符合校情、有益师生成长
的发展路子。”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蓝谷
高新区东皋埠小学校长杨为岩说。

6个教学班、146名学生、14名教师，离
即墨城区30公里。师资受限、生源受限，能
用的资源更是受限。创新，谈何容易！可杨
为岩认死理：教育需要阳光，就像花儿需要
阳光一样。于是，就有了东皋埠小学以“阳
光六年 润泽一生”为宗旨的“阳光教育”。

“接地气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努力读书，走出大山”，是很多农村孩
子的美好梦想，所以学校对科学文化知识，
尤其语文、数学、英语等文化课的重视自不
必说，东皋埠小学却另辟蹊径。

夏日的一天，东皋埠小学阳光生态园
里，五年级的吴晰宁和同学们一起用废旧
轮胎装饰田边后，又去菜地里除草。阳光
生态园是东皋埠小学打造的农耕教育实践
基地。2019 年 3 月，学校筹建了占地 4200

平方米的阳光生态园，并为每个班级划分
“责任田”作为实践区，学生在老师指导下，
开展种植、管理等活动。

“通过校园劳动实践，我不仅学到了
一些农业知识和生活常识，更体会到劳动
的艰辛，所以我们要厉行节约，不能浪费
粮食。”六年级的王梓轩正在教师的指导
下除草。

“接地气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我
们是农村学校，能用的资源有限，但是我
们有大量土地资源，应该利用好。”杨为
岩说，学生通过农耕教育，既学习耕种常
识和农耕文化，感受种子发芽、生长、开
花、结果的过程，又能体验“劳动创造美”
的快乐，丰富课外知识，增强动手能力，
培养劳动意识、合作意识和环保意识。

让学生认识家乡、热爱家乡

杨为岩清楚地记得，3年前，他和一名学
生交流，谈起关于“即墨马山石林”“田横祭
海节”“田单火牛阵”等本地的风土人情和历
史常识，学生竟然对这些闻所未闻。

杨为岩决定让学生从认识身边的事物
开始。2018年，学校开展感恩教育，启动了

“寻找老物件，感恩幸福生活”活动，全校师
生踊跃参与，收集了不同年代的老物件400

多件，大到石磨、小推车，小到灯盏、锥子。
于是，一个帮助学生学习农耕文化的

“校园民俗馆”建成了。馆内设有生活用
品、文化用品、劳动用品3个展区。每件老
物件背后都有故事，学生在收集过程中加
深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热爱。

“校园民俗馆”建起来了，如何用好？
东皋埠小学全天开放“民俗馆”，教师根据
不同学科的教学需要，把课堂搬进“民俗
馆”，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增强了
他们传承农耕文化的意识。

“通过‘民俗馆’，把农耕文化教育融
入各个学科教学之中，不断拓宽育人渠
道，构筑‘农耕文化走进课堂，学生走出课
堂’的交互风景。”杨为岩说，为了丰富农
耕教育，东皋埠小学结合学校课程开发，
组织教师编写宜于学生阅读学习的《田间
课堂——农耕文化》《眼中的田园——采
风摄影教材》乡土教材。在学校课程课
上，教师结合乡土教材的相关内容对学生
进行乡土文化教育，开阔学生视野和眼
界，让学生认识家乡、热爱家乡。

山东青岛市即墨区东皋埠小学：

田园课堂里的“阳光教育”

（上接第一版）

干部“深蹲下沉”，乡村振兴派“尖兵”

刚参加完全国贫困地区乡村旅游管理人才培训
班，汪肖肖就迅速返回泾川县王村镇朱家涧村，与村

“两委”交流心得。在他的带动下，村“两委”积极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集思广益，借助区位优势，推出了

“脱贫攻坚成果展+红色景点”乡村旅游模式。
朱家涧村曾是国务院挂牌督战深度贫困村。

2020年9月，作为甘肃省委选调生的平凉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干部汪肖肖被选派到该村担任村主任助理。
在朱家涧移民新村和蔬菜园区，人们总能看到他脚
步匆忙的身影。

乡村要振兴，关键看党，根本在人。平凉市把乡
村振兴一线作为检验干部成色的“赛马场”和锻炼培
养干部的“主阵地”，先后选派 62名优秀选调生到村
任职，103 名年轻干部到乡村振兴重点乡镇挂职锻
炼；调整驻村帮扶干部 775人，其中第一书记 246人、
队员529人，打造了一支能力素质过硬的乡村组织振
兴骨干队伍。

经济“改薄倍增”，乡村振兴增“底气”

“穷则变、变则通。”以前，崇信县黄寨镇白新庄
村受立地条件制约，产业基础薄弱，村集体经济发展
严重滞后。近年来，白新庄村党支部趁着红牛养殖
产业高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因势利导，争取10万元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扶持资金，入股崇信县康源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带动全村建办规模化肉牛养殖小
区 3个，引进红牛养殖公司 1家，成立农业公司 2家，
养殖肉牛 1300 余头，白新庄村成了千头肉牛养殖示
范村，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达到32万元。

村里产业发展了，集体经济壮大了，改变村庄环
境面貌也就有了资金。近年来，白新庄村党支部全
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村社道路硬化和生产道路砂
化实现全覆盖，安全饮水入户率达到 100%。投入资
金 10 万元，开展清洁村庄行动，安装太阳能路灯 59
盏，绿化美化 5000 平方米，呈现出了一幅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图景。

村集体“有钱办事”，在助推乡村振兴中才更有
“底气”。村级集体经济普遍薄弱曾是平凉市基层党
建工作的关键短板，也是制约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
关键因素。近年来，平凉市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在全市开展村集体经济“改薄倍
增”行动，累计争取资金 1.24 亿元，深入实施中央和
省、市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 401 个，扎实推进静
宁县界石铺镇继红村红色村组织振兴试点工作，目
前全市 1456 个行政村中，年收入 2 万元以上的达到
1241个、占85.2%，5万元以上的427个、占29.3%。同
时，平凉市不断健全完善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管理
办法，实行季度动态监测，督促引导项目资金用于创
办实体经济，有效发挥项目资金撬动作用和放大效
应，全市村集体经济保持稳步发展。

党员示范带动，乡村振兴有“头雁”

党员李兄里是庄浪县水洛镇吊沟村的党员致富
带头人。近年来，他在村里带头成立了农梦缘种植养
殖专业合作社，搭建蔬菜大棚31座、建成花椒基地150
亩、肉牛养殖场1处，为50户群众提供了就业平台。

“我们实行‘1+2’帮带机制，每一名务工能手传
授 2 名徒弟、务果能手帮助 2 名群众、养殖大户带动
2户脱贫户，我帮带村民李兵兵承包土地 15亩，搭建
8座蔬菜大棚，帮带李三柱承包土地 10亩，并种植花

椒 10 亩，2 户群众年收入均达到了 5 万元以上。”李
兄里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记者了解到，跟李
兄里一样，吊沟村党员李志强、李小林、李尚文、李小
辉也都承担着帮带脱贫户的任务，他们或培训技术、
或传授经验、或帮助就业。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平凉市注重在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大力实
施党员致富能力提升工程，在青年农民、致富能手中
发展党员 871名、建立党建联盟 69个、产业链党组织
405个、创办领办专业合作社 361个，培养“三个带头
人”1.8万名，引导党员在推动乡村振兴中走在前、作
表率；广泛开展党员联系农户、党员户挂牌、承诺践
诺等活动，示范带动广大农民群众支持参与村庄规
划、基础建设、环境整治、生态保护等工作，以实际行
动带着群众干、做给群众看。

人才“五个一批”，乡村振兴赋“动能”

“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甘肃省科普工作先进
工作者”“全省经济作物推广先进工作者”“平凉市领
军人才第一层次人选”……当“静宁苹果”享誉全国，
众多果农依靠苹果产业脱贫致富的时候，静宁县果
树果品研究所所长李建明已经从事果树栽培技术推
广工作达32个春秋。

李建明把自己多年总结的“苹果早果优质丰产
栽培技术”“提质增效栽培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
术”编写成科普手册发给果农，每年免费培训果农1.5
万人次以上。在 12个果园大乡 60个果园重点村，与
5100 户果农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和果园档案，建立
示范园1.2万亩。去年以来，他带领技术人员在甘肃
省内率先建起了 3.8 万亩标准化苹果出口基地和

4000 亩 GAP 基地，帮助果农建立经济合作组织 32
个，帮助 5家果品龙头企业完成出口认证，引领广大
果农和果品龙头企业进入国际大市场，为“静宁苹
果”出口欧盟、俄罗斯和东南亚市场开辟了通道。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平凉市大力实施以签约
一批高端人才服务乡村振兴、引进一批紧缺人才支
撑乡村振兴、培养一批乡土人才推动乡村振兴、选派
一批优秀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宣传一批人才典型引
领乡村振兴为主要内容的“五个一批”人才计划，制
定出台平凉市乡土人才认定办法，依托北京、西安、
兰州 3个驻外人才工作站与 31所知名院校建立校地
人才交流平台，紧盯乡村振兴，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
度，推动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2019 年以来，围绕现
代农业发展、基层医疗教育卫生事业等引进人才
1216名，向基层选派科技特派员1006名，培养认定乡
土人才 100 名，厚植乡村人才成长土壤，以人才引擎
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治理创新手段，乡村振兴焕“新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大家口袋里的票
子有多少，更要看精神风貌怎么样。”灵台县西屯镇
白草坡村党支部书记任银珠在受访时说。

白草坡村是甘肃省级文明村、全省抓党建促脱
贫攻坚先进基层党组织。该村深入推进党支部建设
标准化工作和党建统领“一强三创”行动，充分发挥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示范引领作用，规范落实

“主题党日”制度，推广28项“小微权力”清单，持续开
展以“致富星、孝爱星、守法星、诚信星、新风星”为主
要内容的“和谐五星”创评活动，建成了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组建了6支志愿服务队，成立了村级“红白理
事会”，推广红事新办、白事简办规范，在深化乡村治

理上摸石过河、探索创新，培育涵养了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和淳朴民风。

省级美丽乡村、省级文明村、省级乡村旅游示范
村……近年来，崆峒区白庙回族乡贾洼村收获了一
个又一个“省”字号招牌。该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引领作用，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
新格局，建立健全小微权力、村级事务、便民事项等
清单，村干部法纪意识、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建成贾
洼虎山生态园、康养农产品加工基地、贾洼阳光采摘
园、白庙花海观赏园等乡村旅游生态观光区，通过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增加群众收入，实现支部强、环境
美、群众富。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前提所在。去年以来，
平凉市全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按照“一核多元”
组织构架，不断完善党组织领导的“三治融合”乡村
现代化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手段，全面实行村级重大
事项决策“四议两公开”，建立完善了村“两委”联席
会议、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制度，创新协商议
事形式和活动载体，开展村民说事、民情恳谈、百姓
议事、妇女议事等协商活动，激发广大群众参与乡村
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持续深化拓展“千村党组织
引领·万名党员承诺·共树文明新风”行动，全市1456
个行政村全部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村规民约，开展
法制宣讲6000多场次，5.9万名党员带头推动移风易
俗，带动群众签订“婚事简办承诺”“婚丧事宜公约”，
有效引导群众参与到乡村治理实践中来，农村高价
彩礼、厚葬薄养、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得
到有效遏制，乡村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灵台县
被列为“全省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县”，崆峒
区白水镇高沟村、灵台县西屯镇白草坡村被评为“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房宁）9月1日，由河南郑州市人民政府、
郑州商品交易所、芝商所主办的2021中
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在线上开幕。

本届论坛以“立足新阶段 贯彻新
理念 服务新格局——期货衍生品市场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
焦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发展前景、“双
循环”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宏观经济以及
期货市场更好发挥功能作用等话题，探
讨期货市场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

郑州商品交易所理事长熊军在论
坛上表示，要在管控好市场风险的前提
下，更好发挥市场功能，提高服务实体

经济水平。积极凝聚多方力量，助力实
现乡村振兴，深化鸡肉、马铃薯、葵花
籽、大蒜等新品种研发，在河南、新疆、
甘肃等 8省区开展“保险+期货”试点建
设，以产业基地建设带动小农户有机衔
接大市场，持续开展河南桐柏县定点帮
扶工作。

据悉，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已
成功举办 4 届。本届论坛为期两天，除
主论坛外，还设置了对外开放论坛、期
货服务乡村振兴论坛、白糖分论坛等 4
个分论坛。来自境内外证券期货交易
所、行业协会、实体企业、金融机构等方
面的代表线上参加了论坛。

2021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云”端开幕

本报讯 为切实解决农村土地瓶
颈问题，广西柳州市鱼峰区里雍镇党
委、政府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新方式、农
业发展新模式，结合土地资源现状和
适宜发展方向，推进土地流转试点工
作。截至 6 月底，近 2 万亩土地通过土
地预流转。

里雍镇是柳州螺蛳粉原料种植基
地。龙团村位于里雍镇西南面，整村地
形西高东低，以山谷地区为主，山岭交
错，适宜种植水稻、豆角、蔬菜、竹子等
农作物，村屯品牌“龙团百香米”远近驰
名。为切实解决农村土地瓶颈问题，龙
团村整合农村零碎土地资源流转到村
集体公司，全体村民户代表与村集体签

订土地预流转协议，再由镇里统一招商
引进社会资本。通过土地预流转，能将
零散的土地整合起来，为打造本地特色
产业基地、螺蛳粉原材料基地提供了充
足的土地保障。

唐曼芬 韦宁

广西柳州鱼峰区：探索土地流转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