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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近段时间，每到课间，云南元江县红
军小学五年级三班的哈尼族学生石万江，
就忙着和小伙伴们一起排练朗诵，因为他
们要代表学校参加县里举办的读书会。

熟悉石万江的老师都知道，刚进学
校那会儿，他可是个“闷葫芦”，不爱说话
也不合群，更别提学习成绩了。如今，老
师们对他有了新的评价：“积极向上、乐
于助人，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好孩子。”

石万江的变化在红军小学并不鲜
见。多年来，学校坚持做好红色文化传
承和民族团结教育，将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植入教育理念，并融入教学实践。

“这就好比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一粒
种子，让它慢慢生根发芽。等他们走进
社会，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带给他们的

‘养分’将取之不尽。”红军小学校长白建
江深有感触地说。

“红色小明星”活跃校园

在解放战争时期，元江是滇南地区
革命武装斗争的主战场。这里红色文化
资源丰富，如何在学校教育中用好红色
文化资源值得深思。

“如果只是照本宣科，给学生们简单
讲述红色文化，实现不了内化于心，红色
文化的‘培根’作用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出
来。”白建江和学校的老师们一直都在进
行教学研究，不断付诸实践、积累经验，
再不断改进。

对此，红军小学创新性地开展了“教
育行动+特色专栏+实践活动”的红色基
因校园传承工程，将红色文化融入校园

文化、课堂教学、社团活动，结合启蒙党
课、“红色记忆”广播，让“红色基因”激发
学生的兴趣。

三年级五班的吴子铮算得上班里的
“红色小明星”。他最喜欢的是毛主席的
诗词，《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等张
口就来。除了背诵诗词，吴子铮讲起黄
继光、董存瑞的英雄故事也不在话下。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走进红军小
学，身着红军服的孩子是最亮眼的风
景，读红色书籍、讲红色故事、唱红色歌
曲……是全校师生的一致共行。这背
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
各族孩子的心中慢慢生根发芽。

“心灵港湾”解开心里“小疙瘩”

元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县，
有哈尼族、彝族、傣族、白族、拉祜族、回
族、苗族等。元江红军小学也就成了一
所多民族学生相聚的学校，同时还是一
个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占比超过80%的特
殊大家庭。

“在前些年的教学中，确实发现了这
些孩子身上的一些问题，如学习动力不
足、胆小不自信、思想游离等。为了更好
地帮助他们，学校专门建立了‘流动留守
儿童之家’‘青爱小屋’，开展心灵辅导，
培养一家人的亲情。”白建江说。

每周三是学校“心灵港湾”的辅导时
间，心理辅导老师会帮助孩子们敞开心
扉，把想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的话，
勇敢地说出来，帮助他们解开心里的“小
疙瘩”。

对于孩子的变化，家长伍梅看在眼
里，喜在心里。她说：“学校这个温暖的

大家庭给予了孩子很多。现在，孩子学
会了主动帮我们分担家务，自律性强了，
也更加独立了。”

美美与共成就“最炫民族风”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
睦之魂，更是自信之源。文化没有界限，
学生的兴趣和热爱就是对其最大的认
同。哈尼族棕扇舞、傣族狮子舞、彝族四
弦……这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
已经在红军小学成了特色课程。

在同一块操场上，五彩缤纷的民族
文化互鉴融通，不同民族的学生翩翩起
舞，大家沉浸其中美美与共，成就了红军
小学的“最炫民族风”。

五年级四班的姚卓松最喜爱彝族
四弦，每每拿起，总爱不释手。清脆的
弦音从指尖缓缓流淌而出，一曲《阿老

表》别有一番韵味。他告诉记者：“我从
一年级就跟着老师学习，现在可以弹很
多首曲子。”

在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同时，
红军小学还注重营造学习国学经典、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浓厚氛围。多年来，
红军小学一直坚持在晨读课中用20分钟
诵读国学经典。教师姚妍所带的班级就
将诵读国学经典作为班级特色，她说：

“通过经典诵读，可以帮助孩子们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准努力的方向。”

“文化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我们将
学校定位为启发智慧的讲堂、塑造灵魂
的殿堂，主动扛起在边疆少数民族少年
儿童心中树立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的责
任担当，从‘民族情’切入，用‘中国心’升
华，让民族文化在校园里扎根，在学生们
心里扎根。”白建江说。

云南省元江县红军小学：

在“民族情”中升华“中国心”

对于校园里的孩子而言，究竟什么才
是真正的快乐，快乐的源泉又在哪里？我
想，这里的快乐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
是学习的快乐，另一种是成长的快乐。

学习的快乐，是答对了课堂上的提
问，考出了好成绩，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学校颁发的奖状；成长的快乐，是懂得珍
惜时光，养成优良的品德……在漫长的
人生中，这是最有意义的快乐。

元江红军小学是所多民族的学校，

其中又有许多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
的子女。如何让他们收获成长的快乐？
学校的老师们把英雄人物和革命故事融
入教学当中，让学生们主动参与启蒙党
课、红色记忆广播等活动，从小接受红色
文化的熏陶，接受精神的洗礼，养成饮水
思源的感恩情怀；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学
习民族技艺，更深入地感受和理解什么
是民族团结一家亲。

源泉不干涸，成长的快乐就不会断线！

收获学习与成长两种快乐
郜晋亮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刘知宜

本是美丽的“彩虹村”，却被暴雨冲
毁。如何筹集资金进行灾后重建，成了河
南省鹤壁市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面临
的难题。

了解到三家村及周边村镇的困难后，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平台通过

“耕耘者追梦行动”公益项目，紧急发起“驰
援河南农村”子项目，筹措救灾资金。项目
上线后的很短时间内，98 万余元善款就被
网友们筹齐了，为三家村及其他受灾村解
了燃眉之急。

从“一夜归零”到“一日筹款”，快速公
益援助背后，呈现的是中国互联网公益日
臻成熟的生态体系。

营造“一块做好事”氛围

今年是腾讯公益发起“99 全民网络公
益日”（以下简称“99公益日”）的第7年。每
年的 9 月 7 日至 9 日，腾讯公益平台会联合
数百家公益机构、组织、知名企业等一同参
与线上公益的募捐活动。

“‘99’成了一个中国样本，相对于全世
界的互联网公益来说，都是走在前列的。通
过‘99 模式’，许多企业在公益上达成了共
识、形成了共振，并且合力作为，这也是我们

追求的‘一块做好事’的整体意识和氛围。”
腾讯基金会副秘书长傅剑锋对记者说。

在 2019 年的“99 公益日”活动中，尝试
发起募捐项目的安徽省巢湖市夏阁镇元通
村第一书记程进，很快便募集到了修桥的
20.8万元资金。“贫困村里的赶集桥”如今被
命名成“99 公益桥”，作为出村之路，“99 公
益桥”连通了山村需求和社会关注。

程进的互联网“初试”不仅解决了村里
的难题，更为村庄以后的发展“种下”了思
路，为互联网公益援助乡村的方向与模式
提供了良好样本。

今年，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借助腾讯
网络捐款平台和“99 公益日”活动，开启了
定向服务于乡村振兴的网络筹款专题“耕
耘者追梦行动”。

以像程进这样躬耕在基层一线的村党
支部书记、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为行动发
起人，“耕耘者追梦行动”鼓励“耕耘者”在
腾讯公益平台上发起圆梦筹款，“99 公益
日”今年特别增加了“共同富裕”主题日，为

“耕耘者追梦行动”这类项目配捐，助力百
万村民圆梦。

探索振兴乡村新的“动力源”

从建水坝、修振兴路到办音乐节、做直
播，40 个筹款项目已陆续上线。浙江龙港

市三园社区的村民，想把村里的音乐会办
成可媲美“草莓音乐节”的音乐盛典；四川
邛崃市向阳村希望通过开设视频号直播，
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广西环江毛南族自
治县陈双村的村干部想给村民办民族文化
传习班，让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广西乐业县城 20 公里以外，群山之间
有个百坭村，由于地理偏僻、交通不便，百
坭村曾是“深度贫困村”。2020 年，全村顺
利脱贫摘帽，实现整村贫困清零。

在腾讯公益平台上“耕耘者追梦行动”
的专题页面里，点开“百坭村管水坝”建设
项目，就能看到现任驻村第一书记黄旭讲
述的百坭村“梦想”故事。朴实、真切的文
字，配上一幅幅村民蹚水过河、星夜赶路的
纪实照片，令千里之外的网友动容。

讲述乡村“梦想”故事，关键是谁来讲、
怎么讲？许多村干部在刚接触活动项目
时，都经历了一段适应过程。从一开始像

“作汇报”一样写文案，到站在互联网的角
度写出生动故事，“网感”的激发正在带领
他们走向更开阔的思维模式。

目前，已有两个项目的筹款提前完成，
未来还会有更多村庄参与到“耕耘者”追梦
行列中来。无数村民与网民的生活与情感
通过手机、网络产生交集，资金、资源、技
术、思维的交互与“引流”，将为助推乡村发

展、走向共同富裕探索新的“动力源”。

凝聚善心，促进共同富裕

助力振兴，久久为功。“99公益日”平台
与互联网公益模式，既能有效调动全社会
共同参与第三次分配，同时也在为乡村振
兴助力。

先从本村村民筹款集资，再拓展到亲朋
好友和生活在城市里的家乡人共同出力，通
过这两个“圈层”，公益项目的信息就能依托
网络，逐渐扩散到全社会一起募捐。“耕耘
者”追梦的步伐就这样在“圈层”传递，连接
起人与人之间的爱心、关心和善心。

傅剑锋说，“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通
过线上平台的连接性将善心凝聚到一处，是
互联网公益模式更深层的核心价值。”

科技向善，以人为本。互联网信息技
术正推动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促进构建
以知识更新、技术创新、数据驱动为一体的
乡村现代化发展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开
启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在促进共同富
裕、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下，“99 公益
日”构建的公益生态体系，为企业助力社会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先进样本。“耕耘
者”系列计划也将通过以互联网模式、产
品、技术植入乡村，助推人才振兴、产业振
兴，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耕耘者追梦行动”为乡村“圆梦”

9月1日，由中建五局三公司承建的“涉及高风险工作人员保障集中居住区”项目在湖南省长沙黄花机场顺利交付。项目
历时20天，500名农民工克服高温多雨天气，采用“多班倒”作业方式，保持机械设备不停歇作业，最终提前完工。

刘扬 赵悦 摄

（上接第一版）该县投资1200万元，集中连
片流转 3 万亩土地，并投资 840 万元平整
农田9000亩。

在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的政策、资金支
持下，五寨县政府牵头投资7228万元建设
了现代节水灌溉设施，共 24 个喷罐区、56
个滴灌区，形成完备的高效节水灌溉系
统；并投资 4632 万元实施电力设施配套
工程，2110万元改造田间道路 15 公里，进
一步优化电力保障，完善示范基地的路
网布局。

由此，3 万亩示范基地形成了“田成
方、地成块、渠相连、路相通、旱能灌、涝能
排、机能耕”的现代集约化生产格局。

“马铃薯种植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
变化，一是种植全程机械化，机耕、机播、
施肥、中耕管理和将来的机收环节都实现
了农机作业；二是种植技术科学化，起垄
增厚活土层，播前测土配方施肥，播后根
据长势和降雨情况浇水追肥，水肥一体化
等技术得到推广应用；三是生产经营集约
化。规模化耕作、机械作业，实现了节本
增效，可比传统型马铃薯的种植效益提高
一倍多。”五寨县负责此项工作的苏国平
介绍。

“结合我厅开展的‘三队’包联服务活
动，我站组成工作专班和‘专家团队’在忻
州市、五寨县的支持下，同蓝顿旭美公司
研究确定了3万亩符合加工型马铃薯种植
条件的地块。根据不同地形，确立了‘大
喷灌+小滴灌’的节水种植模式。同时在
种植和植保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技术服务
指导。”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子总站站长
阎会平说。

“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刘存如今年
也在自家的地里种了 2 亩土豆，与一路之
隔种植的现代化加工型马铃薯的长势形
成了明显的差别，个头差了一半。

在省、市、县三级联动之下，“为加工
而种”的马铃薯产业呈现出的新气象，不
只是对五寨县的传统种植户产生了巨大
影响，还成为山西省“土豆革命”的新启蒙
者，引领山西马铃薯产业迈向了新境界。

小土豆的大担当

此前，同属晋西北的岚县，将马铃薯
产业作为全县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项主
导产业，加大投入持续发力，形成了“土豆

种-土豆花-土豆-土豆宴”的全产业链发
展模式。

岚县以“厨娘厨师开土豆宴餐厅”为
抓手，成立马铃薯主粮化推进团队、土豆
宴研发营销团队，注册“土豆宴”商标品牌
推进了岚县土豆的餐桌化，“世界主粮 中
国味道 岚县智造”的名片成为山西马铃
薯产业的“未来一种”。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今年专门在五寨
县举办了“现代加工型马铃薯种植技术培
训班”，为当地农民增技赋能，同时在 3 万
亩基地上建立了马铃薯新品种、新技术、
新机械“三新”展示示范片。

同时，山西省要求蓝顿旭美公司加大
科技研发力度，丰富精深加工产品，延伸
产业链条，在五寨县形成一定种植规模
后，规划建设新的加工生产线，提高加工
转化能力，同时逐步将马铃薯产业链后端
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研发落地山西，实
现马铃薯产业效益最大化。

这意味着，五寨县的加工型马铃薯产
业示范基地的布局为山西马铃薯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据介绍，山西省农业农村厅下一步将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整合高标准农田建
设、农机购置补贴、水利设施运维资金等
各类资金，集中用于种植基地的基础设施
建设，力争“十四五”加工型马铃薯基地规
模达到30万亩，并鼓励马铃薯主产市学习
借鉴五寨县示范基地的做法，布局加工型
马铃薯基地的建设，同时探索产业的联农
扶农机制建设。

下一步，山西将鼓励适合发展加工
型马铃薯的市县，组织规模化程度高的
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与蓝顿旭美公司
签订有关服务和购销协议，由蓝顿旭美
提供优质加工型马铃薯种薯和技术指
导，让农户掌握种植技术和产品标准自
主生产。同时，公司按照协议价格，足量
收购合格鲜薯，建立“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全省加工型马
铃薯产业的发展，规模化程度初步设定
为 3000亩以上。

根据规划，山西的马铃薯产业将在种
业、种植技术、精深加工、贮藏物流、品牌
创造、组织模式等产业链环节掀起一场革
命，有力支撑起山西“特”“优”战略，打造
山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
秀萍）全国妇联日前作出决定，授予上海
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教师吴蓉
瑾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决定指出，吴蓉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
立德树人，潜心铸魂育人，成立全国第一
个小学生讲解员社团，服务于中共一大纪
念馆，坚持 16 年，培养了千名小讲解员童
音讲党史，对少年儿童继承先辈遗志、传
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发挥积极
作用。她扎根教育 27 年，倡导、践行情感
教育，提出“教有真情，育无止境”办学理
念，引导学生积极面对学习、生活，惠及学
生近 10 万人次。她积极探索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实现大规模因材施
教，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空间，是主

动适应数字时代教育改革实践的先锋人
物。她是教育战线孺子牛，被誉为“秒回
校长”“铁人校长”，带领团队将优质教育
资源辐射到薄弱地区、薄弱学校，开发的
情感教育课程成为区域共享课程，为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推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作出贡献。

全国妇联号召广大妇女特别是女教
师以吴蓉瑾为榜样，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创新开拓、迎难而上，爱岗
敬业、甘于奉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新征程中奋力担当使命、争取更大光荣。

全国妇联授予吴蓉瑾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 崔建国 李晓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兵

早就听闻江苏省东海县石湖乡东北
角有个库区移民村，过去村穷环境差，如
今家家住楼房，村美产业旺，发展蒸蒸日
上。是什么催生了小尤塘村的华丽蝶
变？记者近日前往实地，一探究竟。

雨后的小尤塘村，空气格外清新。
漫步村内，错落有致的小白楼、连片的果
树林、精致却又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民公
园”纷纷映入眼帘，“童谣尤塘”处处赏心
悦目。

东海县水务局局长冯同乐介绍，作为
县里修建贺庄水库搬迁移民的安置点，小
尤塘村共有原迁水库移民 168 人。近年
来，县水务部门积极争取大中型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资金，对村内3000米道路进行沥
青黑色化改造，新建休闲游园1座，新增绿
化面积 1.5 万平方米，出新改造民房 1.38
万平方米，全力打造“环境优美宜居、产业
生态高效、生活文明健康”的美丽小尤塘。

建设过程中，小尤塘村坚持生态导向，
通过推广应用太阳能节能灯，全村路灯照
明实现了安全、环保、零电费。自来水通
到每家每户，传统旱厕被现代化的卫生间
取代，人、畜排污实行无害化处理……刚散
完步回家的村民刘继明欢喜地说：“住在这
样的村里，比住城里还好！”

小尤塘村的变化不仅仅在人居环

境。“我们村地处东海国际农业合作示范
区的核心位置，紧邻AAAA级西双湖风景
区。村民们将 1700 余亩土地流转给龙头
企业种植火龙果、蓝莓、猕猴桃等特色水
果，每年到村里拍照、赏花、摘果的游客有
近10万人次，村子都成‘网红’打卡地了！”
村党总支书记顾扬州说。

70 多岁的村民张树景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他家有 3 亩地，过去年收益只有三
四千元，现在土地流转了，光租金一年就
有 4000 多元，老两口没事还结伴到示范
区里做农活，年收入又能增加两万多
元。“大家伙儿现在都有钱，盖个楼房，买
辆汽车什么的，都不算什么大事！”张树
景老人话一说完，就赶着到“农民公园”
跳广场舞了。

东海县地处沂沭泗下游，素有“洪水
走廊”之称。20世纪 50年代开始，全县共
修建大中型水库 9 座，衍生移民现状人口
10 万余人。“十三五”时期，县水务局结合
水库移民村实际，紧紧围绕乡村振兴和水
库移民美丽家园建设主线，大力推进水库
移民后期扶持工作，先后投入资金 5.41亿
元，实施各类项目 264 个，已建成“美丽库
区 幸福家园”示范村15个。

“今年我们还将投资 1.06 亿元，实施
移民村振兴项目12个，重点加大产业扶持
类项目实施，大力发展‘一村一品’‘一村
一特’移民村组，打造新的乡村振兴增长
极。”冯同乐说。

江苏东海县：库区移民村的幸福生活

北京朝阳区金盏乡770户
村民搬新居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艺娇）近
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长店组团定向安置房二期 001
地块西区提前 4 个月完工交房，来自马各庄、沙窝、雷
庄（简称“马沙雷”）3个村的 770户村民拿到了新房钥
匙，在“金盏嘉园D区”开始新生活。

“马沙雷”三村因存在房屋老旧、居住安全等
问题，被纳入朝阳区棚户区改造范围，2018 年底，
棚改项目住宅腾退正式开启预签约，签约比例达
到 100%。

村民胖桂江在交房的第一天就拿到了钥匙。他
告诉记者，以前住平房，最麻烦的就是取暖。到了冬
天要拉煤炭、倒煤渣，而且不管怎么烧屋里也不暖
和。“现在都好了，取暖和做饭不出屋都能解决了。”
胖桂江说，“老母亲今年 80 多岁，以前在平房上个厕
所十分不便。我在选户型的时候特意选了两个卫生
间的，减少了很多安全隐患。”

近年来，朝阳区积极推进农村城市化，“十三五”
时期，农村地区累计拆迁腾退 3400 万平方米。豆各
庄等 9 个乡 1.6 万名农民实现整建制转居。朝阳区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 2021 年底前，还将
有 5 个农民安置房项目达到开工条件，预计约 4 万户
达到办理分户产权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