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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张成龙）在“六

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5月30日

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白振海来

到市儿童福利院看望慰问在院儿

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少年

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工作的

广大教育工作者、少儿工作者致以

诚挚问候。

  白振海详细了解了孩子们的学

习生活、健康状况以及福利院管理运

行情况。他说，市儿童福利院环境干

净整洁、管理规范有序，孩子们喜气

洋洋、节日氛围浓厚，在细微之处、点

滴之间体现了爱心、耐心、真心，让人

感觉到温馨有爱。他强调，孤残儿童

是最脆弱最困难的社会群体，是民生

工作和福利事业的重中之重。要切实

做好儿童福利事业发展各项工作，纵

深推进“结对帮扶·爱心平凉”工程建

设，落实好各类政策措施，合力解决

好孤残儿童教育、医疗康复、社会保

障等问题，让所有孩子都能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温暖，都能有一个幸福美好

的童年。

  白振海强调，少年儿童是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

力军。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从小树

立远大志向，珍惜时光，勤奋学

习，锻炼体魄，培养广泛兴趣爱

好，提升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争

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

的新时代好少年。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

述，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关心

支持儿童事业发展，深入推进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为少年儿

童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广大教

育工作者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帮助孩子系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教育引导他们热爱学习、勤于

思考、善于钻研，培养更多德才兼

备、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慰问期间，白振海还走访看望了

结对关爱对象，为她送去学习和生活

用品，勉励她积极向上、健康成长，学

有所长、学有所成。

  丁富强及汝登国参加。

  本报讯 （记者杨曼艺）5月30

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

际，市政协主席李明，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王锦来到崆峒区铁路小

学、世纪花园E区幼儿园、红旗街

小学，走访看望儿童和教师，向全

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向为孩

子们健康成长而辛勤耕耘的教育工

作者致以亲切慰问。

  在崆峒区铁路小学、红旗街小

学，少先队员代表为慰问人员佩戴

红领巾，行队礼致敬。李明一行将

书籍、足球等礼物一一送到学生代

表手中。在参观学校并听取有关工

作情况介绍后，对学校开展劳动教

育和特色活动给予充分肯定。李明

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

族的希望。教育工作者要肩负起立

德树人、教书育人的重任，帮助他

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深

化传统文化教育，厚植文化根基，

勉励孩子们刻苦学习、全面发展，

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的新时代好少年。

  来到世纪花园E区幼儿园，李

明躬下身子，与孩子们亲切交流互

动，实地察看了幼儿园的教学设施

和活动场地，详细了解幼儿园的办

学理念和特色课程建设情况。活动

现场，李明为孩子们送上了精美的

绘本和玩具。在交谈中，李明希望

学校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继续秉持教

育初心，为孩子们营造更加优质的

学习和生活环境，促进他们全面

发展。

  市政协秘书长马春宁参加活动。

  本报讯 （记者孙娅玮）5月30

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

市委副书记王之臣、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白玉、市政协副主席郭宏一

行来到市拂晓小学、市第二幼儿

园、崆峒区西大街小学走访慰问，

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和美好祝

愿，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

衷心感谢。

  在市拂晓小学，王之臣一行将

书籍、足球等礼物一一送到学生代

表手中，鼓励他们努力学习、热爱

劳动、锻炼身体，争当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儿童。在市第

二幼儿园和崆峒区西大街小学，王

之臣一行为孩子们送上儿童绘本、

玩具，祝愿他们身体健康、茁壮成

长，叮嘱老师们要用爱心浇灌童

心、用专业启迪智慧，帮助孩子们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王之臣

一行还走访察看了教室、文化长

廊、校园环境、图书馆、社团活动

等，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特色、学生

学习生活、师资力量配备等情况。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支持

下，我市各学校积极探索素质教育

新途径，促进学校特色发展和内涵

提升。据悉，市拂晓小学荣获“省

级劳动教育特色学校”等荣誉称

号，市第二幼儿园被确定为“教育

部幼儿园园长培训实践基地”，崆

峒区西大街小学荣获“全国艺术教

育先进学校”等荣誉。

白振海“六一”儿童节前看望慰问少年儿童

市 领 导 开 展“ 六 一 ”儿 童 节 走 访 慰 问
李明带队

沃野良田绘“丰”景

  本报讯 （记者张霞）5月26日至29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

40余名省市人大代表，分两组先后深入各县（市、区）和平凉工

业园区，围绕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产业园区建设、

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重大项目建设情况，通过

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问询等方式，开展了2025年度“千名

代表调研视察千项工程行动”市级调研视察活动。

  实地调研视察结束后，5月30日召开座谈会，听取了相关

部门工作汇报，参加视察调研的省市人大代表围绕加快项目

建设进度、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意见建议。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聚焦“三区一城市”建设目标定位，认

真研究谋划，精心安排部署，县域经济实力显著增强，项目

支撑作用更加有力，特色产业优势逐步显现，园区建设质量

持续提升，营商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进

展、新成效。下一步，要在大抓项目、扩大投资，做强产

业、培育增量，做优园区、激发活力，破解难题、优化服务

上持续下功夫。各级人大代表要进一步发挥好主体作用，积

极提出意见建议，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贡献力量，努

力营造齐心协力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郭佳玥

　　走进庄浪大地，绿意盎然的梯田上

机械轰鸣，农民正抢抓农时播种希望。

  近年来，庄浪县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高标准农田建

设将零散地块变为规模经营的高产田，

为马铃薯、小麦、玉米等主粮种植注入新

活力，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

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

马铃薯产业：从“温饱薯”到“致富薯”

　　时下，岳堡镇层层梯田上农机穿梭，

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播种马铃薯。在蒋寺

村万亩示范基地，种植大户柳彦军和工

人在刚覆好膜的农田忙活着。“今年流

转了420亩地，全部采用覆膜方式种植

马铃薯，镇上免费发放了籽种，十多天

就能全部种完。”柳彦军介绍，“以前种

马铃薯，费了老大劲，收成还不好。现在

不一样了，有了高标准农田，加上好品

种和新技术，产量上去了，质量也提高

了。”

  过去，柳彦军家里的土地分散，种

植马铃薯全靠传统的手工方式，产量

低、收入薄，马铃薯仅仅是维持一家人

基本生活的“温饱薯”。2022年，岳堡镇

蒋寺村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后，村

里连片推广种植“庄薯3号”“陇薯7号”

等优质品种，让“温饱薯”变身“致富

薯”。

　　岳堡镇畅通无阻的高标准农田机

械化作业，是庄浪县马铃薯产业现代化

的缩影。

  近年来，庄浪县聚焦区位优势，通

过大户引领、示范带动，持续加大新品

种的引进和新技术的应用，推动马铃薯

种植片带建设，庄浪县自主选育的“庄

薯3号”被确定为全国主食化产业中的

四大推广品种之一，全县种植马铃薯

36.5万亩，鲜薯总产量可达54万吨，总产

值5.8亿元。

玉米产业：机械化种植提效益

　　日前，在杨河乡李庄村的高标准农

田里，种植大户张鑫沁正指挥着三台大

型覆膜机在田间作业。“现在正是玉米

播种的关键期，得抓紧时间完成覆膜。”

张鑫沁擦着汗说道，今年他承包的1000

多亩高标准农田，有900多亩种植了粮

饲兼用玉米，预计每亩增收100元以上。

张鑫沁的玉米种植之路始于2021年，当

时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种了300亩玉

米，没想到第一年就尝到了甜头。随着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他看到了机械

化种植的广阔前景，逐年扩大种植

面积。

  张鑫沁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采用全

程机械化种植后，种植成本降低了30%，

亩产提高了15%，加上县里免费提供的

种子和平价地膜，每亩净利润能达到

400元左右，仅玉米种植，今年预计能带

来12万元的收入。

　　更让张鑫沁高兴的是，玉米种植还

带动了他的养牛事业。目前他养殖的

330多头平凉红牛，饲料全部来自自家

玉米地。“以前买饲料一年要花130多万

元，现在除了自给自足，我还收购周边

农户的玉米秸秆外销。”张鑫沁告诉

记者。

　　记者了解到，今年庄浪县粮饲兼用

玉米种植面积达14万亩，通过“高标准农

田+机械化种植+种养结合”模式，全县玉

米产业综合效益提升明显，成为农民增

收的重要渠道。

小麦种植：良田良法保粮安

　　在盘安镇刘陈村的麦田里，一片片

麦苗长势较好，种植大户李德平站在田

间，看着这景象信心满满。“政府免费发

放了一部分小麦种子，我流转的1000亩

高标准农田全都种上了‘兰大211’品种，

预计亩产可达500斤。”李德平的话语中

满是对丰收的期待。

　　这丰收的背后，离不开一系列的保

障举措。田间道路的建设十分完善，为农

机通行提供了便利。如今，农户们能够轻

松使用大型播种机、施肥机和收割机进

行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生产成本显

著降低。盘安镇党委副书记王峰介绍，镇

上为农户免费发放了200吨小麦种子，还

有5000吨有机肥，新开通了8公里产业

路，配套硬化了3.2公里排水渠。

　　盘安镇以“良田良法保粮安”的理念

为指引，走出了一条保障粮食安全的坚

实道路，集中连片种植了1.2万亩优质冬

小麦，带动全镇冬小麦种植面积达到3.1

万亩，既保障了粮食安全，又通过配套建

设的日加工120吨面粉厂延伸产业链，让

高标准农田真正成为稳产高产的“粮

仓”。

　　在庄浪县，像盘安镇这样的小麦核

心产区有4个。目前，全县冬小麦种植面

积26.1万亩。

　　“我们坚持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

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工程和促进乡村振

兴的民生工程来抓。”庄浪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蒲文军介绍，今年全县计划新建高

标准农田1.27万亩，项目区年直接受益农

业人口8728人，直接受益农民年纯收入

增加总额156.16万元。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2025年度“千名代表
调研视察千项工程行动”市级调研视察活动

市 领 导 开 展“ 六 一 ”儿 童 节 走 访 慰 问
王之臣带队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记者

姜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5月30日

宣布，会同财政部实施2025年高校毕

业生“三支一扶”计划，通过中央财政

支持，在全国招募34430名高校毕业

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

扶乡村振兴等服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

流动管理司负责人表示，今年招募计

划持续向脱贫地区、西部地区、东北

地区倾斜，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

区和边疆地区支持力度。在中央财

政支持名额基础上，鼓励各地结合实

际适当扩大招募规模。

　　2025年中央财政将支持开展“三

支一扶”人员能力提升专项培训8000

人次，以“千万工程”经验、农业绿色

发展、村庄规划、乡情社情、群众工

作、乡村建设治理、产业发展等为培

训重点，全面提升毕业生参与基层治

理的适应性和服务水平。

　　按照相关部署要求，各省须确保

8月底前完成招募选拔，9月上旬新招

募人员上岗服务。

　　2021年第四轮“三支一扶”计

划实施以来，全国共选派16.5万名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对改善基

层人才队伍结构、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等发挥了积

极作用。

拟招3.44万名毕业生！
2025年“三支一扶”来了

  □本报记者 柳娜

  又到端午。天蒙蒙亮，朱彦军蹲在

厨房角落刷洗粽叶，青绿的叶片在铝盆

里浮沉。妻子陈玉玉从冰箱端出泡发的

糯米，米粒吸饱水涨得圆鼓鼓，她手指

翻飞，三片粽叶叠成尖斗，先填层糯米，

埋几颗枣，再盖层米压实，朱彦军帮忙

捆绳……粽叶的青草香，混着出锅的蒸

汽往鼻子里钻，拉开了节日的序章。

  “我媳妇包的粽子可是一绝！”朱彦

军夸奖着媳妇的手艺，两人笑闹着，和

往年端午一样，带着一大兜粽子回到了

静宁县红寺镇魏沟村老家看望老人。一

家人围坐一团，谈笑之间，有和煦的家

风充盈着。

  朱彦军，这个曾因“中国诗词大会

亚军”走红的静宁农民工（现为静宁县

文化馆干部），在2025年第三届全国文

明家庭评选中，以“耕读传家、父慈子

孝、夫妻相爱、子女成才”的家风故事，

成为中国文明家庭的典范。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

有其源。好家风，是一部隽永的故事———

在朱彦军父亲朱德功的家常闲叙里，在

朱彦军的爱子情深里……家风如春雨，

润物细无声，却有改天换地的力量。

  吃罢粽子，朱德功老人盘腿坐在炕

边，指尖抚过两摞泛黄卷边的旧书，正是

这些《唐诗一百首》《古文观止》等书籍，

给了他与儿子朱彦军精神的抚慰和

力量。

  这位早年毕业于平凉卫校的乡村

知识分子，以每月30元的微薄工资，为

子女订阅《少年文摘报》《语文报》。“那

个年代，村里人觉得订报是‘烧钱’，但

我觉得，钱能花完，知识却能传家。”朱

德功说。老人常戴着老花镜，教孙子们

背诵《悯农》，告诫他们“一粥一饭当思

来之不易”。在三个孙子的大学毕业照

下，他郑重写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

层楼！最终别忘了为人民服务！”这句珍

存在相框里的家训，是朱家“诗书济世

长”的精神象征。

  初中毕业后，朱彦军走上了打工之

路。在颠簸的绿皮火车上、在冰冷的工

厂流水线边、在简陋的异乡出租屋里，

他一遍遍咀嚼着李白、杜甫、陆游、白居

易、苏东坡等著名诗词作者的璀璨诗

文，在充满挫败感的生活中，找寻治愈

的力量。

  每到一处打工地，当地最大的图书

馆或书店是他必定要光顾的地方。因为

囊中羞涩，买不起更多的书，在如饥似

渴地阅读时，每每遇到好文章，他都会

用手机赶紧拍下，等回到工地再爬到床

铺上把它抄下来。（下转第2版）

最 是 书 香 能 致 远
——— 记全国文明家庭朱彦军家庭

  本报讯 （记者张霞）记者从市

农业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获悉，近

期，我市出现多轮降水过程，有效

改善了土壤墒情，农业旱情得到缓

解，根据《平凉市农业自然灾害应

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

平凉市农业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决

定自2025年5月30日10时起终止农业

抗旱Ⅳ级应急响应。

  据了解，应急响应终止后，各县

（市、区）、各有关成员单位将密切监

视雨情、墒情、水情和苗情，加密会商

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及农事建

议，做好干旱、洪涝、冰雹等农业自然

灾害的防范应对。同时，加强在田作

物管理，动员群众及时查苗补苗，开

展病虫害监测防控，统筹谋划夏收、

夏种工作，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我 市 终 止 农 业 抗 旱 Ⅳ 级 应 急 响 应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平凉在行动

  5月29日，我

市和庆阳市交界

处的G244线长

庆桥重建工程正

在加快推进。新

建的长庆桥横跨

泾河，设计为双

向两车道桥梁，

全长310.6米，主

桥宽度19米，是

一座充满现代建

筑工艺的新式桥

梁，建成后我市

和庆阳市及陕西

省咸阳市人民出

行将更加便捷。

 黄蔚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