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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时 代 是 追 梦

者的时代，也是广大

青少年成就梦想的时

代。希望你们心系祖

国，志存高远，脚踏实

地，在奋斗中创造精

彩 人 生 ，为 祖 国 和 人 民 贡 献 青 春 和 力

量。”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单板

滑雪运动员苏翊鸣回信，向他和中国冰

雪健儿取得优异成绩表示祝贺，并提出

殷切期望。

十年磨一剑。 2012 年，8 岁的苏翊

鸣经常随父母练习滑雪，仍处在“玩”的

阶段；2022 年，还差 3 天年满 18 周岁的

苏翊鸣力压一众顶尖选手，勇夺北京冬

奥会男子单板滑雪大跳台项目冠军。这

背后，意味着年复一年的刻苦训练，每天

拼尽全力学习新动作，努力克服心理上

的紧张、恐惧。北京冬奥会上，苏翊鸣等

00 后运动员顽强拼搏、朝气蓬勃，从一

个侧面印证着：新时代的新一代成长起

来了。

体 育 强 则 中 国 强 ，国 运 兴 则 体 育

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每个人的

梦 想 、体 育 强 国 梦 都 与 中 国 梦 紧 密 相

连。没有强大祖国，何谈个人梦想？”新

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

的坚实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

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为体育健儿搭建了追逐梦想

的舞台，也为青年一代创造了绽放青春

的平台。苏翊鸣等优秀青年运动员的成

长成才，就是最好的例证。

人生因梦想而绚丽，青春因梦想而

闪耀。新时代的青年为梦想打拼，不只

在奥运赛场，如今各行各业的青年都在展现自己的责任与担

当。在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中，由 9 名 90 后组成的“北京

明白”团队，让人看到了航天人青春的样貌、蓬勃的活力；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

表集体致献词，喊出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70
后、80 后、90 后、00 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

平视这个世界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席话，打动无数国人

心。“平视这个世界”的新一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

任，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是可爱、可信、可为

的一代。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踏上新的赶考之路，我们深知越

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

骇浪。方此之时，尤需广大青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把自己

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

人民共命运，在大战大考中勇挑重担、积极作为。坚定风雨无

阻向前进的信念，激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广大青年必能

展现青春激昂的风采，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更好书写新

时代的青春答卷。

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回溯历史，

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

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当前，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

进。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时代，人人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奔跑吧，新时代的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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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17日电 （记者丁雅诵）记者

从教育部了解到：截至 2021 年年底，高校思政

课专兼职教师超过 12.7 万人，队伍配备总体达

到师生比 1∶350 的要求。专职思政课教师年轻

化 成 为 队 伍 发 展 新 态 势 ，49 岁 以 下 教 师 占

77.7%，具有高级职称的占 35%。全方位体系化

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加快构建，41 个全国高校

思政课教师研修（学）基地、32 个“手拉手”集体

备课中心，开展常态化培训研修，每年培训教师

近 6000 人。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到 2021 年

的 1440 余家，中宣部、教育部重点建设 37 家全

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部支持建设 200
余个优秀教学科研团队。2016 年至 2021 年，全

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由 39
个增至 104 个、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由 129 个增

至 279 个，学位点数量位居各学科前列。

此外，思政平台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优质教

学资源供给不断强化。教育部与中央网信办共

同打造“云上大思政课”主题宣传活动，3 年来

开展多期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思政大课”活

动，观看量超过 1.5 亿次。

思政课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加快构建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超 1440 家

一张图呈现、多部门配合、实时动态监

测……在安徽省合肥市，城市生命线安全工

程建设有序开展，通过科技赋能，形成监测

预警、应急处置、总结提升为一体的系统治

理模式，助力城市地下管网安全。

风险监测——

一张图，呈现地下
管网运行状态

“嘀嘀嘀”，在合肥市城市生命线工程安

全运行监测中心（题图。资料照片），警报声

响起。

供水专项值班员快速定位设备，调出历

史记录，将数据传到供水高级数据分析师李

旋手中。“接连几天，监测设备报警频发，相距

不过 120 米，排除误报，基本判断为供水管道

漏水。”李旋向合肥市供水集团报送了信息。

过去，对供水管网进行漏水巡查，需要有

经验的听漏员拿起设备、贴紧路面，仔细听

音。判断漏点远近、水量大小，全靠一双耳朵。

“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等管网深埋地

下，仅靠人工巡查，难以全面防控风险。”那

时，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

李家富没少为此发愁。如何对看不见的地

下风险实时监测预警？

2017 年起，合肥市利用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等技术，逐步搭建了城市生命线工程

安全运行监测平台。目前，合肥市已完成两

期工程建设，布设 100 多种、8.5 万套前端监测

设备，覆盖 822 公里燃气管网、760 公里供水

管网等，涉及 2.5 万个城市高风险点。通过建

设智能监测“一张网”，利用智慧“网格员”，将

地下管网运行状态通过“一张图”呈现。

在监测中心电子屏上，燃气、供水、热力

等设备情况清晰可见，一旦发现供水漏失、

燃气泄漏等异常，平台立即发出警报。“出现

报警信息后，我们要对危险源、防护目标、人

口交通等要素综合分析，并及时向主管部门

和权属单位推送风险警情、安全隐患分析报

告。”李旋介绍。

应急处置——

多部门联动，形成保障合力

一大早，在合肥市裕溪路与幸福路交叉

口附近，监测设备发出警报。

“燃气井内可燃气体浓度异常，监测中

心发出一级报警，附近可能泄漏燃气管线有

8 根！”合肥燃气集团调度中心主任严宁宁紧

张起来，拿上定位信息和安全隐患分析报

告，立马联络抢修中心，紧急调派人手，赶往

现场排查。

一到现场，异味扑面而来。抢修人员手

持气体分析仪，探测周边多处窨井。“检测到

了高浓度甲烷，与警情描述一致。”严宁宁和

同事们迅速定位，立即抢险。

监测中心传来现场地下管线分布图，燃

气、供水管线一目了然。紧接着，研判分析

报告完成：周边人口密度较大，建议停气抢

修，及时发布通知。燃气公司发布停气公

告，施工人员关闭阀门，确定点位，直接开

挖、处置险情。

“幸好处置及时，从接到警情到警报解

除，只用了 1 小时 25 分钟。”严宁宁说。

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投用以来，平均每

天 处 理 数 据 500 亿 条 ，每 月 推 送 报 警 信 息

92.8 条，已成功预警防范燃气管道泄漏 235
起、供水管网泄漏 81 起。

“用好预警信息，及时处置，应急响应需

要多部门联动。”李家富说。如今，合肥市逐

步形成了统一监测、多部门协调联动的工作

机制。

源头治理——

管线更新，变被动
应对为主动防控

不足 900 米的距离内，一年时间，燃气报

警次数竟达 40 多次。 2020 年以前，北一环

蒙城路至阜阳路这一段地下管网，让合肥燃

气集团安全保卫部副经理刘亚很头疼：“管

线老旧，接头密闭性弱，容易漏气。漏一次，

就补一回，可缝缝补补终究不是办法。”

“报警率高的地方需要从源头解决问题，

使用工程手段，整体置换。”合肥市城市生命

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中心有关负责人说。

启动北一环铸铁管网改造工程，拆除承

插式管线，更换为 PE 管线。3 个月后，新的

燃气管线并网运行，报警次数减少，表明该

区域燃气管网风险降低。

根据监测中心历史数据进行系统治理，

合肥市更换了主城区长 585 公里的燃气铸铁

管网和老旧钢管，并摸清燃气输送管线占

压、穿越箱涵等隐患底数，对 752 处管线占

压、31 处穿越箱涵隐患逐一治理。

城市建设的重复施工问题也得到一定程

度缓解。过去，由于不了解地下管线情况，误

挖管线等情况时有发生。“依靠地下管网地理

信息系统为城市生命线工程提供的数据支

撑，在合肥骆岗中央公园、南淝河污染源治理

等项目建设中，施工方根据信息系统设计方

案，有效避开了各类管线。”这名负责人说。

“借助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数据，我们

可以分析地下管网的各种风险因素，变被动

应对为主动防控，使治理精细化。”李家富

说。目前，合肥城市生命线三期工程正在推

进，未来将实现主城区和新建城区监测预警

全 覆 盖 ，进 一 步 织 密 城 市 生 命 线 风 险 防

控网。

本期统筹：张佳莹 制图：张丹峰

科技赋能，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一体推进——

地下管网有了智慧“网格员”
本报记者 游 仪

城 市 地 下 管 线 是 指
城市范围内供水、排水、
燃气、热力、电力、通信、
广播电视、工业等管线及
其附属设施，是保障城市
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
生命线。

2015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
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
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
见》，要求发展智慧管网，
实现城市地下空间、地下
综合管廊、地下管网管理
信息化和运行智能化。近
年来，安徽合肥对此进行
了探索。

核心阅读

■深阅读·关注城市安全R

天气回暖，正是春耕春种的好时机。趁着

天气好，重庆市垫江县坪山镇新风村组织了一

场“搁得坪”协商议事会，商议新风村农机使用

有关事宜。

“搁得坪”谐音当地人常说的“搁得平”，意

为难题得到解决。坪山镇推行“搁得坪”协商议

事会机制，深入了解群众所愿所盼，把实事做

细，把细事做透，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里。

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经营户和村民代表都

到了。新风村驻村干部李茂林开门见山：“今天

我们开这个会，是要了解大家对于农机使用的

想法。”

村民张孔义首先发言：“我家有 15 亩地，种

着玉米和水稻，这些年岁数大了，身体有点跟不

上。能用上农机，我挺满意。”

但 也 有 村 民 表 达 了 疑 虑 ：“ 我 们 是 丘 陵

地 带 ，适 合 机 械 作 业 吗 ？ 边 边 角 角 的 田 地 ，

机 器 怎 么 去 ？”“ 机 械 操 作 比 较 专 业 ，不 会 用

咋办？”……

“用上农机，1 个小时就能耕种 5 亩地，效

率大大提高。”新风村党支部书记赵明说，“咱们

这里的水田比较平整，用农机完全没有问题。

一些坡型田没法上大型机械，但用微耕机也能

省不少力气。”

“今天镇里农服中心的专业技术人员也来

了，可以给大家介绍农机的工作原理、安全操

作规范和后期维护方法。”坪山镇副镇长左建

补充说。

有 人 提 出 ：“ 合 作 社 里 的 拖 拉 机 就 那 么

几 台 ，如 今 正 是 春 耕 农 忙 时 ，谁 先 谁 后 ？ 怎

么排序？”

“为了公平，每家每户出一人，组成 400 余

人的微信群，有问题在群里反映，调度顺序及时

在群里公布。”李茂林说，“总的来说，按照‘先易

后难、由远及近、整零协同’的原则，保障大家都

能用上新农机。”为妥善处理农机使用过程中可

能产生的纠纷，村里牵头成立专门的调解委员

会，“一旦出现问题，由委员会出面调解，该补偿

的补偿，决不让农户吃亏。”

有问有答、有商有量的氛围里，村民有关农

机使用的疑问都有了解决方法。

不只是坪山镇，截至目前，垫江县 26 个乡

镇（街道）、301 个村（社区）都已实现了协商议

事 全 覆 盖 ，自 2019 年 以 来 ，共 开 展 协 商 议 事

6700 余次，达成共识 9100 余项。

“搁得坪”协商议事会——

遇事会上提 办法现场议
本报记者 常碧罗 王欣悦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现场R

■寻找最美乡村·捞车村R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

县苗儿滩镇捞车村，依山傍水，古木丛生，

土家族特色民居和蜿蜒的鹅卵石村道、绿

意盎然的田野相映成趣。

走 进 村 子 ，环 顾 四 周 ，有 上 百 座 青

瓦 木 结 构 的 传 统 民 居 ，四 合 水 屋 、转 角

楼等特色建筑别具韵味，不少人慕名前

来写生。

木 结 构 凉 亭 桥 、摆 手 舞 广 场 、土 家

织锦……近年来，捞车村以美丽乡村建

设为抓手，发展特色旅游。当地在保护

村寨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对民居进行合

理改造，持续完善人居环境。不少村民

办 起 了 农 家 乐 ，开 起 了 民 宿 ，日 子 越 来

越红火。

上图：远眺村落。

左图：专心写生。

曾祥辉摄（人民视觉）

山水含情 古村入画

欢迎投稿，邮箱：findzmxc@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