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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路上R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R

手握黑柄球拍，抛球、挥拍、击球

……一连串流畅的发球动作下，黄色

的网球在空中飞旋，划出一条优美的

弧线。在河北省廊坊市体育局旁的

一处网球训练场上，一个皮肤黝黑的

少年和他的队友，正在教练的指导下

进行双打练习。

少年名叫王发，今年 15 岁，是廊

坊野象网球俱乐部的一员。去年夏

天，在广州的一场青少年网球赛上，

王发背着一个竹编背篓亮相赛场，给

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大家亲切地将

他称为“背篓少年”。在那场比赛中，

王发最终拿到 14 岁以下组男单冠军。

王发的背篓来自家乡，那是云南临

沧一个名叫芒回的村子。6年前，他跟

随野象网球俱乐部负责人张晓洪走出

大山，踏上了挥拍追梦的网球之路。

“拿起球拍的时候，我觉得很兴

奋。”第一次接触网球的场景，王发仍

记得很清楚。2016 年下半年，他和其

他 9 个孩子跟随张晓洪进行训练。“我

每天练习抛球，大筐能装 300 多个球，

小筐能装 200 多个球，一天要练五六

筐以上。”王发说。

因为练球太累，王发打过退堂鼓：

2017 年初，在前往昆明训练前的那个

假期，王发回家后没有如期归队。“最

后 是 张 教 练 自 己 开 车 把 我 接 回 去

的。”王发说，在那之后，每天晚上，教

练都会花一个小时为小队员们讲有

关网球运动员、网球运动史的“睡前故

事”，激发他们对网球的兴趣。

渐渐地，“成为像网球名将费德

勒那样的运动员”，成了王发的梦想。

天还没亮就出早操，太阳下山才

下训练场。发球、抛球、击球……平

均一天挥拍 7000 多次，王发咬牙坚

持。“打墙训练最累的时候，墙比我们

还‘累’，掉皮破洞都是常事。”王发打

趣道。

2020 年“耐克杯”青少年网球巡

回系列赛成都站，王发收获了人生中

第一个全国冠军。刻苦训练的汗水

终于换来赛场上的闪光时刻，王发激

动不已。学习理论知识、加强体能训

练、增强实战能力……自那以后，王

发训练得更刻苦了。

穿破近 60 双鞋，挥拍达 900 多万

次，走过 10 余个省份。“网球改变了我

的生活，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

界。”王发说。去年 9 月底，经过测试

选拔后，王发年仅 7 岁的弟弟王艺也

成 了 廊 坊 野 象 网 球 俱 乐 部 的 一 员 。

“要像哥哥一样在赛场上拿冠军”，成

了小王艺的目标。

“下一届全运会上，争取拿个好名

次。”王发的日记本上，记录着他追逐

梦想、训练备战的每一天。“未来，希望

可以带着弟弟一起打职业赛，背着背

篓走进国际赛场，为祖国争光。”王发

说，期盼有越来越多的“背篓少年”像

他一样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平均一天挥拍7000多次，“背篓少年”王发—

挥拍逐梦 赛场闪光
本报记者 邵玉姿

图①：王发背着背篓去参加训练。

郑晨子摄（人民视觉）

图②：王发在练习回球。 贾 珺摄（人民视觉）

图③：王发（右）和弟弟一起走向训练场。

贾 珺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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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走进位于江西省南昌县的省

农业科学院附近的试验田，只见超级水稻研

究发展中心的科研人员头戴草帽，赤脚撸

袖，左手攥秧把，右手插秧苗。“现在正是早

稻扬花季、中稻插秧期。我们紧抓试验的关

键节点，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开展田

间技能大赛等活动，让党建为科研添动力。”

中心党总支书记刘秀梅说。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2012 年，在中

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颜龙安

的带领下，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下属江西省

超 级 水 稻 研 究 发 展 中 心 正 式 成 立 。 近 年

来，中心始终坚持把党建和科研工作深度

融合，让党旗高高飘扬在水稻品种研究、农

业技术示范推广和技术服务等工作一线，

为水稻种业振兴和保障粮食安全做出重要

贡献。

传 递 榜 样 力 量 ，强 化 党 员 模 范 带 头 作

用。“坚持科技服务‘三农’，颜龙安院士以实

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党员的使命和担当。”中

心副主任谢红卫谈到野生稻种的收集工作

时感慨。虽已年过八旬，颜龙安依然奋战在

科研攻关一线，飞赴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收集

稻种样本。把种苗送回江西开展检测研究

后，他常常连夜赶赴海南基地，将稻种妥善

入库。从野生稻中提取的有利基因，将用于

培育一代代新型优良品种。

“把人民装进心里，再苦再累也要搞到

底！”这是颜龙安的初衷，也是激励中心科研

人员发愤图强、攻坚克难的精神动力。水稻

育种的过程漫长，每选育一个新品种需要 8
至 10 年。“条件越是艰苦，越不能坐在实验

室；气候越是极端，越需要奔赴田野间。”为

获取最真实直观的数据，科研人员长期坚守

在田间地头。

数 十 年 如 一 日 ，中 心 副 主 任 曹 志 斌 专

注于耐高温品种的培育。 2022 年，当地出

现 50 年一遇的高温，有些田地的收成只剩

两三成，甚至覆盖不了收割成本。 2022 年

5 月 ，曹 志 斌 带 领 的 团 队 经 过 11 年 协 同 攻

关 ，成 功 克 隆 出 水 稻 耐 高 温 功 能 基 因 ，可

以 大 大 提 升 水 稻 扬 花 期 高 温 影 响 下 的 结

实率，如今利用相关新种质选育的新组合

正 在 参 加 省 级 及 国 家 级 区 域 试 验 和 示 范

性 试 验 种 植 。“ 新 品 种 在 面 对 极 端 高 温 天

气 时 ，也 可 以 达 到 80%的 收 成 。”曹 志 斌 欣

慰地说。

在中心，像这样的成果还有很多。谢红

卫团队从野生稻中培育出优秀抗病虫害的

新型三系杂交稻；支部党员、副研究员聂元

元用 7 年时间培育出优质节水抗旱稻种……

近 5 年，中心通过国家和省部级审定水稻品

种 40 多个，推广面积覆盖长江中下游水稻种

植区 10.3%。中心自主选育的“荣优 225”“野

香优航 1573”等系列品种在江西、湖北、湖

南、广西等省份推广 4500 万亩以上，每亩平

均增产 20 公斤。

加强支部建设，推动党建与科研深度融

合。农民一年种稻两季，中心的同志们一年

要种四季：“除了在江西种早、中、晚稻，每年

还要飞到海南三亚种一季。”为加强党支部

建设，团队在海南和兄弟单位开展支部共建

活动，组队进行红色走读，并举办技术交流

讲座。

中心助理研究员唐秀英，孩子还不到 3
岁。在三亚南繁基地期间，唐秀英只能通过

视频电话与孩子联系。“农忙不等时，我们必

须要争分夺秒，种子也是我的孩子。作为一

名党员，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我们不能忘

记自己的责任。”唐秀英说。

在 科 研 工 作 之 外 ，中 心 积 极 助 推 科 技

下 乡 ，以 实 际 行 动 开 展 为 民 服 务 ，支 部 党

员 足 迹 遍 布 江 西 省 1/3 的 县 市 。 在 高 安

市 ，为 应 对 极 端 干 旱 ，保 住 包 括 其 他 研 究

团队在内的 1000 亩试验田，中心成员从自

己的科研经费中凑出 3 万余元用于购买灌

溉 设 备 ；在 萍 乡 市 湘 东 区 ，曾 挂 职 排 上 镇

副 镇 长 的 曹 志 斌 为 面 临 损 失 的 制 种 大 户

奔走落实保险赔付。据介绍，团队成员每

年在各地培训人员 9100 余人次，平均每名

党员每年指导企业、合作社、种粮大户 470
多人次。

江西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引领科研攻关 擦亮种业“芯片”
本报记者 王 丹

在山东省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山

东方垠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工厂内，一条 150
米长的生产流水线上，仅有两名工人在操

作。上料、翻转、焊接……一块钢板变成一

个 H 型结构件，只需 1 个小时。

效 率 的 提 升 得 益 于 工 业 软 件 的 应 用 。

“使用我们的企业数字化平台后，这家公司

用 工 整 体 减 少 40% 左 右 ，生 产 效 率 提 高

60%。”浪潮集团科技创新部部长蔡伟说，“自

2022 年至今，我们已发布 34 款软件类产品，

突破 48 项软件类新技术，为 120 余万家客户

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

近年来，济南市深入实施工业强市发展

战略和数字经济引领战略，把软件产业作为

主攻方向之一，软件业务收入连续多年保持

两位数增长。2023 年一季度，济南市软件业

务收入 959.7 亿元，同比增长 15.1%，增速高

于全国 1.6 个百分点。

“这些年，全市软件业规模效益稳步提

升，背后离不开政府的‘搭台助力’。”济南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汲佩德介

绍，市委、市政府先后印发《加快软件名城提

档升级促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的

若干政策》等系列文件，确立了以企业为立

足点、以品牌为突破点、以园区为着力点的

软件产业规划布局。

据介绍，济南市通过打造软件名城、名

园、名企、名品、名人、名院和名展工程，激发

市场活力和企业发展内生动力。2022 年全

市 软 件 业 务 收 入 438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6%，规模总量跃居全国第八位，累计培育

国家鼓励的重点软件企业 11 家、全国软件百

强企业 13 家，各类试点示范走在全省全国前

列，形成了综合型、特色型和市级软件园区

优势互补、梯次发展的格局。

坐落于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齐

鲁软件园，便是全市聚力打造的“名园”之

一。早在 1997 年，齐鲁软件园就被科技部认

定为全国首批“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

地”。近年来，全市软件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产业园内软件名企不断涌现，山东山大华天

软件有限公司便是其一。

“公司起步时，只有 4 位老师，带着 20 多

名学生；到现在，公司已达到千人规模，高学

历人才云集，为大型复杂工业软件的研发和

技术攻坚提供了条件。”山东山大华天软件

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超英说，受益于多重政策

支持，公司近年研发的系列工业软件应用场

景逐步拓宽，服务对象越来越广，“从汽车到

航天、高铁、重型装备、高科技电子等领域，

都有我们产品的身影。”

“实现软件业高质量发展，人才是第一

资源。”汲佩德介绍，近年来，济南坚持需求

导向，持续加大高水平软件人才招引培育力

度，大力推进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建设，

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四链融

合。得益于良好的人才生态，济南软件产业

经 营 主 体 超 过 5 万 家 ，从 业 人 员 达 到 30
万人。

日前，济南出台《济南市加快软件名城

提档升级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提

出，到 2025 年，济南将打造成为产业实力领

先、创新活力迸发、应用赋能多元、产业生态

繁荣的中国软件名城标杆城市。

夯实产业基础 加快提档升级

山东济南竞逐软件业新赛道
本报记者 李 蕊

新华社北京 7 月 3 日电 2022 年度媒

体社会责任报告近日发布。这是媒体社会

责任报告工作开展以来，连续第十次发布

有关报告。今年，从中央新闻单位到县级

融媒体中心超 500 家媒体发布报告，发布

媒体数量比去年增加百余家，部分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一步扩大报告范

围，黑龙江、陕西、湖南等 15 个省份实现省

市县三级媒体覆盖。

2022年，新闻战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

分发挥主力军主阵地主渠道作用，大力宣

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奋

进力量。特别是在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统筹疫情防控与

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主题报道中，广大新

闻工作者强化责任意识、践行忠诚担当，自

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不断巩固壮大奋进新

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以生动实践展现了

新闻战线的好形象、新作为，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

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各报告媒体按照中宣部、中国记协印

发的《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施办法》要

求，从政治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

人文关怀责任、文化责任、安全责任、道德

责任、保障权益责任、合法经营责任等方

面 ，对 2022 年 履 行 社 会 责 任 情 况 进 行 报

告。其中，200 多家媒体还制作了形式多

样、传播广泛的多媒体版报告，多家媒体制

作发布展示海报，召开报告发布会、座谈

会。报告可读性、生动性明显增强，传播

力、影响力得到较大提升。

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产业报行业报新闻道德委员会

和 各 省 区 市 新 闻 道 德 委 员 会 将 对 媒 体 发 布 的 报 告 开 展 评 议

打分。

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工作开展 10 年来，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

度建设不断完善，各级各类新闻媒体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强化，参

与报告的媒体越来越多，有力推进了新时代新闻事业发展和新

闻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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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3日电 （记者白剑峰）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

委今天在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已建成 40 支国家级

医疗应急队伍，建立省、市、县三级医疗应急队伍 6500 支，医疗

应急能力建设进一步强化。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介绍，近年来，我国

加强医疗应急基地、医疗应急队伍、医疗应急物资储备等各方面

建设，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应急体系。一方面，做好

医疗应急救治基地建设，规划建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以及

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进一步提升大规模收治伤病员的定点救

治能力。另一方面，推进医疗应急队伍建设。在 40 支国家级医

疗应急队伍中，有 5 支队伍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成功通过了世

界卫生组织国际应急医疗队的认证，我国成为世界上拥有国际

应急医疗队伍最多的国家之一。基地和队伍一同形成了国家突

发事件医疗应急工作的核心力量。

国家卫生健康委从全国遴选了一批业务过硬、作风优良、实

战经验丰富的权威专家，成立了国家医疗应急专家组，涵盖 22
个专业，总计接近 540 人。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之后，能够更加迅

速地按类别以及按照突发事件的类型，高效调派国家专家赶赴

现场开展伤员救治工作，还可以开展远程多学科会诊指导。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强化体系建设和能力提升，进一步推

动医疗应急体系和能力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推进基地和队伍建设。目前，正在推进国家紧急医学

救援基地建设，下一步还将建设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同时

还要进一步扩充中毒救治基地，通过基地建设构建紧急医学救

援工作的核心支撑。加大国家医疗应急队伍建设，到“十四五”

末，计划将国家医疗应急队伍由目前的 40 支增加至 60—70 支。

二是进一步强化医疗应急机制建设，提升“软实力”。通过

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公众参与的医疗应急机制，推动完善

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国家医疗救援力量的调动和相互支援机

制，建设国家省、市、县立体化的医疗救援指挥调度体系和信息

系统，做到指令传递快速、系统反应有序、基层执行有力。

三是加强信息监测和应急值守，确保“快反应”。要充分发

挥医疗机构的哨点作用，紧盯事件苗头信息，及早发现并报告，

提前做好准备，牢牢把握医疗应急的主动权。

我国医疗应急能力建设进一步强化
已建成 40 支国家级医疗应急队伍

本版责编

纪雅林 臧春蕾 崔杨臻

本报北京 7月 3日电 （记者张天培）记者从公安部获悉：近

日，公安部组织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鄂湘鲁豫”区域会

战，指挥 4 省公安机关同步开展集中打击，成功抓获一大批涉诈

违法犯罪嫌疑人，捣毁犯罪窝点 3300 余个，缴获手机、电脑、“两

卡”等作案工具 10.4 万个（台），扣押现金、虚拟货币等涉案资产

价值 5800 余万元。

据了解，去年以来，公安部组织开展多次区域会战，严厉打

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共打掉犯罪窝点 5100 余个，集

中捣毁一大批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组织偷渡、推广引流、技术开

发、转账洗钱等支撑服务的犯罪团伙，依法严惩一大批境外诈骗

窝点回流人员和从事各类黑灰产的犯罪嫌疑人。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国公安机关将持续组织开展多

轮次区域会战，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

发起凌厉攻势，对从事黑灰产违法犯罪活动的窝点和人员进行

全面起底和清理，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多发高发态

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公安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集中捣毁电诈犯罪窝点3300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