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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的羊，要直飞到天

津去了。“这能帮当地牧民把羊的价格提升

10%到 15%，我们正在大量备货。”从天津来挂

职的于田县委副书记杨建礼信心十足。

喀什地区疏勒县的水果番茄尚在育苗，

就已被多个沿海省份提前预订。“我们提供

技术，农户负责种植，这一批水果番茄能销

3000吨。”新疆喀什（山东水发）现代蔬菜产业

园负责人刘志军说。

在浙江杭州，山海共富农优产品展销窗

口开了个新疆馆，3 天就卖出了价值 200 多万

元的新疆特产。许多货品现场库存销售一

空，还形成 2000 多万元的意向订单。

近年来，在援疆省市的大力支持下，消费

援疆模式不断优化，带动了新疆农特产品销

售，也为新疆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

场奠定了基础。

好产品找到好销路

天山南北，瓜果飘香，牛羊成群。谁不知

道新疆的农产品好呢？但是要把这样好的农

产品卖个好价钱，变成农牧民兜里的票子，可

不是件容易事。为此，援疆省市多措并举、各

出妙招。

山东援疆鲁疆铁路“商仓流”一体化项

目 铁 路 货 运 对 开 班 列 ，开 了 南 疆 铁 路 运 输

班 列 先 河 ，打 通 了 进 出 疆 的 货 运 大 通 道 。

利 用 冷 链 运 输 ，山 东 省 内 及 陕 西 西 安 建 成

12 个“ 喀 什 农 副 产 品 保 鲜 配 送 中 心 ”，销 售

400 多类新疆特色农副产品，累计销售额接

近 43 亿元。

济南当地组织成立“‘山东援疆·大仓东

移’济南爱心帮帮团”，常态化开展喀什特色农

副产品社区团购销售活动，今年“大仓东移”已

助力新疆农产品出疆销售额突破 8亿元。

“除了货运班列，我们还开通了‘齐鲁之

星’援疆旅游专列。今年组织了 1300 多名游

客进疆游玩。”山东中铁国际旅行社党总支书

记王斌说。通过“大美新疆·醉美喀什”鲁疆

双向游活动，包机、专列送客入疆已经超过 4万

人次。

据了解，浙江援疆帮助新疆农产品插上了

电商的翅膀，在天猫、淘宝、微信商城建立网店

227 家 ，在 华 东 地 区 建 设 线 下 门 店 2614 个 。

2020 年以来累计销售额约 220.83 亿元，今年

1—6 月 销 售 额 达 25.9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1.81%。

在 天 津 的 各 大 展 销 会 现 场 ，“ 和 田 优

品”成为亮眼品牌，“足不出津购和田”也逐

步成为许多天津市民的消费选择。天津援

疆与和田地区成立“和田优品”区域公共品

牌 建 设 领 导 小 组 ，统 筹 推 动“ 和 田 优 品 ”区

域品牌搭建、产品认定、营销推广等各项工

作 ，努 力 将“ 和 田 优 品 ”打 造 成 全 国 知 名 品

牌，构建起特色产品运得出、卖得好的疆内

外市场体系。

消费旺带动产业兴

大学毕业，回乡种瓜——这是维吾尔族

姑娘布哈力齐·斯迪克的选择。在山东援疆

潍坊“郭牌西瓜”喀什疏勒万亩生产基地里，

她承包了一个大棚。

“山东企业的设施农业很先进，我学到

了很多新技术。今年我在这个棚里种的西

瓜可甜了，卖到各地供不应求，价格也不低

呢。”布哈力齐·斯迪克说。新疆日照长、温

差大，特别适合蔬果种植。为了助力新疆农

业提质增效，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山东援

疆推动山东水发集团建成南疆现代蔬菜产

业基地；潍坊“郭牌西瓜”喀什疏勒万亩生产

基地顺利投产运营，销售到北上广深等一线

城市。

“和田羊品质好、不愁销。”于田县希吾勒

乡畜牧站技术员玉苏普江·买提卡斯木说，但

是由于草场有限，当地羊群规模一直上不来，

制约了群众进一步增收致富。

看到这一困局，天津援疆干部把天津食

品集团引进来，打造一个肉羊产业全链条项

目。通过消费援疆，和田羊已经带动 2 万多户

脱贫户增收、156 个村集体致富，帮助 1000 余

人就近就地就业。

“搭建销售平台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完善

产品标准，现在阿克苏苹果、香梨、红枣等都

已经有了行业标准。我们还带动发展了一大

批当地的农产品基地与生产型企业、加工型

企业。”浙江省援疆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消费援疆，新疆农产品丰富了支援省市

的菜篮子、果盘子，旺盛的消费需求又反过来

促进了新疆农特产品的提质增效，这是双赢

的局面，更是双赢的未来。

模式不断优化，产销更加兴旺

消 费 援 疆 促 双 赢
本报记者 杨明方 蒋云龙 李昌禹

“要不要在唱词和情节上创新一

下？让观众觉得更有意思。”“有戏则

长 ，无 戏 则 短 。 传 统 戏 得 适 应 剧 场 ，

情节紧凑、删繁就简。”这是浙江婺剧

艺 术 研 究 院 青 年 演 员 们 的 日 常 切

磋。在这个 80 后、90 后、00 后占比近

九 成 的 院 团 ，演 员 苦 练 四 功 五 法 、改

良文戏武戏，每年活跃在 500 多场演

出中，让观众感受到戏曲的“时尚”。

婺剧新貌，是当代中国青年积极参

与文化传承发展的缩影。从三星堆考

古现场的青年考古工作者，到“活化”古

村落的青年古建修复师，再到国风国潮

里的青年创作人才，探寻文化根脉、主

动传承创新，已成为当代中国青年的文

化自觉。

青年人能够利用新技术新手段，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巧妙

结合，打开创新空间。以非遗为例，在

乡村振兴一线，青年用新颖创意激发

非遗活力，既传承了非遗文化，又带动

了乡村发展。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贵州省级非遗赤水竹编 90 后传承人杨

昌芹钻研技艺，创新推出竹编瓷器等

一系列工艺品，直接带动赤水市大同

镇民族村 177 户、570 人增收，竹编产业

带动周边乡镇近 3 万人就业。在抖音

平台，2022 年非遗领域创作者近七成

为青年，每天直播超千场；黄梅戏、花

鼓戏等专业院团的青年人才纷纷登上

“云舞台”，覆盖超 300 种戏曲，去年直

播观看人次超 25 亿，场均 3200 人次。

借 由 青 年 群 体 的 创 新 热 情 和 创 造 魄

力，包括非遗在内的中华文化不断焕

发时代光彩。

传 承 需 要 创 新 ，创 新 呼 唤 青 年 。

青 年 群 体 在 文 化 传 承 创 新 中 迸 发 的

创 造 力 ，印 证 着 中 华 民 族 守 正 不 守

旧 、尊 古 不 复 古 的 进 取 精 神 ，折 射 出

中 华 文 明 突 出 的 创 新 性 。 成 长 在 当

代中国，广大青年一展身手的舞台无

比 宽 广 。 期 待 广 大 青 年 以 昂 扬 的 朝

气锐气，为文化传承发展注入更多青

春力量。

为文化传承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张明瑟

在中国人民大学，不少人

听过关于高铭暄教授的一则小

故事。一次，这位 90 多岁高龄

的老先生要为青年教师做一场

讲座。有人注意到，他 16 页的

手稿上，满是修改痕迹。原来，

他为了这次活动，前一夜改稿

到凌晨两点。虽然讲座主题与

以往大致相同，但他备课仍一

丝不苟：“每次听的人都不同，

当 然 要 重 新 整 理 。”这 位 获 得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

名师，不仅用学识培养了一批

英才，也用言行、品格影响了众

多青年学子。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

德者也。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

在 致 全 国 优 秀 教 师 代 表 的 信

中，深刻阐释中国特有的教育

家精神，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

是“ 言 为 士 则 、行 为 世 范 的 道

德情操”。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 和 接 班 人 ，迫 切 需 要 我 们

的 教 师 既 精 通 专 业 知 识 、做

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

“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

业 解 惑 ”的“ 经 师 ”和“ 人 师 ”

的统一者。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

国传统文化倡导教师既要“言

传”，也要“身教”。好的老师，不仅是学生学业上的领路人，

更是人生道路上的好榜样。谈及教师职业，扎根乡村的云

南省“最美教师”马琼郭说：“小时候惊叹老师博学多才，上

能当‘法官’、下能修课桌，也能感受到老师的用心用情，这

让我萌发了成为一名教师的人生理想。”在求学历程中，许

多人因受到优秀教师的影响而明晰了人生目标、努力方

向。广大教师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才能引导和帮助学生把

握好人生方向，特别是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

第一粒扣子。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了教师

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群。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

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

楷模。用科技为荒山带来苍翠的李保国，扎根贫困地

区、献身教育扶贫的张桂梅，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

立业的西安交通大学西迁老教授，全国各地发挥余热

的“ 银 龄 教 师 ”…… 新 时 代 ，一 大 批 优 秀 教 师 不 断 涌

现。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感染了更多青年教师，影响了无数学生。实践证明，有

大德的老师才能教出有大志、有大我的学生，才能在传

道授业中引人以大道、启人以大智，实现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

师德是深厚的知识修养和文化品位的体现，需要在

实践中教育培养，更需要教师加强自我修养。“教师是

给学生点亮人生明灯的，当然首先要自己心中有太阳”

“再忙再累，不能忘记自身的修为”，“人民教育家”国家

荣誉称号获得者、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于漪，

一辈子做老师，一辈子学做老师，躬耕教学事业不敢有

丝毫懈怠，始终坚持学习、提升自我。中国式现代化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新征程上更需

广 大 教 师 崇 德 修 身 、严 以 律 己 ，既 守 住 自 己 的 精 神 家

园，也拓展学生的精神世界，努力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

模、世人效法的榜样。

教师的人格力量和人格魅力是成功教育的重要条

件。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激励广大教师陶冶言为士则、

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努力做“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

“大先生”，必将为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

水、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言
为
士
则

行
为
世
范

—
—
大
力
弘
扬
教
育
家
精
神
②

彭

飞

固本开新谈文化

9 月 15 日，黑龙江省富锦市宋店村丰收在望，秋色宜人。

近年来，宋店村坚持党建引领，发展优势产业带动村民增收，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村容村貌，努力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 苏震坤摄（人民视觉）

新 华 社 拉 萨 9 月 19 日 电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国 务 院

副总理刘国中 17 日至 19 日到西

藏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等 工 作 。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论述，强化责任担当，落实工作

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底线，扎实有力接续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

刘 国 中 来 到 曲 水 县 、白 朗

县、萨迦县，走进脱贫村，走访脱

贫户，调研易地搬迁后续扶持、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

务 等 工 作 ，详 细 了 解 脱 贫 群 众

“两不愁三保障”和就业增收等

情况。他强调，脱贫攻坚成果来

之不易，必须巩固拓展好。要落

实“四个不摘”要求，过渡期内保

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要

加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对遇到

突发困难可能返贫致贫的农牧

民及时发现、有效帮扶。要加强

扶志扶智，进一步激发脱贫群众

内生动力，支持他们依靠自身奋

斗增收致富。要有针对性地做

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努力实现

住得下、能融入、可致富。要因

地制宜推进乡村建设，逐步让各

族农牧民群众就地过上富裕幸

福生活。

西 藏 今 年 光 温 水 匹 配 较

好、秋粮丰收在望，刘国中实地

察 看 青 稞 秋 收 情 况 ，走 进 现 代

农业示范园了解芫根、玉米、黑

麦 等 试 验 种 植 进 展 。 他 强 调 ，

发 展 乡 村 产 业 是 夯 实 脱 贫 基

础 、增 强 发 展 能 力 的 重 要 举

措 。 要 抓 紧 抓 好“ 三 秋 ”生 产 ，

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加强农机调度和社会化服务，精心组织

好秋收，及早谋划秋冬种。要加强青稞等良种选育和先进适

用技术推广，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和现代养殖圈舍建设，提

高 农 牧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力 。 要 立 足 本 地 特 色 资 源 和 环 境 承

载力做好“土特产”文章，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牧民持

续增收。

刘国中还走进村卫生室，调研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和防疫工

作。他强调，秋冬季是呼吸道等传染病高发期，要发挥好已有防

疫体系作用，继续认真做好常态化新冠疫情监测报告，加强防治

药品配备，立足实际做好转诊准备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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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二 看 籽 粒 ，今 年 的 玉 米

棒，一棒足足有 600 多粒；三看灌浆，肥

水一体，籽粒饱满，产量拿得更稳。去

年玉米亩产 1300 斤，今年我估计能上

1600 斤。”

“良法良技跟上，玉米增产潜力大

幅度挖了出来。”浚县农业农村局党组

成员董文全介绍，今年县里开展玉米高

产竞赛活动，示范玉米密植高产、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增加密度、分

段施肥、适时晚收等关键技术，带动全

县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再到豫东尉氏县张市镇尹庄村，农

穗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里，一排排

玉米翠绿挺拔，一垄垄大豆豆荚满挂。

合作社负责人蔡玉军发展玉米大豆带

状复合种植 350 余亩，“县里的农技服务

队队员随叫随到，今年预计玉米亩产能

达 1300 斤，大豆亩产能超 200 斤。”

尉氏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宋

志平介绍，为了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多产粮，县里的农技服务队下沉到田

间地头，开展精准化服务。

专 家 到 田 ，技 术 到 人 ，良 法 落 地 。

今年，河南全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面积 150 万亩以上，省里的专家指导组

会同当地农技人员做好指导服务，“秋

粮一天不到手，指导一天不结束”。

“社会化服务为粮食增产添动力。”

尉氏县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负

责人赵庆涛说，今年公司托管张市镇小

寨村 500 亩玉米，标准化作业，科学化管

理，生产成本降低 10%左右，秋粮产量预

计能提高 10%以上。

社 会 化 服 务 促 进 良 技 良 法 落 地 。

河南通过项目资金补贴、提供优惠贷款

和技能培训等方式，培育壮大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全省已培育 12.5 万个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服务小农户 1575.9 万户，高效节

水滴灌、无人机统防统治、机械化收割

等良技良法得到广泛应用。

今年河南秋粮面积稳定在 7600 万

亩以上，稳中有增，整体长势好于去年，

种植密度明显提高。“玉米亩均种植密

度较去年增加 200 株以上，夺取秋粮丰

收有基础有条件。”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总农艺师杨玉璞说。

田管不放松，努力以
秋补夏、以丰补歉

今年河南麦收遭遇“烂场雨”天气，

夏粮产量受到影响。“确保全年粮食产

量稳定在 1300 亿斤以上，必须做好以秋

补夏、以丰补歉，奋力夺取秋粮丰收。”

杨玉璞说，目前全省秋粮生产形势总体

不错，很快就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必须

环环紧扣抓好后期管理。

夺取秋粮丰收，田间管理是关键。

河南各地全力以赴，抓好以玉米南

方锈病防控和“一喷多促”为主的秋粮

田间管理，55 个规模粮油种植主体单产

提升项目县的药肥全部供应到位，18 个

省 级 秋 粮 专 家 指 导 组 驻 扎 分 包 地 区 。

各地发挥植保社会化服务组织作用，积

极开展统一喷防作业。

“防治病虫有妙招，‘一喷多促’效

果好。”淇县高村镇介屯村，沐鹤农林科

技有限公司飞手杨振杰正操作无人机

进行植保作业。

“玉米植株高大密集，农民进地不

便 ，无 人 机 喷 防 便 捷 又 高 效 ，防 虫 、防

病、追肥‘三管齐下’。”在一旁指导的淇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高 级 农 艺 师 万 红 国 说 ，

“一喷多促”是目前玉米田管的关键措

施，具有壮苗稳长、灌浆鼓粒、提高单产

等多重效果，预计近几天全县就能全面

完成喷防。

“ 全 省 玉 米 南 方 锈 病 发 生 面 积 近

700 万亩，抓好玉米南方锈病防控是夺

取秋粮丰收的关键一仗。”杨玉璞说，各

地统一开展应急防治，全面实施“一喷

多促”，努力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

周口市商水县发力“秋补夏粮”，全

面加强秋粮后期田管。县里抽调 200 多

人组建 23 个农技服务小分队，到田间地

头开展技术指导。“有专家指导，我家的

玉米进行了 3 次精准施肥，病虫害防治

两遍人防、一遍机防，你瞧，现在玉米棒

子多喜人！”种粮大户邱守先说。

夺取秋粮丰收，防灾措施不可或缺。

走在浚县、淇县田间，不时能看到

田头气象站里 360 度全景相机和各类气

象传感器，实时监测农作物生长和农田

环境参数。

“气象站的农田生态综合协同观测

系统，能大幅提升农业抗灾减灾水平。

农民打开微信公众号，就能收到农用天

气预报和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啥时候浇

水、啥时候防灾一目了然，非常实用。”

鹤壁市农业气象试验站站长王敏介绍。

今年，河南开展智慧农业气象服务

试点工作，建立主要粮油作物分区域、

分时段、分灾种的气象服务指标体系和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业务链条，为秋

粮生产保驾护航。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中原粮
仓”根基更稳固

尉氏县张市镇万亩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里，沈家村村民沈双义掏出手机，

点开智慧农业云平台操作，只听田头的

水肥 1 号井“嘀”的一声响，汩汩清水浇

灌玉米地。

“高标准农田经过改造提升，旱能

灌、涝能排，玉米产量从 800 斤增加到了

1200 多斤，今年应该能上 1300 斤。”沈双

义说，高效节水灌溉、伸缩式喷灌“双灌

齐下”，农田旁建起 5G 基站，看着村里

的种植条件越来越好，沈双义今年初把

种粮规模扩大到了 100 亩。

地好多打粮。近年来，尉氏县累计

投资 12.37 亿元，建设高标准农田 90 万

亩，基本实现粮田全覆盖，项目区新增

粮食产能 6000 万斤以上。“县里的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建设正稳步推进，打造高

标 准 农 田‘ 升 级 版 ’，每 亩 建 设 标 准 从

1500 元提升到 3000 元以上，推动实现从

种到收全程农事信息化、标准化。”尉氏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霞说。

宋 志 平 介 绍 ，在 高 标 准 农 田 示 范

区 ，农 业 灌 溉 用 水 有 效 利 用 系 数 达 到

0.85 以 上 ，亩 均 灌 溉 成 本 下 降 30 元 左

右，单产增加 400 斤左右，亩均节本增效

超过 600 元。

“我们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提升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举措，切实做

到‘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

开封市委书记高建军说，目前全市累计

建成高标准农田 461 万亩、高标准农田

示范区 7.4 万亩。深入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力争今年把永久基本农

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以高质高效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为端稳中国饭碗作出更大贡献。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截至

去 年 底 ，河 南 省 累 计 建 成 高 标 准 农 田

8330 万亩，为粮食产量稳定在 1300 亿斤

以上提供有力支撑。到 2025 年，河南将

力争建成 1500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粮食产能达到 1400 亿斤。

良田配良种，多打粮、打好粮。

浚县 30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里，

鹤壁市农科院副院长王小星在地里查

看玉米长势。经过比对数据，王小星的

脸上露出笑容：“‘浚单 565’是我们选育

的玉米新品种，茎秆坚硬抗性好，籽粒

饱满品质优，表现不错！”

种好一半收。鹤壁市农科院加强

种业创新，“永优 1573”“浚单 1618”被遴

选为 2023 年河南省主导玉米品种。董

文全介绍，根据高标准农田的特点，选

择适应性强、抗逆性好、品质优、产量高

的玉米良种，配套应用玉米精量播种机

和北斗导航系统，全县今年玉米平均亩

产有望比去年增加 10%左右。

目前，河南省主要粮食作物良种覆

盖率达到 97%。河南举全省全力支持神

农种业实验室，开展核心种源等 15 项技

术 协 同 攻 关 ，进 一 步 擦 亮 国 产 种 业

“芯片”。

作为粮食生产大省，河南连续 6 年

粮食总产量稳定在 1300 亿斤以上。河

南各地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加强

良种良田配套，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

管护，打造根基更稳固的“中原粮仓”。

一版责编：杨 旭 张帅祯 栾心怡

二版责编：李 琰 李欣怡 崔 琦

三版责编：殷新宇 吕 莉 祁嘉润

四版责编：胡安琪 刘静文 郭 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