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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14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14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国家赔

偿法颁布 30 周年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国家赔偿法，建立国家赔偿制度，

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30 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国家赔偿工作充分落实宪法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建设。会议认为，要深入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继续贯彻实施好国家赔偿法，做好法律修改

工作。要坚持人民至上，推动国家赔偿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要

加强法律监督，促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从源头上减少国家赔偿

案件发生。

纪念国家赔偿法颁布3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

“多到外面走走看看，心态就会慢慢变得更

积极。”5 月 8 日上午，栾志学在微信群里这样对

一位残疾人朋友说。

“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我也是这样过

来的。”如今担任河北省秦皇岛市肢体残疾人协

会副主席、秦皇岛市海港区残联兼职副理事长

的栾志学，向记者回忆起 34 年前自己受伤的事

情：16 岁那年，面对歹徒，他勇敢地挺身而出，

后来头部受伤，昏迷了 10 多天，在床上躺了 2 个

多月。

最初，栾志学坚信自己能好起来，直到半年

后，自己的左手和左腿一直不听使唤，他才意识

到自己可能残疾了。

栾志学消沉过、沮丧过，但并不后悔。他

说，自己从小就以模范人物为榜样，见义勇为是

他应该做的。

学业中断后，1994 年，栾志学通过函授学

习计算机知识，凭借过硬的技术顺利地找到了

工作，后来又开过公司。如今，他在研究激光雕

刻机和 3D 打印机，自学 3D 设计，准备做文创

产品。

“我自己走出来了，就想帮别人也走出来。”

栾志学从 2015年起，开始组织残疾人开展活动。

“很多残疾人朋友不够自信，不敢走出去。”

栾志学说，有一次他组织大家坐船出海游玩，来

了 240 人，可见大家很渴望出去走一走。这些

年来，栾志学带领大家走出了秦皇岛，到过北

京、天津、青岛等多个城市。

为了帮助更多残疾人自立自强，栾志学付

出了很多心血，特别是在市、区担任相关职务

后，他经常骑着助力车走访残疾人家庭，了解他

们的情况和困难。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一些生活在农村的

残疾人养殖、种植的农产品缺少销路。为了帮

助他们解决销售问题，2023 年 6 月，栾志学建立

了产品销售微信群，蜂蜜、小米、苹果、葡萄……

半年时间销售总额就达到 10 万元。

不仅要自立自强、互帮互助，还要回馈社

会。2022 年，在海港区残联支持下，栾志学成

立了志愿者服务队，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带

动越来越多人加入进来。

不 久 前 ，栾 志 学 入 选 了 2024 年 第 一 季 度

“中国好人榜”。“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栾

志学谦虚地说。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残联兼职副理事长栾志学——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本报记者 马 晨

眼下，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告

别了严寒，暖风吹拂着大地。青海大学畜牧

兽医科学院博士生马亚珺拿着小铲在田间行

走，走几步不时蹲下来，小心翼翼地凿捶泥

土。一排排嫩绿的牧草已经长了出来。马亚

珺蹲下来，将一株牧草捧在手中，仔细观察。

这是一株三叶草植物，在这片黄色的田

地中，明亮的绿色格外显眼。周围的人迅速

围了过来，青海大学生态环境工程学院教

授、同德县 001 号科技小院负责人杨国柱也

在其中，他盯着眼前的紫花苜蓿，嘴里念叨

着：“已经第三年了，长势不错……”

多年来，海拔 3000 米以上多年生紫花

苜蓿牧草种植一直是个难题。以杨国柱为

代表的科技特派员们，坚守在高原一线，努

力攻克制约当地种植养殖产业发展的技术

难题，给农牧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从一个村到多个地区

越来越多牧民种上

多年生牧草

“厉害得很！用了在我们村的科技小院

的种植技术，收益非常不错。我们今年还要

种植 3 万亩牧草，既有燕麦草，也有紫花苜

蓿。”同德县尕巴松多镇北扎村村民、花之海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娘怀加是个 30岁出

头的小伙子，跟着科技特派员们学习两年多，

已经掌握了多年生牧草种植技术。

起初，娘怀加以种植披碱草、燕麦等牧

草品种为主。“这两种都是一年生禾本类牧

草，但作为饲草来说，其营养价值有限，价格

在每吨 2000元以下。”娘怀加说，他后来了解

到，由同德县 001 号科技小院培育推广的多

年生牧草非常好，就改种了紫花苜蓿。

“紫花苜蓿是一种豆科牧草，夏天时会

长出紫色花蕊，营养成分较高，是很好的牧

草资源。如果把普通牧草比作饲料中的‘土

豆’，那么紫花苜蓿就是饲料中的‘肉’。”杨

国柱介绍，“紫花苜蓿中的植物蛋白含量是

普通牧草的 3 倍多，价格也高很多。”

据介绍，多年生牧草可以实现一次种

植，5 年内不用重复播种，减轻了牧民种植

和管理的负担，而且固土、蓄水生态功能及

保肥能力也更强。

刚下过一场雨，在同德县往北的贵南

县，贵南草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牧草示范

基地里，副总经理姚雷鸣带着记者深一脚浅

一脚地走进田里。“科技小院一共研发了 4
个品种，我们除了试种供饲食的紫花苜蓿，

还兼种了生态苜蓿，功能以生态修复为主、

饲草为辅。像这块是披碱草和苜蓿的混播

地，也是科技特派员指导种植的——目的是

相互‘扶持’、防倒伏，有利于共同越冬。”细

看姚雷鸣说的这块地，披碱草已率先长出成

片的绿，苜蓿则刚刚长出新苗。

在贵德县，气候则适宜很多，这里的

苜蓿已快长到齐腰高。在贵德县王屯

村，中基新业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马伟国告诉记者：“苜蓿在我们这

里越冬几乎没问题，所以科技小院在

我们这里的试验课题是‘苜蓿标准化种

植和田间管理’‘苜蓿种植与林下经济’

等。去年我们试种了 100 亩，亩产苜蓿干

草能达到 800 多公斤，总收入近 40 万元。”

从一个村，到多个地区，去年挂牌的同德

县 001号科技小院，持续增强科技服务能力，

让更多农牧民种上了多年生牧草。目前已在

青海全省推广了 4个多年生牧草品种，带动西

宁、海南、果洛 3个市州、23个合作社，实现苜

蓿牧草种植面积 3000多亩，产量达 1500吨。

从海拔 3000 米到 4000 米

攻克高海拔多年生
紫花苜蓿种植难题

从同德县城出发，沿着巴沟谷地西行，

一路爬坡过坎，便到了北扎村，同德县 001
号科技小院就位于这里。

“同德县 001 号科技小院是‘科技特派

员工作站’的升级版。”青海省科技厅农村

科 技 处 处 长 苗 希 春 介 绍 ，“ 我 们 的 每 个 小

院都有‘主题’，相关科研人员专业耦合程

度高，更容易出成果。牧草品种培育及畜

牧 业 高 效 养 殖 ，就 是 001 号 科 技 小 院 的

‘主题’。”

001 号科技小院的前身，是同德县 001
号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从特派员工作站的

科技特派员到科技小院负责人，今年 64
岁的杨国柱始终围绕这棵紫花牧草，默

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上世纪 80 年代，我在基层调研

时发现，当地牧民存储越冬饲料成本

很高，那时我就下定决心，要让多年生

牧草在高原上落地生根。”杨国柱回忆。

此 后 ，杨 国 柱 在 不 同 地 方 进 行 牧 草 耐 寒

性、耐旱性试验，培育种苗抗寒基因组……

几十年来，他不断“试错”，也不断积累。“比

如抗寒基因组测试，一个周期就需要 5 年，

没有捷径可走。”杨国柱说，到 2011 年，高海

拔地区紫花苜蓿“原种”品系已相对稳定，越

冬成功率达 80%以上。

随后几年里，杨国柱团队在甘肃、宁夏、

新疆等地分别进行商品种种植，这意味着一

些紫花苜蓿品种的扩繁技术已相对成熟，可

以进行大规模试种。

目前，科技小院培育的紫花苜蓿品种已

基本能实现在海拔 3000 米以上越冬。但青

海果洛、玉树等地海拔在 3800 米以上，有的

甚至达到 4200 米，这样的地区，紫花苜蓿能

适应吗？

还得接着“爬升”。起初，一些种植合作

社觉得风险大，不愿意长期合作。“规模小，

优势不容易看出来。”杨国柱继续寻找海拔

4000 米以上的试验场地。

团队费了一番功夫，终于在海南州兴海

县找到了一家合作社，上千亩的种植合作计

划开始实施。如今，那里的紫花苜蓿长势

喜人。

从单一种植到培育高效
养殖链条

科技工作站体系不断
完善升级

“科技小院的设立，意味着产业链条关

联度愈发紧密。”苗希春介绍，青海省出台一

系列政策，规范了省级科技小院团队组建、

政策支持、管理培训、监督检查等机制，其中

有一条很关键：围绕科技特派员研究方向，

注重“链”的组建。

以同德县 001号科技小院为例，除了研究

牧草方向的杨国柱，还有在农业机械、畜牧养

殖等领域有所专攻的 10余位省内外专家，推

动周边企业、合作社从种植牧草向精细饲料

加工、高效养殖方向拓展，形成产业链条。

“青海不断完善升级以科技小院为代表

的科技工作站体系，推动科技特派员与企

业、合作社开展合作，更好地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青海省科技厅厅长陈永祥说。

晚上 8 点，青海湖正是日落时分。在青

海湖东岸、位于共和县境内的三江集团湖东

羊场，围绕“饲草配比与高效养殖”技术，科

技特派员们正在试验“黄芪多糖”与细毛羊

增重的关系……

“以前喂料就是‘凭感觉’，现在要分区

饲养，并且在补饲喂料上增加苜蓿和黄芪。

针对不同生长期的羊实施精准投喂，我们的

出栏率明显提升。”羊场负责人牟鑫说。

在湖东羊场，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

李 光 梅 教 授 正 带 着 40 多 名 学 生 ，分 组 对

3000 多只羊挨个做耳标、采血等工作。“大

家都很努力，就是想能帮农牧民解决更多技

术难题。”海南州原农业畜牧站站长才让太

退休后被聘为科技小院的科技特派员，这几

天，他在现场为学生们提供技术指导。

两年来，以青海省科技小院为代表的科

技工作站体系，共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和农牧

民 34617 人次，建立推广示范基地 234 个，推

广新品种 364 个、种植面积达 8.41 万亩，应

用新技术 242 项，集成新技术示范推广面积

达 8.59 万亩、牲畜高效养殖 11.29 万头（只），

产值达 4.89 亿元。

图①：农技人员在检修播种设备。

马亚珺摄

图②：紫花苜蓿牧草。 受访者供图

图③：贵南县的多年生豆科牧草混播试

种基地。 受访者供图

图④：杨国柱（左）和马亚珺在贵德县的

试验田里查看牧草长势。

本报记者 乔 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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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在科技小院支持下，种上
多年生牧草，拓宽了增收渠道；农技
人员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攻克高海
拔多年生紫花苜蓿种植难题……青
海省多措并举推动省级科技小院团
队建设，完善升级科技工作站体系，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助力高原种植
养殖特色产业发展，为当地农牧民
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核心阅读

■讲述·一线见闻R

本报杭州 5月 14日电 （窦皓、陈跃星）“多亏了这次活动的牵

线搭桥，我们与一家电子商务公司达成了合作意向，预计能够提升

营业额 10%以上。”日前，在一场电商行业交流活动上，浙江义乌一

家母婴用品企业的负责人楼素娟说。这次活动包括企业对接、技

能培训、人员交流等内容，是义乌市内贸电商协会党支部与廿三里

街道企业联合会党支部开展党建联建的一次尝试。

今年以来，义乌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积极探索党建联

建新方式，先后在多个镇街开展优势产业带与电商对接活动，累计

组织日用品、家居等行业的 70 余家企业与电商平台等对接，拓展

产品销路，助力企业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党建引领，整合行业企业资源，进一

步搭建电商企业与电商平台、生产企业的对接平台。”义乌市委组

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浙江义乌积极探索党建联建新方式——

整合行业资源 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西安 5月 14日电 （记者张丹华）“高新区对返乡创业人

才的支持力度很大，在厂房、技能培训、社保等方面都有相应优惠

政策。”陕西省安康高新区的一家企业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安康高新区先后出台多项人才引进培养的政策措施，

对人才创办项目提供厂房定制、股权植入、设备租赁、装修补贴等

政策支持，鼓励企业以人才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入股等方式，广泛

招引高端人才和科研团队。截至目前，已筹资设立 2000 万元人才

专项资金，累计投入 12 亿元支持人才项目建设。

同时，高新区探索形成“全员聘用、岗位管理、优绩优酬”等人

才机制，并聚焦重点产业链补链延链强链，深入挖掘企业需求，精

准引进各类创新创业人才 1.8 万人；坚持以平台聚人才、以人才建

平台，累计建成国家级和省级创新平台 48 个，引进高级科研专家

120 名、专业技术人才 5100 余人；大力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

划，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 41 家、科技型企业达 128 家。

“我们将以更加有力的举措引进各类人才，为他们各展所长创

造更好的环境。”安康市委常委、安康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罗武侠说。

陕西安康高新区创新人才发展机制——

拓宽引才渠道 做好服务保障

本报北京 5 月 14 日电 （记者刘温馨）按照国家防总统一安

排，5 月 7 日至 11 日，国家防总检查组检查西南地区防汛抗旱工

作。检查组实地查看了云南、四川两省金沙江、雅砻江流域重点水

电站、部分中小型水库、山洪灾害点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备

汛情况，同步派出专家以“四不两直”方式开展暗访，深入检查了责

任制落实、隐患排查整改、防汛物资储备等情况，并与两省政府有

关负责同志和省防指交换意见。

检查组强调，各级防指要按照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

求，从防、减、救全链条协同发力，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抗旱和抢险救

灾各项工作。要切实加强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将

各项责任措施落实落细到最基层和最小单元，全面排查治理风险

隐患，切实整改落实到位。要加强水库水电站日常管理和巡查，充

分发挥防洪工程效益，有效防御江河流域洪水，强化各类救援力量

等统筹调度，协同做好抢险救援救灾。要切实做好抗旱工作，完善

各类抗旱预案和应急供水方案，全力保障城乡供水安全。

国家防总检查云南四川防汛抗旱工作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不断提升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水平，深入开展城乡环境整治，全面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促进乡村全面振

兴。图为 5 月 14 日拍摄的万安县高陂镇泗源村风景。 邱 哲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