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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2月13日一早，在河北省河间
市沙河桥镇里昌村，草莓种植大棚
里一片热火朝天，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认真交流着草莓种植的问题。

原来，全国人大代表石炳启
正在这里与沙河桥镇回乡创业大
学生杨字丽交流畅谈。全国两会
召开在即，石炳启想听听回乡大
学生创业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争
取多收集一些基层建议带到全国
两会上去。

“我们想扩大经营规模，但还
存在土地、技术、政策上的障碍，特
别是人才方面的需求，十分迫切！”

“你说得很对，一个地方人才聚集
多了，这个地方的发展就有了支
撑。”石炳启边听边记，临走时还留
下了联系方式。

石炳启是河北省河间市兴村
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原是一名副师级大校军官。退
休后，他舍弃大城市的优越环境，
回到家乡大庄村担任“一把手”。

回到家乡后，他一心一意为村
民办实事、办好事。3年间，一个班
子涣散、矛盾多发、垃圾遍地的后
进村，变成村容整洁、村风文明的
模范村。此后，他陆续走访了省内
外200多个乡村，走街串巷开展调
研，与当地县乡村干部深入沟通，发
现当前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
中，存在着人才数量不足、人才结构
不优、用才观念不活等问题。

当选人大代表后，石炳启继续
完善自己关于乡村振兴中回乡人
才特别是大学生回乡创业的建
议。为此，他进行了大量走访、调
研。2月15日，带着从沙河桥镇调
研来的问题，石炳启来到河间市农
业农村局，了解乡村振兴、回乡创
业等方面的最新政策。

经过调研，石炳启已经撰写形
成了“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助推乡

村振兴”的有关建议。“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制定明确制度激励优秀人
才下沉乡村，主动为人才特别是优秀大学生敞开乡村大门，制度化要
求、鼓励退休或临退休领导干部回原籍或到农村任职，选取优秀大学
毕业生到村任职，做到精准识别村庄特点与人才专业特长，实现‘村
人双选、长期共建’。从优化政务服务、金融服务、公共服务等方面入
手，进一步深化人才领域‘放管服’改革，满足人才特别是回乡大学生
创新创业多样化需求。”石炳启说。

今年，石炳启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动情地说：“人民选我当代表，
我当代表为人民。作为新一届人大代表，我一定会把乡亲们的心声和
呼声带到全国两会上，让更多优秀人才特别是优秀大学生投入乡村振
兴中，让老百姓的日子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更比一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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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冬去春来，万物生长。新春
伊始，在四川内江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内，全国人大代表、福建农
林大学根系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
廖红带领她的团队在地里忙碌
着，收集土壤样本，为当地的血
橙种植设计“营养套餐”。头天晚
上，廖红刚下飞机就直奔血橙种
植区，一直忙到天黑。

从武夷山茶到漳州平和蜜
柚，再到内江血橙，以科技创新
助力乡村振兴是廖红长久以来努
力的方向。

2021年，在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福建武夷山星村镇燕子窠生态
茶园时，廖红便作为科技特派员
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其团队推广
的“高效生态茶园建设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创建的‘在
茶树间套种大豆和油菜’做法表
示肯定，还叮嘱大家‘把论文写
在田野大地上’。”这让廖红为之
振奋，更加坚定了前行的方向。

2023年，廖红当选为全国人
大代表，对于科技特派员制度、
科技下乡服务“三农”等相关问
题进行了深入调研。“现代农业讲
求提质增效，要为农作物量身定
制营养套餐，同时也要在水土保
持、土壤保护等方面下足功夫，
做到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才
能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的
金山银山。”廖红说。

“依照我的方法，内江血橙的
品质至少能比一般的品种提升一
倍。而且，你会发现我的果园里
沟渠都是清澈透亮的。”廖红告诉
记者。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人才培
养也是廖红所重点关注的。她常
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依
靠团队的力量才能做成更多事
情。她的团队就有四五十名研究

生。此次前往内江，她原本只带了3名学生，等到了目的地，团
队已有了10多人，不少是沿途追随而来的学习者。农业讲究实践
出真知，廖红喜欢下地，经常一边忙活着，一边就在地里开讲，
分享自己的研究经验与成果，同时，她也乐于向当地的“土专
家”“田秀才”请教。“他们的一些‘土办法’往往能发挥奇效。”
廖红说。

准备学校春季学期的“开学第一课”、研究中央一号文件提及
的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技术……工作之余，廖红还要梳理基层调研成
果，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做好准备。她说：“让农业科技在泥土
里生根，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共赢，这是我思考最多的。我会
认真梳理，提出令老百姓切实受益的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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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的衣着，质朴的语言，
有些颠覆以往我对高校学者的
形象认知。采访中，从廖红的言
语里，我能感觉到她对田间地头
的热爱。她说：“在地里才有归
属感。”或许正是源于这样的一
种热爱，廖红的努力付出得以在
田野里绽放力量。

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数十
年如一日地坚持做一件事。作
为科技特派员，廖红始终把人民

群众的利益摆在心头，在自然环
境与农业经济和谐发展的道路
上孜孜以求。无论是燕子窠生
态茶园还是平和蜜柚果园，廖红
和她的团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收益，真正做到了

“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廖红的

引领下，会有更多有志者加入进
来，以科技反哺乡村，奏响强农
兴农的时代最强音。

精耕细作献力量
最近，石炳启很忙。进农

村调研回乡大学生创业实践，
去乡镇听取基层管理者意见，
赴城区了解行政部门最新政
策，座谈、调研、讲座……虽
然行程很满，却精神十足，一
点看不出他已是一名退休老
人。他说，乡亲们的眼睛在看
着，我不敢懈怠。

的确，乡村振兴 已 在 路
上，这就需要石炳启这种时不

我待的精神。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之后，农民已经看到了乡
村的又一幅蓝图，而石炳启
也看到了人才队伍建设对于
乡村振兴的重要价值。乡村
振兴需要更多像石炳启一样
的有识之士参与进来，需要
更 多 优 秀 大 学 生 参 与 进 来 。
有了他们的无私奉献和艰苦
付出，乡村振兴的伟大目标就
一定能早日实现。

深入一线不懈怠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会见孙春兰
新华社开普敦电 （记者

谢江）南非总统拉马福萨16日
在立法首都开普敦会见国务院
副总理孙春兰。

拉马福萨请孙春兰转达对
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衷心
感谢中方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
中向南非伸出援手，认为这充
分体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情
厚谊。拉马福萨强调，南中关
系特殊且具有战略意义，双方
应努力扩大双边关系内涵，巩
固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
促进民心相通，在金砖国家等
机制框架下深化合作，让两国
普通民众更多参与到南中双边

关系中来。
孙春兰转达了习近平主席

对拉马福萨总统的亲切问候和
良好祝愿。她说，中国和南非
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
谊，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
为中南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势
头强劲，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
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
交流富有成效，在多边场合保
持良好沟通合作。

孙春兰表示，中方始终从
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南
关系，愿同南方一道努力，以
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为重要指

引，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
持，深化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
交流。

同日，孙春兰与南非体
育、艺术和文化部部长姆特特
瓦共同主持中南高级别人文交
流机制第三次会议，就深化双
方人文交流进行了深入探讨，
并签署会议纪要，共同见证教
育、科技、卫生领域3项合作
协议签署。孙春兰还与南非非
国大第二副总书记、非国大妇
联全国工作组协调人及非国大
相关负责人就促进性别平等、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进行了交流。

深圳光明区推动学校、家长学校、社区学校“三校一体”建设——

架起育人连心桥 唱响学习协奏曲
通讯员 连燕纯 冯钰程 本报记者 刘盾

“我设计的花园里有观赏
区、休息区、种植区和娱乐
区，在这个花园里你可以种植
植物和荡秋千。”通过测量场
地、设计画图，深圳市光明区
马田小学四（4）班学生俞思帆
向学校提交了一份 《奇幻花
园》设计图。

这只是马田小学四至六年
级学生提交的近200份花园设
计草图之一。学校与马田街道

办事处、马山头社区合作，共
建共管花园，街道办花园建设
项目由马田小学学生参与丈量
和设计。学校组织美术、数学
等教师，开发花园设计课程，
带领学生开展项目式学习。

“目前陪伴花园已正式开
放，寒假期间由社区管理，对社
区居民开放。春季开学后将由
科创教师负责管理，组织学生开
展植物科普教育和植物探究活

动。”马田小学校长蔡晓珊说。
为全面提升辖区居民的综

合素质和生活质量，近年来，
光明区一方面加快整合教育资
源，努力打造学校、家长学
校、社区学校“三校一体”全
民学习共同体；另一方面着力
健全区级、街道、社区管理体
系，构建学校、社区联动机
制，建成结构合理、内涵丰
富、开放共享、服务完善的社

区教育新体系。
“社区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

要抓手，‘三校一体’的目的，
在于架起一座学校、家庭和社
区间的连心桥。”光明区委教育
工委书记，区教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黄汉波介绍，社区学
校成为集婴幼儿教育、中小学
生校外教育、成人教育等多项
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教育服务
中心。

光明区以薯田埔社区、塘
家社区、长圳社区、新羌社区
4个社区为试点，选派辖区学
校副校长或副园长到社区学
校担任兼职副校长，共同探
索社区教育的新经验。选派
的兼职副校长针对结对社区
的特点，制定个性化社区教育
方案。（下转第二版）

济南大学音乐学院学生发挥专业优势服务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免费艺术课堂倾力服务新市民子女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刘珂珂 孟凡星）“我
们能够利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培
养他们的爱好、发展他们的特
长，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泉城济
南，我们自己也获得了成长。”近
日，济南大学音乐学院2019级
学生志愿者赵浩宏告诉记者。
他刚刚在济南大学“新市民子女
艺术课堂”志愿服务团辅导完杨
小玥小朋友的二胡演奏。

济南大学“新市民子女艺
术课堂”志愿服务专项始于

2012年，至今已服务进城务工
人员子女700余人次，大学生
志愿者累计300余人，开设课
程累计368节。

“新市民子女艺术课堂”的
志愿者们由济南大学音乐学院
的优秀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组
成，成员们富有爱心，参加过
多种志愿服务活动，具有良好
的沟通能力和组织能力。

志愿者们本着“不务多，
但求懂”的原则，课程力求专
业化、规范化、精品化。他们

运用济南大学音乐学院提供的
良好教学场所和优质教学设
施，免费开展舞蹈、音乐、美
术等艺术教育。舞蹈包括基本
功练习与小剧目排演，音乐包
括基本乐理知识、声乐教学、
器乐知识讲解、器乐指导等，
美术则包括书法、剪纸、折
纸、刮画、简笔画、彩笔画等
课程，丰富新市民子女的假期
生活，帮助他们培养课外兴趣
爱好，尽快融入城市，更好地
茁壮成长。 （下转第二版）

摸清底数 “一人一档”

河南“兜底帮扶”毕业生重点群体就业
本报讯 （记者 张利军）

“一人一档”台账式管理、求职
创业补贴、社保补贴……记者
近日从河南省教育厅了解到，
该省将进一步摸清底数，对脱
贫家庭、低保家庭、残疾毕业
生等重点群体给予就业兜底帮
扶，零就业家庭毕业生和长期
未就业毕业生 （户档关系在
校且 2 年内仍未就业的毕业
生）实行动态清零。

河南省教育厅要求，各高
校进一步加强本校帮扶机制建
设；就业工作主管部门加强本
校帮扶工作的过程化管理和

“一人一档”台账式管理，会
同学生资助工作部门摸清底
数，组织安排专场政策宣讲、
心理疏导、企业招聘等活动；
各院系进一步细化分工，实行

分班级责任制，院系领导带头
帮扶毕业生；帮扶人要按照“3
个3”的基本要求（开展3次谈心
谈话，组织参与3次线上线下就
业促进活动，推荐 3个有效岗
位），开展“一对一”帮扶。

河南将对符合条件的困难
毕业生按每人2000元的标准一
次性发放求职创业补贴。对于
困难毕业生灵活就业的，如果
从事个体经营的，按规定给予
创业担保贷款、税收优惠、创
业补贴、运营补贴等政策支
持。对于离校未就业毕业生，
到求职地（或创业地）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进行实名制
求职登记（或就业创业登记），
可按规定获得一次性300元求
职创业补贴；毕业学年及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参加线上培

训的，按规定给予在线培训补
贴；对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
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
会保险费，给予社保补贴，补
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

对于残疾人毕业生，河南将
其纳入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安排
残疾人就业行动和国有企业、民
营企业安排残疾人就业行动，确
保有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的残
疾毕业生全部落实就业去向。
对于退役大学生士兵，参加公务
员考录的优先招录；参加省、市
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笔试总
分加5分；参加县级、乡镇各类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笔试总分
加 10 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
用。国有企业招工时，安排不低
于20％的比例用于定向招录退
役大学生士兵。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九小学会展校区
教师变身“航天员”为学生们发新书。该校通过组织科技探索、趣
味游戏等活动，让学生们享受校园快乐时光。 孙振嵩 摄

“航天员”发新书

千方百计促进大学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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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何处着力
【新闻·要闻】

面向不确定未来，教育如何适应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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