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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日至 10 月 30 日，由四川省万源市教科局、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联合主办的科考研学旅行暨红色文化

教育活动来到该市的八台镇和固军乡。100 余名青少年志愿者在为期 2 天的活动中，深入八台山像科学家一样进行

科学考察探究自然生态环境，并深入感受了万源这块红色沃土上厚重的红色历史文化。 马发海 马清 摄

青少年志愿者的科考研学旅行

榜样
故事

打赢
脱贫攻坚战

在安徽省宿州市市区东

北部的宿州烈士陵园，几乎每

天早晨都能看到一位老人，先

是满怀崇敬地向烈士墓敬礼，

然后开始捡拾周边的垃圾。

身穿红马甲，手拿垃圾袋和

夹子，个子不高但步履稳健，一边

捡垃圾，一边和熟悉的路人打招

呼。老人名叫叶登武，今年78岁，

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8年。

他说，自己曾经是个兵，

1965年入伍、1969年退伍。脱下

军装后在农垦系统干了一辈子，

承包了6.7公顷地，每年能收小

麦8万多斤、黄豆3万多斤。

“当兵、务农都是给国家

作贡献，退休了捡垃圾是发挥

余热。”叶登武说，他有一种感

恩思想，一个月退休金几千元，

想想革命烈士给国家作了那么

大贡献，自己贡献小，就通过这

种方式表达敬意。

退休后，叶登武进城带孙

子，闲暇时间便开始义务捡拾垃

圾。一开始直接用手捡，后来戴

上塑料手套捡，再后来干脆自购

装备，“全副武装”干活。

不仅陵园内，还有周边的

街道上，他一边走一边捡，每天

上午忙活三四个小时。中午再

到一个免费向困难群体提供餐

食的慈善机构做义工，那里每

天有几百人吃饭，他的工作主

要是收碗、洗碗。

老人说，他捡垃圾不为名、不为利，有

两个“小心思”：一是希望带动、劝说行人

不乱扔垃圾，二是为了环卫工人。“环卫

工人工资低，又脏又累，有时还会被人瞧

不起。我捡垃圾减轻他们工作负担，也是

给他们精神鼓舞。”

在宿州烈士陵园里，耸立着高大肃穆

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叶登武老人说，他每

天早晨来到这里，一定要先敬个礼。“烈

士们的精神永垂不朽，我希望用自己的行

动让更多的人把这种精神传下去。”

（新华社 徐海涛）

苟于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

县红峰镇白雪村村民，首届“四

川脱贫榜样”获得者。大学毕业

后自主创业，成立农产品公司。

他努力引流量、通物流、降成本，

把乡亲的农产品在电商平台销

售，带动周边群众脱贫。

【先锋事迹】
黑框眼镜、运动鞋，10月 16

日，笔者见到的苟于华还是一副

学生模样。刚从乡亲们的地里收

完红薯回来，这个“90 后”总经

理的身上还带着些泥土味。

苟于华家在 2014 年被识别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年迈的爷爷

多年前中风，他和妹妹还在上

学，父母只能在家务农，由于没

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一家人生活

过得紧巴巴。

贫穷并未限制苟于华的想

象。大学里，他就和同学开发过

点餐软件。2015 年大学毕业后，

苟于华到杭州从事某 APP 的开

发工作。2016 年 9 月，他又南下

广州在一家大数据公司出任产

品经理，月薪上万元。

苟于华的工资加上其父亲

的收入，家里日子逐渐好转，

2016年底，苟于华家光荣脱贫。

在外打工期间，苟于华接触

了不少电商从业者。学习中，他

了解到：做电商，产品是关键。老

家宣汉的原生态农产品跳入苟

于华脑海。

去年底，苟于华放弃高薪，

回到红峰镇，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之路。结合自身条件和人脉资

源，他选择把本地农家散养的土

鸡作为主推产品。具有川东地方

特色的“辣子鸡”“麻辣鸡块”刚

推出就得到顾客的青睐。

为吸引用户目光，他反复打

磨产品介绍和照片；为降低运输

成本，他反复试验包装和物流。

今年上半年，苟于华的产品正式

在电商平台销售，每天成交量30

多单，销售额在2000元以上。产

品也从土鸡扩展到高山土豆、野

生猕猴桃、红薯等，收购价都略

高于当地市场价。这不仅使得苟

于华实现了助农增收，帮助乡亲

们实现脱贫的梦想，也助推了红

峰镇特色土鸡养殖业的加快发

展。短短一年间，红峰镇 959 户

贫困户养殖土鸡 2万余只，户均

增收2000元。

江西永丰实施
恩江古城保护建设项目

本报讯（刘浩军 曾进）近日，江西省

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结构

最清晰的古代县城城址——永丰县恩

江古城保护项目建设正式拉开序幕。项

目总投资约3亿元，总工期为10个月。

据了解，恩江古城址位于永丰县

恩江镇天保村，总占地面积约55万平

方米。该区域自唐宋以来就有人类居

住，据文献记载，永丰于北宋至和元

年（1054 年）设 县 ，南 宋 绍 兴 七 年

（1137 年）开始修筑古城墙。2017 年

11月至2018年 6月期间，经国家文物

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永

丰县博物馆联合组队，对恩江古城址

进行了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

金秋时节，带着舒爽暖意的秋阳

洒落在四川省委党校办公楼外的显

示屏上。“党校姓党，我爱党校”这八

个红色大字，显得分外明快。

11 月 6 日，“我在文明单位、我

做文明职工”文明论坛如期举行。校

院领导、老同志代表、教职员工、硕

士研究生共计380余人参加了活动，

14 名同志登台讲述了党校文明“传

家宝”的故事和持续推进文明单位

建设的思考。

传承：
老物件里有不“老”的故事

历史在泛黄的记忆里镌刻，精神

在矢志奋斗中代代相传，这种精神，

就是文明。

为深度挖掘和提炼校园文明传

统、优良作风、感人事迹，引发对校

园文明及传承的思考，四川省委党

校在校园内吹响了“寻宝”集结号。

各部门认真找寻校院建设发展各个

时期有形或无形的“传家宝”，讲述

老物件里不“老”的故事。

四川省委党校科研处副处长程

全跃向现场观众展示了一篇由田善

耕老教授撰写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所

有制结构的变革”手稿。它给人的第

一印象是干净整洁、字迹娟秀，哪里

作了修改，修改成什么，一目了然。翻

开手稿，红色、蓝色、黑色的修改笔迹

错落有致，给人一种思路清晰、层次

分明的感觉，大到段落调整内容删

减，小到遣词用句标点符号，从某种

程度上讲，这份手稿更像是一件艺术

品，它充分体现出党校老一辈科研工

作者们认真负责、治学严谨、精益求

精的工作作风。

在这场“寻宝”的热潮中，共征集

物品 400件，包括讲稿手稿、工作笔

记、书报杂志、证书证件、奖品奖状、照

片影片、饭票粮票等记录和反映党校

人各时期工作、学习、生活的“宝贝”。

创新：
砥砺奋进中描绘文明“研色”

岁月在时代潮流里砥砺前行，创

新在教学科研的实践中不断锤炼，

这种创新，就是文明。

“18年前学校荣获了‘全国党校

系统第三届科研工作组织奖’，这是

全国党校系统科研评奖最高奖，尤为

珍贵。这个奖项是对我们党校整体科

研实力和水平的检验和肯定。”程全

跃动情地向现场的观众介绍道。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从 1990 年 —

2017 年这十七年间，党校公开出版

专著、教材 752 部，在省级以上刊物

发表论文4200多篇，《人大报刊复印

资料》等权威性刊物转载 320 余篇，

立项国家课题 78 项，省部级课题

260 余项，各类专项课题 310 余项，

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248项。一串

串数字，无不彰显着党校老一辈科

研工作者们的砥砺奋进和不断创

新，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担当：
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

使命在前赴后继里闪耀荣光，担

当在乘风破浪中勇立潮头，这种担

当，就是文明。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党校区域经济教研部原主任、支部

书记孙超英教授立刻加入省灾后恢

复重建专家服务团，担任区域经济

发展组秘书长，迅速深入灾区服务；

“4·20”芦山地震发生后，正在芦山

挂职锻炼的唐昭霞老师冒着余震危

险奔赴灾区，一去就在抗震救灾物

资保障小组坚守岗位3个多月。

党校原常务副校长李锡炎退休

后仍然承担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办公室委托项目“老子智慧与

现实问题的多视角研究”，主持研究

了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重大科研项

目“科学发展观与领导力提升研究

—四川省百万人口大县射洪科学发

展领导力模式分析”，主持编著了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委托项目“领导

科学精义教程”等。几年前，他把 19

本刊发他退休后撰写的文章的杂志

刊物存放在一个比较精致的红色包

装盒里，有人戏称为“红匣子”。“‘红

匣子’里存放着我退休生活的密码，

这个密码就是十个字：思想不离党，

学习不下岗！”

“文明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

小。往小了说，精神文明是个人素质

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校人文明

素养和党校形象声誉问题了。”采访

中，来自机关党委的帅俊杰说，党校

的每一名员工都要自觉以党校为

荣，以党校为家，在一言一行中养成

文明习惯，在一点一滴中展示文明

风采，这是一名党校人该有的担当。

研究提醒关注影片中
“好人”可能会给孩子
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一项新研究显示，超级英雄

电影中的“好人”通常比“坏蛋”更暴

力，而这可能给儿童和青少年带来负

面影响。

这项研究11月5日在美国奥兰多

举办的美国儿科学会年会上发布。研

究人员分析了2015年和 2016年上映

的 10部超级英雄影片，结果发现，这

些电影中的主角（“好人”）平均每小

时有23场暴力戏，反派角色（“坏蛋”）

平均每小时 18场。从性别看，男性角

色的暴力戏是女性的5倍。

论文作者之一、美国宾夕法尼亚

州立大学医学院教授罗伯特·奥林匹

亚说，儿童和青少年认为超级英雄是

“好人”，因此可能受到他们冒险和暴

力行为的影响，而家长应意识到其中

的潜在风险，避免孩子效仿。

研究人员建议家长陪伴孩子观看

这些影片，并积极讨论暴力可能造成

的后果，教会孩子批判性地看待问题，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新华社 周舟）

长征火箭将提供
“专车”“顺风车”服务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11月5日表示，预计2020年实

现长征六号甲、长征七号甲和长征八号

等新一代中型液体运载火箭首飞，届时

将面向商业市场，向国内外用户提供火

箭发射专属定制的“专车”和搭载发射

“顺风车”等在内的多项运载服务。

在珠海举行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航

空航天高峰论坛上，航天科技集团科

技委副主任孙为钢表示，目前，该公

司拥有长征二号、长征四号等火箭，

年底前，该公司将推出“捷龙号”小型

固体运载火箭，单发价格不超过2500

万元人民币。

同时，航天科技正在研制长征五

号、长征六号、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火

箭采用全新测发模式，将大幅降低发

射成本，提高安全性，缩短发射周期。

预计2020年首飞后，航天科技将依托

酒泉等九个发射场提供卫星发射服

务，根据不同用户需求，提供专属定

制的“专车”服务、组团发射的“拼车”

服务和搭载发射的“顺风车”服务等。

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商业航天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热

点，已成为中国航天重要组成部分，

相关的卫星、运载火箭与应用产业的

相关企业都积极参与其中。

截至目前，在航天运输领域，中国

共实施了 290 余次发射，将 400 多个

航天器送入太空。在宇航产品出口方

面，中国目前已经实施54次国际商业

发射，并签订了 21颗整星出口合同。

（新华社 胡喆 荆淮侨）

周贤富，四川省乐山市马边

彝族自治县荍坝乡双河村村民，

首届“四川脱贫榜样”获得者。一

场意外让周贤富失去左腿，但他

不向命运低头，克服重重困难，

练就务农“绝技”。

【先锋事迹】
10 月 15 日一大早，周贤富

拄着拐杖钻进自家茶园，和往常

一样，他要沿途查看 1.2 公顷茶

树的长势，这是他家主要经济来

源之一。

23 年前，一场意外让周贤

富失去了左腿。那时，大儿子 7

岁，小儿子 2 岁，每天看着妻子

忙里忙外，周贤富心痛不已，逼

迫自己不断增强右腿脚力，“路

是自己走出来的。哪怕没了一

条腿，我也要拄着拐杖走山路

干农活。”

茶叶是荍坝乡的支柱产业。

周贤富夫妇商量后，决定种茶增

收。然而由于缺乏经验，第一年

的茶秧至少死了三分之一。为了

摸索其中窍门，除向人请教外，

周贤富夫妇经常步行到 10公里

外的茶叶村，拾被人扔掉的茶苗

回来试种。

在摸爬滚打中，周贤富渐渐

掌握种茶技术。2016 年，马边县

针对贫困村推出优惠政策，不

但茶苗、肥料全免费，企业还前

来进行技术培训。夫妻俩一合

计，一口气申报了 1.2 公顷茶

树，成为全村栽种面积最大的

一户。

种茶之外，周贤富还把目光

投向中药材。如今，他家 0.67 公

顷中药材已初具规模。“种植的

重楼已可以挖来卖了，但我舍

不得。准备等它长大些后移植，

扩大种植面积。”当初，为了寻

找重楼种子，周贤富拖着一条

腿四处寻找，其中的艰辛常人

难以体会。

从不幸的阴影中走出来，周

贤富不仅撑起整个家，成功摘掉

“穷帽子”，还成了村里主动脱贫

的领路人。

去年，周贤富成为县乡两级

“感恩奋进·我的脱贫路”巡回宣

讲团成员，深入全县 20个乡镇、

9个村，用自己的奋斗史感召更

多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红旗飘飘心向党 高歌奋进新时代
——四川省委党校举行“我在文明单位、我做文明职工”文明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胡桂芳

身残志坚拄着拐杖走上致富路
——记努力打拼的周贤富

报效家乡发展电商助乡亲脱贫
——记“90后”创业者苟于华

（据《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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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十二大精神
巡讲报告首场宣讲
在成都举行

本报讯（王运秋）11月5日，中国妇

女十二大精神巡讲报告首场宣讲在四

川省成都市举行。报告会由成都市妇联

主办，成都市女知识分子联合会承办。

全国妇联十二大代表王莉在演讲

现场向与会者传达了中国妇女十二大

会议精神，并结合个人创新奋斗、体

会、感悟和科学创新历程作了宣讲。

成都市妇联相关领导出席了宣讲

会并结合成都实际介绍了明年成都市

妇联的重点工作。

◎新闻提示
为巩固文明单位创建成

果，持续推进文明单位建设，

四川省委党校于今年 10 月启

动了“党校姓党、我爱党校”

主 题 活 动 第 二 季——“ 我 在

文明单位、我做文明职工”活

动。该活动是 2017 年举行的

第一季“建设什么样的党校，

做什么样的党校人”活动的

延续和深化，本次活动分为

“文明的底色”“文明的脚步”

“文明的回响”三个板块。“文

明的脚步”主要由文明图展、

知识竞答、扶贫帮困三个环节

组成，“文明的回响”主要是将

活动成果固化，探索文明单位

建设长效机制。

11 月 6 日，在四川省委党

校文化活动中心（东区大礼

堂）举行了“我在文明单位、

我做文明职工”文明论坛，此

次文明论坛活动是“文明的

底色”的主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