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编辑：何纯佳 实习编辑：刘旭飞

2019年10月17日综合新闻A2

“关心下一代，永远在路上”
——记成都市蒲江县关工委执行主任何守鑫

本报记者 胡桂芳

大市场、新体验、全趋势
——2019年冬博会三大看点

看点1
冰雪大市场生机勃勃

冬博会作为全球最大的冰雪

产业盛会之一，连续第四年得到国

际奥委会、七大冬季运动单项组

织、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组织委员会、中国奥委会、中华

全国体育总会及其他国内外单位

的大力支持，吸引来自全球的冰雪

产业领袖、知名品牌、冰雪爱好者

的积极参与。

一些数据的动态上升充分体现

了冬博会良好的发展势头：从 2016

年到 2018 年的三年间，冬博会的展

览 面 积 从 22000 平 方 米 扩 张 到

30000平方米，参展品牌则从208家

增加至 530家；与此同时，专业观众

和 参 观 人 次 分 别 获 得 了 300% 与

54%的增长。

到 2019 年，冬博会的参观人次

将有望突破 16万次。中国冰雪运动

从业者和爱好者对冬博会表现出的

巨大热情，本质上体现了冬季运动

在中国的渐受欢迎。越来越多的中

国普通消费者开始切身体会冰雪运

动的“酷”和“炫”，冰雪运动的独特

魅力将在今年吸引更多的观众前往

参与。

看点2
冰雪新体验尽收眼底

随着冬奥的临近，冬季运动在

中国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爱好者，

有不少大众渴望近距离感受冰雪运

动魅力，在今年的冬博会上，参展观

众除了能够接触到大量原本陌生的

冬季运动装备生产商，近距离感受

各种全新的冰雪运动装备，还能够

通过展会参与体验冰雪强国的风土

人情。

除丰富的国家展示之外，还有

更多普通观众能够直接参与的体验

活动。在大众冰雪嘉年华的系列活

动中，观众们能够在冰雪体验区中

感受各式丰富的活动，包括室内真

雪、冰壶互动、滑雪模拟机、越野滑

雪体验等，这些独特的体验项目将

让大众亲身感受到冰雪运动的别样

魅力。

看点3
冰雪全趋势全面洞察

如果说冬博会让人们感受到了

冰雪产业的现在，那么在展会同期

举办的平行论坛，便通过聚集全球

冰雪大咖探讨冰雪产业的未来发展

图景。

在 10 月 17 日至 19 日的三天时

间里，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超过200

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国内外政府官

员、业界专家、奥运冠军等齐聚北

京，参与 20 余场平行论坛。不同从

业背景的嘉宾们将从各种角度带来

对冰雪产业发展的全新思考，其中

国际嘉宾占比 50%，冰雪产业从业

者可聆听来自全球的行业最强音。

与此同时，论坛的主题选择也涵盖

了冰雪产业发展的热点，包括青少

年冰雪、城市发展、场馆设计、雪场

运营、冰雪旅游及人才培养等。

通过系列论坛的举办，参会的

观众不仅能够通过实际接触更清晰

地理解冰雪运动，还将透过嘉宾们

的精彩阐述了解冰雪产业、把握趋

势脉动。

当冬奥会的步伐越来越近，齐

聚业态展示、权威论坛、产业对接、

冰雪体验的冬博会将成为中国观

众近距离感受冰雪运动魅力的绝

佳窗口。 （新华社 林德韧 罗鑫）

10 月的蒲江,随处可见橘子沉

甸甸地挂满枝头，处处昭示着生机勃

勃的活力和丰收的喜悦。

刚一坐定，何守鑫便滔滔不绝

地说起蒲江这些年的发展变化，言

语里难掩自豪。面前的这位老人，他

退而不休，精准扶智，帮贫助困，凭

一颗慈爱之心，在关爱的道路上不

落下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

16 年来，他始终对关心下一代

工作充满着激情和活力。当被问及

这样做的动力时，他说：“我出生在

贫苦的农村家庭，能过上现在的幸

福生活，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之

所以退而不休，就是想回报社会，希

望余生还能为社会做点事情。”朴实

的话语里饱含着一颗感恩之心。

直面困难不推不怨不退缩

“刚接手蒲江县关工委工作时，

县关工委全年办公经费只有 4000

元。”如今，回忆起当初的艰难，何守

鑫淡然一笑。那时的他，没有因此而

打退堂鼓，而是一腔热情扑在工作

上，一点点地攻克工作中的难关，慢

慢地打开了新局面。

经过努力，他将县关工委年办

公经费争取到 4 万元。在经费问题

初步得到解决后，何守鑫又多方动

员了一大批老同志参与到关心下一

代工作中来。为了更好地整合县内

“五老”志愿者力量，发挥“五老”作

用，他提出并实行了县关工委、老年

人协会、老年大学、老体协“四位一

体”的工作模式。现在，蒲江县共有

关工委组织 200 多个，近万名“五

老”人员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

为了充分发挥文艺的宣传引

领、教育熏陶作用，他成立了关工委

文艺队伍，覆盖到蒲江的乡镇、村

（社区）。每逢重要节日开展主题鲜

明的文艺汇演活动，组织送文化进

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让大家在参

与中增强了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2012 年，经蒲江县委常委会研

究，关工委办公经费提高到每年 10

万元。“有为才有位。工作做好了，自

然会赢得更多的支持和尊重，也更

坚定了我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决

心。”7 年的时间过去了，再提及这

事，何守鑫依然难抑心中的激动。

培养青年职业农民助力乡
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以来，何守鑫竭力推进关工委

工作融入乡村振兴的中心工作中。

他认为培养热爱农村、热爱农民、有

知识、会经营的现代青年职业农民，

是解决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耕地

谁来种，农民谁来当”问题的关键。

说干就干。2017年，何守鑫在原

蒲江县关工委“五老科技辅导团”的

基础上组建了“蒲江县五老科技服

务团”，在各乡镇设立科技服务分

团、在村（社区）设立科技服务小组，

围绕全县猕猴桃、柑橘、茶叶三大农

业产业，以农业新品种培育、新技术

推广、“互联网+”为主要内容，有针

对性地开展大规模实用技能培训，

不仅培养了大批的青年职业农民，

还吸引了许多外出务工的农民返

乡，让留守儿童不再留守。如今，蒲

江县“无留守儿童村”已达 74%，并

连续7年实现青少年零犯罪。

为了强化培训的师资力量，何

守鑫总是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打

听和咨询相关培训师资信息。一旦

听说有“好专家”，他便千方百计地

联系，甚至徒步10多里的田间小路

请专家到蒲江乡镇传授技术。2年多

来，在何守鑫的带领下，科技服务团

开展培训达 330多场、培训 6.2 万人

次。培训内容紧跟产业发展趋势和

实用技术提升，满足了各个层面青

年职业农民的发展需求，涌现了一

大批“双创”青年致富带头人，他们

在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中发挥着

标杆示范作用。

鹤山街道清溪村青年杨添财，

初中时患肌肉萎缩症，不得不辍学

回家。2017 年夏天，何守鑫了解到

杨添财的情况后，主动找他交流，鼓

励他参加科技培训，尝试电商。之

后，何守鑫又多方联系，帮助杨添财

落实扶持政策、协调孵化场地、争取

金融贷款等。如今，杨添财在何守鑫

的关爱下，电商事业迅猛发展，也重

新点燃了生命的希望之火。

不落下每一个需要帮助的
孩子

“小志（化名）收到大学录取通

知书了!”这一消息传到何守鑫耳朵

时，他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感慨地

说：“关工委的付出终于有结果了，

而且是最好的结果！”

小志曾因打架斗殴被学校开

除。离开学校后，小志心情低落，意

志消沉。何守鑫在了解其情况后说：

“他的人生之路还那么长，我们不能

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这么消沉下去。

只要还有希望就一定要尽力帮他。”

何守鑫和关工委的人员一方面与小

志聊天谈心，帮他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另一方面与学校多方沟

通联系，帮助他重返校园。三个月

后，再回校园的小志格外珍惜学习

机会，并于2018年考上了大学。

在不放松对“五失”青少年的帮

扶关爱之外，何守鑫还倡导关工委

结合“两史三爱”教育和“十百千工

程”组织开展青少年乡土教材编纂。

“关工委需要帮助青少年扣好他们

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具体化、形象化。”何

守鑫说。

这些年来，何守鑫一直将对青

少年的关爱帮扶挂在心上，广泛组

织动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为青少

年办好事、办实事。他带领县关工

委“五老”为蒲江县白云乡贫困学

生送温暖，为他们解决校服问题；

给西南小学 200多名学生捐赠爱心

床铺；为“9+3”贫困藏族学生送暖

冬用品。

在关爱路上不落下每一个需要

帮助的孩子，是何守鑫 16年来关心

下一代的执念。在何守鑫看来，晚年

怎么过，每个人的选择不同。“我就

选择做点事，做点关爱青少年的事，

快快乐乐地度过余生。”如今，75岁

的何守鑫仍奔波在关心下一代工作

的最前线。“关心下一代，永远在路

上。”采访最后,何守鑫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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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全面实现贫困人员
基本养老保险应保尽保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党的政策

好啊，我一分钱都没出，从 4 月起每

月都领到 100 元钱。”10 月 15 日，四

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已脱贫的群众王

应连高兴地说。

记者了解到，63岁的王应连是长

宁县长宁镇群利村一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今年3月，镇、村干部入户到她

家宣传有关政策，得知她符合贫困人

员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后，及时帮她免

费代缴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从4月

开始，王应连每月都能领到100元养

老金。

今年以来，长宁县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局专门成立了社保扶贫工作小

组，强化责任意识，服务到位，送政策

到村、到户，同时加强对经办人员的培

训，提高经办人员的服务能力和服务

意识。截至目前，长宁县共为特困、低

保、重残及其他特殊人群 10370 人代

缴社会基本养老保险，13713 名贫困

人员实现应发尽发，11245 名脱贫人

员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应保尽保，同时

全面落实了 60周岁以上贫困人口享

受养老保险待遇工作，全面实现了全

县贫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应保尽保。

随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

日益临近，我国冰雪运动也正经

历着一轮快速发展，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运动厂商和各类机

构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10 月 17

日至 20 日，2019 国际冬季运动

（北京）博览会（以下简称“冬博

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冬博会自 2016 年起每年于

北京举办，通过展览、论坛及体验

活动等多种形式促进产业资源对

接，同时为普通民众开启近距离

感受冰雪运动魅力的窗口。今年

的冬博会也不例外，其举办规模

相较往年更加庞大，体验活动更

为丰富。在进入冬奥“北京周期”

的第二年，本届冬博会将通过更

多看点吸引大众前来参与盛事。

人物名片：

何守鑫，男，汉族，75 岁，中

共党员，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

关工委执行主任，老干部，曾

多次获得省市关工委先进个

人称号。2003 年，何守鑫从蒲

江县政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休

后，担任县关工委执行主任。

16年来，他全身心投入关爱事

业，争取党政支持，强化基层

组织，完善工作机制，创新活

动载体，搭建关爱平台，实现

了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跨越

发展。

（上接A1版）
“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

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

胜决不收兵。”4月16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重庆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座谈会时指出，“要逐一研

究细化实化攻坚举措，攻城拔寨，确

保完成脱贫任务。”

举旗定向，鼓足干劲。摸清底

数，聚焦突出问题，明确时间表、路

线图，加大工作力度，拿出过硬举措

和办法……与绝对贫困的决战正如

火如荼地进行中。

希望的田野——频道不
换，靶心不散，更好的日子还在
后头

10 月初的武陵山区，淅淅沥沥

的小雨下个不停，火红的辣椒娇艳

欲滴。75 岁的重庆石柱县上进村贫

困户马世辉摘辣椒手脚利落，不输

年轻人。

石柱是重庆辣椒主产区，常年种

植面积 10 多万亩，光是搭上辣椒产

业快车的贫困户就有2000多户。

靠稳定的务农收入，马世辉2016

年脱贫摘帽。不光“摘帽不摘政策”，

第二年他还多享受了一项产业扶贫

新政策：县里推出财政涉农补助“配

股到户”政策，让贫困户或脱贫户参

股到合作社中，依托产业持续增收。

“没想到种了大半辈子地，还能

当股东，拿分红。”马世辉说。他已经

连续拿了两年扶贫股金分红，每年又

能增加将近 1000 块钱收入，加上其

他收入，全家脱贫后的生活能稳定下

来了。

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

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四不

摘”政策，给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众

服下“定心丸”，逐步在巩固基础上提

高、在扎实提高中巩固。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的

起点——

在宁夏永宁县原隆村，葡萄酒

庄、生态观光、光伏大棚……村里的

产业链不断延伸，逐步融入银川西

线旅游带和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旅游

文化长廊，当年“干沙滩”变成“金

沙滩”。

在河南内乡县，当地探索了“党

委政府＋龙头企业＋金融机构＋合

作社＋贫困户”的“内乡 5＋”资产收

益扶贫模式，推广到全国 13 个省

（区）49 个县，直接帮扶 13 万个贫困

户36万多贫困人口。

在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作为

“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日均接

待 2000人以上，开饭店、办民宿……

家家户户根据自身实际找到了致富

门路。

……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

还在后头。希望乡亲们再接再厉、奋

发图强，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

好边疆，努力创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

明天！”

4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

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独龙江

乡群众回信，激励群众继续团结奋斗

创造美好生活。

“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

群众的团结奋斗，人民追求幸福生活

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云南省怒江

州委书记纳云德说，我们要带领各族

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自强不息求突

破，扎扎实实打赢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战场上，战鼓声声催人

奋进。只要万众一心拧成一股绳，频

道不换、靶心不散，一鼓作气、顽强作

战，就一定能如期实现一个都不落下

地共同迈进全面小康社会！（新华社
侯雪静 骆晓飞 王博 白丽萍 李松）

何守鑫何守鑫（（右一右一））和青年职业农民探讨猕猴桃种植技术和青年职业农民探讨猕猴桃种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