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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

议提出强化稳企业保就

业的金融支持措施

◎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综合试点7日开

始入户登记

◎去年全国工业

互联网市场规模突破

700亿元

◎中国首条完全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

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线安

全运行4年

◎“五一”小长假

期间全国快递包裹揽投

量同比增长约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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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用锄头犁出一行行的

浅沟，然后根据间隔把菜籽撒

下去，再用细粒土埋上种子，最

后用稻草覆盖在上面，保持土

壤湿润，大概 5-7 天就可以出

苗了……”说起白菜的种植过

程，巴中市南江县红光镇小学四

年级学生张皓头头是道。看着以

前连蔬菜都认不清几种的孩子，

如今在乡村学校少年宫劳动实

践课的熏陶下变身“农耕小达

人”，张皓的父母直呼：“这是少

年宫带给我们的惊喜。”

“我喜欢农耕文化，在少年

宫我学习了种植知识，还了解

了传统的劳动器具和劳动历

史，让我更加懂得‘劳动美’的

价值，更加珍惜劳动成果。”张

皓告诉记者。

2016 年 11 月以来，巴中市

以朴素文化为抓手，在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中打造农耕文化展

厅、劳动实践基地、科技大棚，开

展传统劳动器具讲故事比赛、农

作物种植实践活动、感恩励志义

卖助学等系列活动。同时，还向

周边农户家庭收集风斗、升子、

纺车、磨子等传统劳动器具，邀

请种地好手现场讲解，引导孩子

们学习、体验农耕文化。“农耕文

化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

文化和核心价值观。我们希望能

在孩子们成长的记忆中，保留浓

郁的乡土气息，滋养他们对土地

和故乡的深情，让农耕文化代代

相传。”巴中市文明办副主任牟

国云告诉记者。

巴中市朴素文化教育只是

四川省在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中涵育学生优秀道德品质的一

个缩影。5 年来，四川省在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中始终聚焦立

德树人，突出思想道德内涵，坚

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发展，将

“我的中国梦”“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等主题教育融入贯穿

少年宫各项活动，学习宣传“新

时代好少年”，组织开展“少年

心·筑未来——我与祖国共成

长”“红色基因代代传”等活动。

同时，着眼以文化人，持续推进

青少年中华文化基因传承工

程，广泛开展“我们的节日”主

题活动，命名授牌 40个四川省

青少年文化传习基地，积极推

动中华武术、中国书法、戏曲曲

艺等走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引

导未成年人培养高尚情操、涵

育道德品质。

达州市在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中注重弘扬中华传统孝善

文化，引导学生继承尊老爱老、

关爱老人优良传统；眉山市围

绕诗词文化、南充市围绕春节

文化，创新设计推出系列主题

活动；广安、雅安、宜宾等地依

托当地革命遗址，设计研学课

程，开展红色血脉、红色精神传

承活动；内江、自贡、乐山、攀枝

花、资阳等地把科创园区、手工

工场、农业基地等纳入乡村学

校少年宫的活动范围，广泛开

展科技、手工、农事实践，培养

孩子们善思考、敢创新、爱劳动

的好习惯……在四川，乡村学

校少年宫真正成为了滋养未成

年人心灵成长的一方沃土。

无奋斗 不青春
涂洪长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

每到五四青年节，我们的耳边和心

中总会响起那些熟悉的旋律。走过

五四运动以来百年风雨历程，走过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峥嵘岁月，走

过艰苦卓绝的全民抗疫时光，一代

代中国青年与时代同行、为梦想前

驱，谱就了一曲曲奋斗不息的青春

之歌。

无梦想，不青春。一代代中国青

年的梦想无不依托于时代经纬、根

植于现实土壤。在上个世纪三十年

代 偌 大 的 华 北 容 不 下 一 张 安 静 书

桌的时候，那梦想饱含血泪；在旧

中国连一颗铁钉、一盒火柴都要进

口的时候，那梦想饱含不甘；在四

十多年前国门打开、眼界放宽的时

候，那梦想饱含激动；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走越近的时候，

那梦想饱含力量。个人的梦想，只

有融入时代的潮流才能熠熠生辉；

青春的脚步，只有紧随家国的脉动

才能意气风发。

无担当，不青春。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阻击战与总体战中，中国

青年更是挺身而出、不怕牺牲、共赴

危难。在白衣执甲、勇敢逆行的队伍

中，有他们；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洪流中，有他们；在同舟共济、守

望相助的身影里，有他们；在激浊扬

清、凝心聚力的斗争中，有他们。青

春报国，正在我辈！义无反顾，就在

当下！面对疫情汹汹，到最危险的地

方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经风雨、见世面、长本领，让青春绽

放出最为绚丽的光彩。

无奋斗，不青春。无论时代如何

发展变化，奋斗永远是开启伟大梦

想之钥匙。相比前辈，我们拥有更加

丰厚的物质条件、更趋便捷的学习

渠道、更为自由的成长空间，同时也

身处一个日新月异、你追我赶、稍不

努力就可能掉队的大环境中。无论

是国家的大发展，还是个人的小目

标，都离不开青年人的艰苦奋斗。在

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在每一个平凡

的岗位，将奋斗精神融入年轻的血

液，我们收获的，必然是无悔青春；

迎接我们的，必然是远大前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由磨

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历史

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中，辉煌的

未来需要我们创造。让我们凝聚起

亿万青年的蓬勃力量，在伟大梦想

的照耀下迈向新的征程！

“百日冲刺”行动启动
助力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记者 胡
浩）记者 6 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资委、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共青团中央等 6部门和单位将共

同实施 2020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百日冲刺”行动，从 5月份到 8

月中旬，重点组织开展十大专项行

动，帮助毕业生顺利毕业、尽早就业。

十大专项行动包括升学扩招吸纳

行动，充实基层专项计划行动，扩大毕

业生参军入伍行动，大力开拓科研、社

区、医疗等基层岗位行动，推进企业稳

岗扩就业行动，持续开展网上就业服

务行动，推进创业带动就业行动，开展

重点帮扶支持湖北行动，助力脱贫攻

坚行动，狠抓责任落实行动。

据了解，教育部已经安排硕士研

究生扩大招生规模18.9 万、普通专升

本扩招 32.2 万。目前，教育部正在会

同有关部门研究在第二学士学位进

行扩招。“特岗教师”计划今年招募规

模将达到 10.5 万。今年还将招收 40

多万毕业生补充中小学和幼儿园教

师队伍，采取“先上岗、再考证”的举

措，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

配备。国有企业今明两年将连续扩大

高校毕业生招聘规模。有关部门将落

实一次性补贴、返还失业保险等优惠

政策，鼓励中小微企业吸纳更多高校

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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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成 年 人 的 健 康 成

长，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

的幸福，也关系到社会的

和谐稳定。为了丰富四川

各地农村学生的精神文

化生活，为孩子们搭建多

彩的梦想桥梁，五年来，四川省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脱贫

攻坚的决策部署，以扶志扶智为

着力点，全力推进乡村学校少年

宫建设，扩大覆盖面，提升建设质

量，增强实践活动效果。“十三五”

时期，全省各级乡村学校少年宫

项目学生参与率普遍在 90%以上，

735.6 万农村孩子从中受益，乡村

学校少年宫的吸引力、感染力不

断增强。

小麦色的皮肤，清澈明亮的黑

眼睛，一张爱笑的脸上透着红扑扑

的高原红——今年13岁的格登措，

是四川省阿坝县民族寄宿制小学

的一名五年级学生，每周四下午参

加学校少年宫举办的经典诵读活

动，是格登措最期待的事，“我最喜

欢阅读，喜欢跟同学们一起分享书

里的故事。”在格登措看来，在学校

少年宫里度过的时光，是如此美好

而独特，值得珍惜。

格登措出生在阿坝县一个贫

困家庭，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一

家四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在建筑

工地务工的收入维持。格登措从小

羞涩内向、沉默少言，转变从她加

入学校少年宫的经典诵读兴趣班

开始。“书里的世界实在是太精彩

了，我也从书里知道，我一定会成

为更好的自己。”现在的格登措充

满自信，她会在经典诵读活动中主

动站出来与大家分享读书心得，她

积极参加诵读比赛获得过大奖，还

加入了学校的女子篮球队，“我的

梦想是考上大学，成为一名优秀的

老师。”从没有离开过县城的格登

措，想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看看。

乡村学校少年宫，为孩子的梦

想插上了翅膀。5年来，四川省聚焦

脱贫攻坚，严格对照“十三五”规划

进行统筹布局、精准部署，继续发

挥中央项目示范引领作用，优化中

央项目和自建项目比例，优先将

“十三五”时期 956 个中央项目用

于贫困县建设。同时加大自建力

度，建设省级项目 250 个，各级通

过财政投入、结对共建、爱心捐建

等方式增加市县自建项目 648个，

绝大部分向贫困县倾斜。

扶贫先扶志，为了培养乡村振

兴的后备军、生力军，四川省将乡

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融入精准扶贫

工程，纳入四川省《文化惠民扶贫

专项方案》和《藏区六大民生工程

计划总体工作方案》一体推进，精

心谋划贫困地区乡村学校少年宫

工作目标和重点内容，让更多的贫

困地区孩子从中受益。

在凉山州，各乡村学校少年宫

开展“小手牵大手”移风易俗行动，

让孩子带动家长讲文明树新风，养

成良好生活习惯；甘孜州的一些乡

村学校少年宫开设小导游特色班，

锻炼孩子们的实践能力和自信心，

为家乡文化的传播贡献力量；在阿

坝州，乡村学校少年宫持续开展的

藏羌文化主题活动，增强了孩子们

对乡音乡愁、乡土文化、乡风文明

的理解，不断催生助推乡村振兴的

内生动力和持久后劲……

“每一个孩子都渴望变得优

秀，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阿坝

县民族寄宿制小学乡村学校少年

宫的辅导老师贡科认为，“乡村学

校少年宫就是这样一个能够让农

村孩子尤其是贫困家庭孩子在体

验中获得成长、提升的一个良好

平台。”

2019年 11月 22日，四川省

在成都市双流区举行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工作推进会暨项目

负责人培训班和成果展示活

动。能量超市、校园足球、竹文

化建设、小主持人社团、科学小

实验社团……双流区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的特色项目、孩子

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让前

来观摩的人们赞叹不已。

如何更加准确地把握乡村

学校少年宫的发展定位，让乡村

学校少年宫更好地服务乡村振

兴？如何抓好乡村学校少年宫队

伍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怎么办

才能真正“活”起来？这是四川省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5 年来，四

川各地积极创新项目内容、打造

特色品牌，积累了丰富的活动经

验和活动成果。为了给各地提供

展示风采、交流互鉴的平台，四

川省坚持每年集中举办 1 次交

流展示活动，各地自下而上开展

的文艺汇演、项目展示、比赛竞

赛等活动更是常态。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得好不

好，队伍是关键。为了提升师资

力量水平，四川省依托省乡村学

校少年宫辅导员实训基地打造

课程研究、专业培训、素质拓展

等“一站式”服务平台，每年组织

新建项目负责人和辅导员骨干

培训，有效提升项目学校建设管

理和活动开展水平。2016 年以

来，共举办4期全省新建项目负

责人培训班、8期辅导员骨干培

训班、4 期艺术辅导员培训班，

培训新建项目负责人 1200 余

人、辅导员骨干2000余人，编写

《四川省乡村学校少年宫系列教

材》7 本，辐射带动各地开展各

类培训班320余期、培训人员近

万人。与此同时，一大批基层文

艺骨干、民间艺人、非遗传人、返

乡大学生志愿者、“五老”人员等

被聘为校外辅导员，不断充实少

年宫的师资力量。目前，四川拥

有在册教师辅导员 119247 名、

校外辅导员17892名。

管好用好乡村学校少年宫，

制度建设尤为重要。五年来，四

川省加强实践探索，不断丰富建

设管理办法，切实加强项目动态

管理，项目运转进一步制度化、

规范化。成都市实施“半年一督

查、一年一推进、一年一展示”推

进机制；绵阳市推进“分类划档、

晋位升级”，推行“宫宫联办”模

式；广元市推广特长教师多校互

聘制度；泸州市建立特色项目库

并实现教学资料上网……规范

管理，多元聚力助推四川乡村学

校少年宫焕发更大活力。

近期，以“十年陪伴、十年成

长”为主题的四川省乡村学校少

年宫1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积极

筹备中，将通过微视频、现场展

演、创意活动、主题晚会等形式，

展示风采、交流经验。“下一步，

我们将切实把这项助力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的项目规划好、指导

好、督查好、协调好，加强建设管

理，整合社会资源，确保乡村学

校少年宫运行常态化长效化，让

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更加

朝气蓬勃，为更多的农村孩子搭

建实现梦想的桥梁。”四川省文

明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新
闻
提
示

乡村学校少年宫

“活”起来
3

努力践行社会责任在活动中涵育优秀道德品质2

让贫困孩子

拥抱美好与阳光

1

广元羊木镇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孩子们广元羊木镇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孩子们
正在学习制作陶器正在学习制作陶器

都江堰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学生作品都江堰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学生作品———石—石
头彩绘头彩绘““熊猫熊猫””

阿坝县民族寄宿制小学阿坝县民族寄宿制小学
少年宫的孩子们少年宫的孩子们

自贡市沿滩区九洪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学生们在跳竹竿舞自贡市沿滩区九洪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学生们在跳竹竿舞

第四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
（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
正式启动

新华社北京5月 7日电 近日，第

四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

影（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动。

活动由中宣部宣教局、中央网信办传

播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

团）联合主办，旨在用镜头记录新时

代，展示奋斗者，传递向上向善的价

值力量。

本次征集展播活动，将通过面向

社会征集、组织各地报送、专项征集

活动等方式，聚焦新时代新气象新作

为，讲好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

坚的故事，讲好众志成城、科学抗疫

的故事，透过“小场景”“小故事”展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展示干部群众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

代风采。征集工作结束后，主办单位

将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征集到的作

品进行评审，从中选出思想性、艺术

性和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在新闻媒

体、户外媒介、交通工具广为传播，深

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