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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邢台
多样阅读空间让书香味更浓

从一颗红色种子出发
——探访海陆丰革命老区

成都启动“精彩大运会 当好主人翁”职工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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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翠的绿植，明亮的玻璃墙，还
有6张老榆木拼成的大桌子，错落的
书架上摆满书籍——这是河北邢台
经济开发区里的一间“城市书房”，也
是市民洪俊全常来的地方。

今年63岁的洪俊全每天将孙子
送到学校后便来到离家不远的这间

“城市书房”，挑选上一本喜欢的文学
书细细品读。“从小就喜欢读书，但那
时候没条件，如今，在家门口就有这
么好的阅读场所了。”洪俊全说。

近两年来，邢台市创新开展“悦
读之城·书香邢台”城市文化品牌建
设，探索建立阅读设施建设、运营保
障体系，加大公共财政扶持力度，鼓
励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建设，打造了一

批便捷高效的多元化阅读服务空间。
城乡阅读氛围愈加浓厚，书香味
更浓。

以实体书店等现有设施为依托，
邢台在城市商圈、景区景点、社区小
区等人流密集区域，创新打造集数字
阅读、文化沙龙、简餐饮食等内容于
一体的“城市书房”，为市民提供阅读
空间。目前，全市已授牌“城市书房”
60余家。

除了“城市书房”，邢台还在机关
单位、学校、社区、乡村、厂矿企业等
地，设立阅览室、职工书屋、读书角等

“微书坊”440余个。
邢台市德龙钢铁有限公司里就

有这样一家职工“微书坊”，藏书1万

多册，占地200多平方米，采取阶梯
式设计，职工可席地而坐，埋头享受
读书乐趣。“环境和阅读氛围都非常
好，就在公司里，非常方便。”公司员
工朱丽芳说，业余时间到“微书坊”读
书已成为她的新习惯。

在大山深处的邢台沙河市刘石
岗镇渡口村的游客集散中心，有一座

“花园书屋”。家住刘石岗镇大坪村的
村民彭金生经常领着孙子彭浩琪来
这里借书，他说，“花园书屋”给山村
里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玩耍、学习的
好去处。

彭浩琪常来的“花园书屋”其实
是沙河市图书馆的一个分馆，里面设
有借阅区、休息区、电子查阅区，方便

游客和周边村民借阅。
在阅读基础设施建设中，邢台

市发挥图书馆的龙头引领作用，实
施图书馆建设和服务“双提升”工
程，推进市、县两级图书馆总分馆
制建设，逐步实现一证通用、通借
通还。

据邢台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邢台市将强化“城市书
房”“微书坊”等新型阅读空间建设，
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优质的阅读服
务平台，打通公共阅读服务“最后一
公里”。同时开展“荐、读、讲、诵、评”
等多样读书活动，丰富居民文化
生活。

（新华社崔啸行）

本报讯（记 者 胡桂芳）“我倡
议：全市企业及企业职工众志成
城、全力以赴，以坚定的信心、必胜
的决心，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大运
会职工志愿服务工作……”4 月 24
日上午，由成都市总工会、共青团
成都市委、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志愿
者部主办的“精彩大运会 当好主人
翁”职工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

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馆举行。启
动仪式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
表、医务工作者代表、企业代表先
后宣读《倡议书》，主办方向服务保
障大运会的企业代表中国电信集
团成都分公司等授旗“志愿服务大
运·争创工人先锋号”。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
《成都市“办好大运会、当好东道主、

建好幸福城”群团组织行动方案》，构
建人人参与大运、支持大运、共享大
运的浓厚氛围。同日，外事礼仪培训
活动在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馆举
行，工作人员向参训的职工志愿者介
绍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并开展外事礼
仪及常用英语培训。

据介绍，随着大运会临近，全
市各级工会积极组织开展公益宣

讲、暖心关爱、牵手互助、技能提升
等志愿服务，关心关爱参与大运工
作的一线职工；组织职工志愿者到
大运会场馆周边、社区公共空间、
公共交通站点等一线点位开展文
明实践、行为劝导、知识宣传、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等志愿服务活动，切
实发挥职工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
者作用。

近年来，贵州省凯
里 市 各 学 校 积 极 开 展

“民族民间文化进课堂”
活动，开设苗族芦笙、苗
族歌舞、刺绣、蜡染艺术
等民族传统文化兴趣课
程，既让学生们在富有
民族特色的教学中快乐
学习，又使民族文化在
校园里得到传承。图为
近日，凯里市第四幼儿
园开展民族服饰时装秀
活动。 龙令智 摄

（上接A1版）

打造“官方带娃”新模式

“我们挤上奶油，再点缀一些水
果和小饼干，就完成啦！”“老师，我
要加草莓！”“我喜欢蓝莓和巧克力
威化！”……山口社区乡村“复兴少
年宫”在下午 4 点 10 分开展的手工
蛋糕制作课再次受到孩子们的欢
迎。在老师的指导下，杨奕帆将手
中白色的奶油在蛋糕胚的周围挤
成螺旋状，再放上草莓、蓝莓以及
巧克力威化，一个纸杯小蛋糕就制
作完成了。他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捧
起自己的第一个烘焙作品，和身旁
的小伙伴一起拍照留念，然后小声
地告诉记者：“我要把蛋糕带回家
给妈妈吃。”

除了当天的表演与口才、手工蛋
糕制作等课程，山口社区乡村“复兴少
年宫”还开设了综合班、书法班、绘画
班等，其中综合班以爱国主义教育、道
德教育、劳动体验、文明实践、安全教
育为主要课程内容。每逢周末、节假
日，孩子们还可以体验创意美术、书
法、烘焙等多样化课程。

杨奕帆告诉记者，由于父母工作
很忙，他每天放学后都会到“复兴少年
宫”，在这里，他认识了很多朋友。

在泾川镇山口社区，和杨奕帆相
似的孩子还有很多。由于该社区有企
业500余家，工厂密布，双职工家庭较
多，孩子无人照看曾是这些家庭共同
面临的难题。2021年11月，泾县首个
乡村“复兴少年宫”——山口社区“复
兴少年宫”成立。这所空间充裕、交通
便利、设施先进、功能齐全的“复兴少
年宫”，不仅是未成年人的活动场所，
也是推进素质教育的载体和阵地。在
多样化的公益课堂中，孩子们不仅感
受到了快乐，更汲取到了争做新时代
好少年的精神力量。

“从以前的腼腆怕生到现在愿意
分享学习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孩子变
得自信开朗了。”虽然到“复兴少年宫”
参加活动才短短几个月，但杨奕帆的
父亲杨亮明显感觉到了孩子的变化。
在杨亮看来，“复兴少年宫”不仅为家
长“减负”，也让孩子的童年时光更加
丰富多彩。

晚上临睡前，回忆起当天在“复兴
少年宫”的活动，杨奕帆在日记中这样
写道：“在‘复兴少年宫’学习了革命家
的事迹，我明白了幸福生活的来之不
易，更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宣纸之
所以成为文房四宝之一，离不开像毛
胜利老师这样的大国工匠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辛苦付出。”

“没想到我这个‘庄稼汉’竟有机会
站上大学讲台！”手捧江西农业大学“大
学生创新创业导师”聘书，江西省南昌
市新建区种粮大户闵小明激动地说。他
务农16年，感觉当新型职业农民越发有
奔头、有面子。

近年来，江西农大探索将大学生创
新创业导师选聘工作由校内延伸到田
间地头，先后聘请了18位年龄在30岁
至55岁之间的“农民导师”。他们享受副
教授级课酬待遇，对接受继续教育的农
民和涉农专业学院的高校学子开展辅
导教学。

江西农大继续教育学院负责人张
水发介绍，这些“农民导师”都是来自江
西各地的新型职业农民，包括专业合作
社带头人、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负责
人等，在创新创业和农业实践方面有满
满的“干货”。

不少“农民导师”受聘前已经是当
地有名的乡村致富带头人。九江市彭泽
县太平关乡白沙村曾是个产业基础薄
弱的水库移民村，时任村干部的张爱芳
等人引进瓜蒌产业引导村民种植，却因
缺技术，第一批报名的20位农户不久后
就有大半退出。

张爱芳并未气馁，自己带头种植了
8亩瓜蒌，并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丰收
后亩均收益超过5000元。眼见有赚头，
村民们纷纷跟着种，张爱芳的合作社瓜
蒌种植面积从最初30亩扩大到2万多
亩，如今正在研发瓜蒌饮料、面膜等深
加工产品。

去年，张爱芳被江西农大聘请为大
学生创新创业导师。他说：“我既把自己
创业经历分享给学生，也把高校专家的
技术知识带回田里。现在做农业光凭经
验用老一套是不够的，更要讲科技。”

放下裤腿讲课，撸起袖子下田。“农
民导师”的授课讲台不仅在高校教室，
也会带着学员蹲在田里，手把手解惑
传经。

“秋香姐，你来我园里帮忙把把脉，
怎么今年的果子特别小？”乐平市猕猴
桃种植新手王艳平口中的“秋香姐”全
名魏秋香。她既是“农民导师”，也是乐
平市乡村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会长。

魏秋香带着王艳平到示范基地参
观，又来到她的果园实地指导施肥打药
等。2021年，王艳平的果园迎来丰收，收
益近百万元。

江西农大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研究
生秦璐说，“农民导师”帮助高校学子和
农学新人把视野从课本拓展到田间，宝
贵的基层农业实践经验将为他们课题
研究和农业实践提供重要帮助，更好推
动乡村振兴。

（新华社 熊家林 陈春园）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日电（记者 郭
宇靖）记者4月25日
从北京市发展改革
委了解到，《北京市
基本公共服务实施
标准（2021 年版）》
近日正式印发，这份
标准首次明确界定
北京市基本公共服
务范围，明确政府兜
底保障范围和服务
标准。

据介绍，实施标
准涵盖了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老有
所养、住有所居、弱
有所扶等“七有”，以
及优军、文体服务

“两保障”，包括9大
领域、22个方面，共
计89项服务。

据介绍，实施标
准涵盖了基本公共
服务项目，以此来保
障人民群众最基本
的受教育、就医、养
老、文化等权益。例如，在教育领域，通
过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和借读
费、为生活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和
助学补助，保障适龄儿童基本受教育
权利。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建立可持续的投入保障
长效机制，全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公
开共享。

晚春，粤东。
海丰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细雨

沁润下的红墙愈发鲜艳，广场中央的
彭湃烈士铜像依然挺拔。

1927年11月，海陆丰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创建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
政权。这颗在海陆丰人民世代生长的
土地上，用鲜血和生命种下的红色种
子，历经百年风雨，而今枝繁叶茂、繁
花似锦。

播 种

走进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海丰
农会会旗、海丰总工会印戳、彭湃题词
等珍贵文物，《胜利会师》《浴血奋战》
《气壮山河》等大型群雕，海陆丰革命
烈士纪念墙……将近百年前的革命历
史诉说，让人忘记了时间的流转。

大革命失败后，在全国白色恐怖
的危难时刻，中共海陆丰地委毅然带
领海陆丰人民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
义，占领两县县城，夺取国民党反动派
的政权，成立了两县临时人民政府，颁
布革命纲领。但这次起义引起国民党
反动派极大仇视，十天左右，海陆丰县

城相继陷入敌手。
“革命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拥

有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红宫红场旧址
纪念馆馆长陈火金说。南昌城头的枪
声，随后召开的八七会议，让海陆丰的
党组织和群众认清了全国形势，明确
了革命方向，找到了斗争出路。

1927年 9月，第二次武装起义爆
发，起义部队先后占领陆丰、海丰两县
城，分别成立了工农临时革命政府。在
占据巨大优势的敌人反扑下，他们主
动放弃县城，转入农村坚持斗争。

一个多月后，海陆丰举行第三次
武装起义。“这是党依靠群众，领导工
农武装的伟大胜利！”陈火金说，起义
成功后，陆丰县和海丰县先后召开全
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分别成立了陆丰
县和海丰县苏维埃政府。

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海丰县的
孔庙学宫召开，彭湃在大会上作了政
治报告，会议通过了“没收土地案”等
八项决议案。“会场四周和街道墙壁都
刷成了红色，会场内用红布覆盖墙壁，
红宫也因此而得名。”陈火金说。

陆丰县和海丰县苏维埃政府统称
为海陆丰苏维埃，标志着中国第一个
县级苏维埃政权诞生，同时，种下了一

颗贫苦群众紧跟共产党求解放、谋幸
福的红色种子。

耕 耘

“如果说，海陆丰农民运动、武装
斗争和苏维埃政权是孕育在此的革命
种子，那么耕耘这片红色土地的，就是
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汕尾
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莫春云说。

海丰县海城镇莲花山脚下，一片
片茶树郁郁葱葱、长势喜人。

“做大做强富民兴村产业，充分激
发老区资源要素活力，才能带领群众奔
小康。”海城镇党委副书记、莲花村第一
书记罗常彬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们
是在红色土地上立起“绿色招牌”。

近年来，莲花村党支部带领村民
种植茶田5100亩，成立茶叶种植专业
合作社10个、建成茶坊41家，组建村
集体企业莲茶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莲
花山茶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切
实做强茶产业。

“目前，莲花片区茶叶年产量70
万斤，产值超亿元。”罗常彬说。

在陆丰市省级现代农业甘薯产业

园，作为牵头实施主体，陆丰植物龙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断创新农企联
结方式，带领产业园其他企业助力乡
村振兴事业。

“通过订单联结方式带动农户124
户，土地联营入股方式带动农户 52
户，股份合作分红农户50户，联农带
农达到 10 万余人次，带动农户达到
3000余户。”陆丰植物龙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100年前，“农民运动大王”彭湃领
导成立了“六人农会”。100年后，传承
红色革命传统的海陆丰老区人民冲锋
在集体致富的路上。

果 实

位于陆河县河口镇北溪河中游的
北中村，是广东省第一批“红色村”，建
设了红色欢乐谷，打造红色生态景区，
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每周游客
量达2000多人次。

近年来，汕尾市全力融入粤港澳
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发展
红色旅游，打造美丽景观，让老区红色
资源“活”起来，高标准高质量发展红

色旅游。
走出红宫红场旧址，海丰县鳞次栉

比的民居里，飘来烟火饭菜的味道。汕
尾市对红宫红场进行升级改造，获评国
家4A级旅游景区，并打造了长达3.7公
里的“红色文化街”。“党和政府带领老
区群众克服种种困难，群策群力，迈上
了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陈火金说。

陆丰市深度开发红色旅游资源，
把红色旅游景观、自然景观和人文景
观有机整合，打造以“红色堡垒，黄金
海岸”为主题形象的现代化滨海全域
旅游示范区，带动更多的革命老区乡
村走上振兴发展的高质量绿色发展道
路。2021年“七一”期间，到该市红色
教育基地金厢镇开展建党100周年系
列活动的党政团体就达600多个。

春芽何惧狂风骤，破土成荫嘉
木秀。

这片红色沃土上，“敢为人先、依
靠群众、敢于斗争、无私奉献”的海陆
丰革命精神，成为汕尾努力探索具有
革命老区特色创新发展道路的不竭动
力。2020年、2021年，全市GDP增速
连续两年位居广东省第一、多项主要
经济指标增速居全省前列。

（新华社于晓泉刘一诺孙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