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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整合社会资源、丰富活
动项目等全方位举措，在全市形成了“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
可为”“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的浓厚氛围。 （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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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道德之光，温暖一座城市。
近年来，四川省射洪市深入贯彻落实《新时

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实施公民思想道德
建设工程，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广大干部群众以道德模范为榜样，奋勇争先。
随着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日益增强，全市好人好
事层出不穷……

3月23日，追光2022·第三届天府人物推介
活动颁奖仪式将在射洪市举办。值此之际，记者
走进射洪，探寻射洪加强新时代公民思想道德建
设，为追梦凝心铸魂的故事。

选树先进典型凝聚道德力量

从8岁起细致入微地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
20多年，并在毕业后加入公益组织奉献自己的
力量，将爱心人士给予他的温暖传递下去的“中
国好人”、四川省道德模范包天阳；组建了铁马文
明·爱心行动团队，始终奔走在公益活动一线，一
次次出现在助残、助学等爱心活动中的“中国好
人”、四川省道德模范唐洋；面对突发火情挺身而
出，协同合作，智救被困男孩的“四川好人”郭兵、
代光辉、姜远合、舒远银……

近年来，射洪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让这座
城市变得更加温暖，崇德向善的文明之风在这片
土地上激荡。

一个好人就是一面旗帜。近年来，射洪大力
厚植“好人之城”的文化土壤，积极发掘好人好
事，在全市范围长期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
人”活动，定期评选“射洪好人”“孝德之星”等先
进典型，积极推进“好家规、好家训、好家风”“最
美小区”等征集评选活动，广泛树立广大干部群
众看得见、学得到的好人典型，发挥好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做好本市道德
典型培育选树的同时，射洪还积极向上推荐报送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先进人
物。2022年，评选出“射洪市好人”10人、“孝德之星”10人，5人荣登2022年

“四川好人”榜、4人荣登2022年“遂宁好人”榜，7人获评“感动遂宁”人物。
“时代需要航标，社会需要榜样。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先进典型为引领，大

力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完善好人选树机制，以榜样的力量影响人、
感召人、带动人，推动全市形成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善行义举不断涌现的生
动局面，为创建平安幸福家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射洪市文
明办负责人说。

礼遇关爱好人弘扬崇德向善

“您的身体近来可好？”“生活上、工作上遇到困难，要及时向我们反映，
我们会为您提供帮助”……今年春节期间，射洪开展“洪城关爱”行动，射洪
市委宣传部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对省、市级道德模范及其家属，以
及部分身边好人进行看望慰问，为他们送去新春祝福，让他们感受到来自
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爱。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道德的接力棒未曾中断。近年来，射洪坚持“德者
有得、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不断关爱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礼敬有德之
人。射洪市文明办对荣获“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称号，以及获得道德模范
提名奖的先进典型进行全覆盖登记建档，建立先进典型优待礼遇、联系走
访、困难帮扶等跟踪服务制度，以便及时了解其详细情况及遇到的实际困
难，提供及时的帮助。 （下转A2版）

脚下沾满泥土 心中装满真情
——记第八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杜立芝

本报记者 漆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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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春已半，人间正芬芳”，桃红柳绿，燕语莺
啼。在和煦的春风中，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4个节气——春分。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二月中，分者半也，
此当九十日之半，故谓之分。”这一天，太阳直射赤
道，全球昼夜均分。《春秋繁露》中说：“春分者，阴阳
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春分，也有寒暑平衡，
平分春色之意。

“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春分作为重要的农
耕节令，春耕工作正在我国多个省份铺展开来。人们
在忙碌的劳作中，书写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中原腹地，河南省西平县老王坡3.1万亩高标准
农田，一架架平移喷灌机正在对即将迎来拔节期的

冬小麦进行春灌。“智能灌溉系统太方便了，我种植
的1700亩小麦只需要两三天就能全部浇透，相信今
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种粮大户吴乐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春分时
节，油菜花迎来了最佳观赏期——

江西省遂川县6万亩金黄色的油菜花海铺满了
田间，与远处青砖红瓦的民居、茂盛的树木、蜿蜒的
河流，组成了一幅风光旖旎的田园画卷。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农博园长达2公里左右的彩
色油菜花带贯穿南北。人们登上“二十四节气”观景
塔，俯瞰这片花海。“我们选取了兼具观光和油用价
值的8个颜色品种，包括深粉、纯白、桃红、红色、橘
红、极橘黄、极紫红和普通黄色，更好助力农文旅融

合发展。”天府农博园农业专家柯建国教授介绍。
在赣南，每到春分时节，人们就会到菜园和田地

里，采下最嫩的艾草叶榨出汁液，加上糯米粉或糯米
浆和成团，包上或甜或咸的馅料，制成色泽翠绿的艾
米果，吃起来清香扑鼻，令人回味无穷。

大好春光中，亲子游、研学游正成为春季出游
的热门玩法。在成都市新津区，人们走进中华农耕
文明馆了解农耕文化，在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亲
手体验考古发掘，从“一颗油菜籽的故事”学习油
菜知识……

一年之计在于春，让我们在这美好的春天，播撒
希望，收获幸福。

（据新华社唐健辉邢拓刘杨）

本报讯（练才榕）3月 17日，作
为广西文化符号的“刘三姐”穿越时
空，以文旅数字推广大使的身份在
全网公开亮相，并获授“广西文化旅
游数字推广大使”称号。

“刘三姐”数字人是由广西壮族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广西旅游
发展集团以“刘三姐”为主题IP进行
延展设计和开发的虚拟数字人形象，
同时也是游客身边的智能旅游助手。
通过AR、AI、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科
技的加持，不管是景区景点、文化场
馆、特色民宿、美食特产，还是虚拟导
游、智能客服、导航导览、AI对话，一
切都在“刘三姐”数字人的智能大脑
里，可以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吃住行
游购娱一站式便捷服务，推进文旅服
务智慧化，大幅提高文化和旅游产品
品质，提升游客便利度、舒适感。

“刘三姐”的名字家喻户晓，是

几代人的深刻记忆，是具有鲜明广
西地域特色的专属文化符号，它根
植于广西的山山水水，契合了人们
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独具强大
的文化基因、旺盛的生命活力、深厚
的群众基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之所以
选择这个文化符号作为广西文旅AI
数字人的原型，既是一种文化自信，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延展。下一
步，“刘三姐”数字人将树立“广西文
化旅游数字推广大使”官方形象，通
过数字IP、数字导游、数字直播、数
字展演等方式，带动新的产业链与
消费增长点。同时，通过“科技+文
化”的创新手段，顺应文化IP数字化
发展趋势，探索多元化的数字人应
用，建立起传统文化与当代年轻群
体更深层次的情感连接通道，让更
多年轻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广西文旅数字推广大使
“刘三姐”数字人正式亮相

春色正中分，莫负好时光

你与春花皆浪漫
一步一景见文明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红
星桥附近的泡桐花灿然绽
放，满树繁花似瀑布般倾泻
在河面上，如梦如幻，成为

“网红打卡地”。连日来，锦江
河畔游人如织，广大市民和
游客在文明有序的观景氛围
中拍照打卡，用镜头记录下
这份春日限定的美好。

林漫 摄

“冷空气来临前，浇水是预防倒春寒冻害

最有效的办法。如果冷空气来临前没浇水，

等冷空气过后也要及时浇水、施肥……”眼

下，正值春季小麦预防倒春寒天气的关键时

期，3 月 11 日上午，始终将农技服务作为“头

等大事”的杜立芝，来到山东省聊城市高唐

县三十里铺镇田排村的麦田里，为老百姓讲

解春季小麦如何预防冻害。

提起杜立芝，高唐县的农民都不陌生，她

是高唐县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高级农艺

师、农业技术咨询热线办公室主任、“杜立芝

党代表工作室”学雷锋志愿服务团队队长，

也是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党的二十大

连续三届党代表。参加工作 38 年来，她不忘

初心扎根基层一线，写下了 70 多本农技日

记，跑遍全县600多个自然村，每年接听农技

咨询热线电话 7000 余通……她全力提升农

技服务效能、保障粮食安全，是高唐县农民

最认可、最知心的农业专家“杜站长”。

杜立芝曾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农

技推广先进个人、全国最美基层干部、全国

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近日，她再获殊荣，

入选第八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日前，中央网信办组织部署开展“清朗·从严整治‘自媒体’乱象”专项行
动，指出要把整治“自媒体”乱象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务
实的工作作风，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广大网民需要什么样的“自媒体”？本期
话题对此予以探讨。 （B4版）

网民需要啥样的“自媒体”

38年70多本农技日记

1964年，杜立芝出生在高唐县的一个农村家庭。
身为农民的孩子，杜立芝从小便明白农民靠天吃饭的
不易。为了把农作物病害与防控技术搞清楚，高中毕
业后，杜立芝考取了聊城农业学校（现聊城大学农学
院）。1985年，杜立芝从聊城农业学校毕业，此后的38
年间，她扎根高唐农业技术推广的基层一线，从普通
农业技术员成长为高唐县农业局（现高唐县农业农村
局）蔬菜站站长、农技站站长、副局长，现任高唐县农
业农村局农业技术咨询热线办公室主任。对她而言，
变化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坚守、是情怀，还有大家一直
以来对她亲切的称呼——“杜站长”。

1992年的一天，杨屯乡侯桥村的一位大棚户拿
着黄瓜秧来到高唐县农业局，向她咨询黄瓜叶边缘变
黄的原因。由于大棚在当时是新生事物，杜立芝左思
右想也没能回答上来，只能说“我不知道”。看着大棚
户失望的背影，杜立芝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从那时起，杜立芝意识到农业种植结构在发生变
化，自己的知识结构也必须与之同步升级，她下定决
心，要把自己打磨成大棚“百事通”，绝不能再一次对
老乡说“我不知道”。她白天下村进大棚，实地观察记
录，晚上查阅各类农业报刊和书籍，学知识做笔记。每
次下乡回来，她都将农作物出现的问题、总结的经验
教训、天气记录分析等，一一写在农技日记里。

38年来，杜立芝写下了70多本农技日记，共400
多万字。五花八门的农作物病症在她的农技日记里都
能找到治病的法子，而她也成为了农民最认可、最知
心的“技术顾问”。

跑遍全县600多个自然村

“杜站长，受冻害的小麦现在该怎么管理？”前阵

子，杜立芝接到了尹集镇张官屯村种植户张学兰打来
的热线电话。原来，因为去冬今春的特殊气候条件，部
分弱冬性品种遭受冻害，张学兰发现自家的麦田里有
不少死苗，心里十分焦急。接到电话后，杜立芝顶着大
风立即赶到张学兰家的麦田里查看作物生长情况。

“要马上给麦子施肥、浇水。”杜立芝经过细心查看，给
出了管理意见，张学兰闻言连声道谢。

2022年7月，高唐连降大雨，梁村镇琉璃庙村玉
米地的排水条件差，400多亩玉米苗因高温长势不
好，眼看就要绝产。琉璃庙村党支部书记卢风劲打来
电话，请杜立芝过去看看。“那天特别热，最高气温
39℃，杜站长冒着高温一直在地里查看情况，衣服都
被汗水浸透了。”说起那天的情景，卢风劲感动不已。
琉璃庙村按照杜立芝提出的“少施勤施尿素，搭配施
用叶面肥”的办法管理土地，每亩收成超550公斤，全
村共挽回几十万元的经济损失。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杜立芝常说：“脚下沾有多
少泥土，心中就会装满多少对农民的真情。”参加工作
38年来，她不惧严寒酷暑，不管白天黑夜，只要群众
有需要，她总是随叫随到。38年里，她一年下乡200多
次，跑遍了高唐县的600多个自然村，骑坏了2辆摩
托车、3辆自行车，行程2万多公里。

高唐县农业农村局原本有一个技术热线，因为电
话大多是找杜立芝的，后来干脆命名为“杜立芝热
线”，但实际上除了这个热线，杜立芝的个人手机和家
庭电话都成了技术热线，一年下来光电话她就要接听
7000余通。为了方便老百姓咨询问题，杜立芝的手机
也24小时保持开机，只要手机铃声响起来，杜立芝总
能及时为群众解答问题。

“我感受过庄稼减产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那时
我的心里像被大锤夯了一样，堵得难受。”正因为感同
身受，只要老百姓需要，杜立芝就会第一时间出现在
他们面前，用心帮他们解决生产难题，促进庄稼增产，
让农业技术的成果在田间地头开花。 （下转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