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云） 日前，记者
在龙市镇龙头村看到，该镇乡村振兴
人才培训中心的农技人员正在向村民

讲解秋菜种植及管护技术，为村民田
间现场“充电”。

区乡 村振兴驻龙市工作队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这是龙市镇乡村振兴
人才培训中心开展的“教育培训补脑
子”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集中培
训与田间现场“充电”的方式，提升
村民农业技能与种植水平，进一步激

活乡村发展活力。
据悉，龙市镇乡村振兴人才培训中

心于2021年12月2日由区乡村振兴驻龙
市镇工作队牵头成立。在区乡村振兴
局、龙市镇党委政府及区级相关部门的
支持下，该培训中心建立了人才培训机
制，组建了专家授课团队，采取线上、
线下教学相融合、课堂教学与田间实作

相结合的培训模式，积极开展种植养殖
技术、法律法规、产业发展、家庭教
育、疫情防控等培训。该培训中心自成
立以来已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7 次 （其
中，种植养殖技术类培训 5 次，农机操
作类培训2次），开展乡村振兴专题、安
全应急演练、疫情防控、妇女家庭教育
等培训10余次。

村民田间现场“充电”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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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冰凌
摄影报道） 为弘扬民族团结
精神，近日，合阳城街道立
石子社区开展了传统体育知
识宣讲活动。

当天，区委统战部、合
阳城街道相关负责人以及少
数民族代表在座谈会上围绕
民族团结工作进行了探讨交
流。随后，大家一起欣赏了
民俗舞 《桃花扇》《水乡新
娘》 及新疆舞 《亚丽古娜》；
工作人员结合现场展板，向
大家介绍了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 知 识 ， 有 奖 知 识 互 动 问
答、趣味体育活动体验环节
吸引了众多居民踊跃竞答、
争相体验。最后，大合唱节
目将活动推向高潮，在座居
民们共同挥动手中的五星红
旗，情不自禁地加入大合唱。

“我们应该增进各族群
众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
认同感。开展这样的活动，
不仅营造了民族团结的浓厚
氛围，也筑牢了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前来参加活动
的老人张传云说到。

合阳城街道立石子社区开展传
统体育知识宣讲活动

弘扬民族团结精神
增进民族认同感

大家一起挥动国旗共同加入合唱队伍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
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
红！”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
情感，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
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
发展、民族繁荣不懈奋斗。

拳拳爱国之情，何以凝练为强国之
志、转化为报国之行？爱国主义教育是
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爱国主义
教育，固本培元、凝心铸魂，作出一系
列重要部署，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取得显
著成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新
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
本、成才之基。”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
期”，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新时代加强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需要紧密结合时
代特征丰富教育内容、拓展教育途径，
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青少年成长全过
程和各环节，为青少年打好人生底色。

在学生群体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要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
一。要结合中国国情和爱国主义最新实
践，讲清楚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的
本质一致性，讲清楚祖国的命运和党的
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
教育内容要落细、落小，教育载体要可
闻、可感，将以理服人与以文化人、以
情感人相结合，将课堂学习与专业实
践、社会实践相结合，积极拓展课堂内
外、网上网下多种教育资源，让学生在
喜闻乐见的情景和方式中，潜移默化地
接受教育、收获成长。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系统工程，要
协同推进学校、家庭、社会育人力量，
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教育引导学生从感
性到理性、从自在到自为。加快构建大
中小学一体贯穿、循序渐进的教育体
系，针对不同阶段学生身心特点和认知
规律，精心设计、逐步推进，讲授方式
上与时俱进、入脑入心。同时不断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的氛围营造和文化浸润，
在重大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日开展纪
念活动，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引导学生
明辨是非、分清善恶，自觉抵制损害国
家荣誉的错误言行。

新时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既要理
直气壮开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又要坚持
知行合一，注重引导广大学生把“心之
所系、情之所归”的爱国之情，升华为

“祖国需要就是最高需要”的强国之志，
付诸为“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
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的报国之
行。如此，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切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
当。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相信广大青少
年会在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中，进一步了解国情民
情，强化责任担当，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砥砺奋斗中展现青春力量，书写精彩人生。

（据2022年10月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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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盛 通讯员 谢富
春） 为助推当地乡村产业发展，更好发
挥人大代表监督作用。近日，肖家镇人
大主席团组织部分区、镇人大代表与农
业服务中心负责人等，对该镇乡村产业
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视察。

人大代表一行去到新学村，实地查
看了该村稻虾产业发展情况并听取相关
工作汇报。代表们一致认为，肖家镇大
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通过在新学、啸马等村大胆探索稻虾轮
作产业，切实解决了土地撂荒问题，产

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人大代表提出
建议，要因地制宜探索乡村产业发展，
在特色上下功夫，在差异化上求突破，
在发展增收上谋出路，切实把产业谋划
好，发展好；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
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要
发挥好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不断
探索建立完善切实可行的利益联结机
制，引导更多村民参与产业发展，促进
农民增收，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

据了解，近年来，该镇持续推动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现有肉牛养殖龙头
企业1家、家庭农场4家，全镇总存栏量
达 1000 余头。大力发展加工蔬菜产业，
群众每年种植加工蔬菜 2000 亩、油菜
1000亩。强力推进宽皮柑橘产业，已发
展金瀚阳光、枧知缘等 5 家宽皮柑橘种
植基地 2200 亩，新增 200 立方米冻库 2
座。加大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力度，现有
花椒基地 500 亩，食用玫瑰花基地 260
亩，鲜销蔬菜基地 600 亩。强化农业生
产社会化服务，已建立 4 个村集体农机
服务社，配备了中型拖拉机、联合收割

机、植保飞机、自动割草打捆系列设备
等农业机械，常年开展社会化服务2000
余亩。加强稻虾产业发展，2021年已启
动全域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一
期建设，在新学村、啸马村已建成1500
亩稻虾基地。

肖家镇人大主席团组织开展专题视察

促进农民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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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突出抓好以秋洋芋为主的晚
秋生产，抓住生产黄金期！”9月，遂宁2022
年晚秋生产工作会议在安居区召开，紧锣
密鼓地开启全市晚秋生产“抢种战”。

今年入夏以来，连续极端高温天气
对部分农作物收成造成一定影响。为弥
补夏粮损失，各县（市、区）抢抓秋粮生产

“关键点”，守住全年农业生产最后一道
防线。

据了解，我市今年晚秋生产计划面积
57.5 万亩，其中秋洋芋 17.8 万亩。“战令”
下达，我市秋洋芋种植情况如何？近日，
记者实地走访我市各地找寻答案。

扩种 竭力稳住“粮袋子”

9月14日下午，在射洪市青岗镇文化
村，趁着气温合适，铭岗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袁刚组织 10 余位村
民，种下最后一批秋洋芋种
子。

“我今年头次种秋洋芋，
种了700余亩，预计每亩产量
1250 公斤。”袁刚告诉记者，

“我与北京几个饭店有联系，
了解到他们冬季需求量大，等12月份洋芋
成熟就直销北京。”

作为射洪市种业发展主要乡镇，青岗
镇今年拿到了3400亩秋洋芋的“战令”，掀
起了一股种植热潮。“以往只有散户种植，
大概百余亩。今年，我们利用冬闲田以及
撂荒地开发，打造了1000余亩的秋洋芋种
植示范区，目前已有2000余亩秋洋芋完成
播种工作，努力实现夏粮受损秋粮补、早
秋受损晚秋补。”青岗镇人大主席胡海告
诉记者。

扩种千余亩，秋洋芋为何广受追捧？
“秋洋芋是最适合我市晚秋种植的粮食作
物，具有投入少、生产期短、见效快、价值
高、市场需求量大的特点，是晚秋生产实
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遂宁
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负责人分析到。

简易的种植技术也促使种植队伍不

断壮大。日前，45岁的何淮珍将半拳大小
的土豆种子埋进刚凿好的土窝，随后用土
轻轻掩埋，再用镰刀割下一旁高立的秸秆
覆盖在上面。这是青岗镇广泛采用的秋
洋芋稻草覆盖栽培技术。

“这种技术在有利于秸秆还田的同
时，为秋洋芋生产提供养分，方法简便易
行，为我们在晚秋生产中再抢种一季秋洋
芋省下不少时间。”青岗镇农业综合服务
中心主任曹云驰说到。

增量 套种稳产促增收

“这一行种秋洋芋，旁边撒油菜种
子，要注意窝距！”日前，船山区桂花镇杉
树村秋洋芋油菜套种示范片内，船山区
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何晴与村干部一起将“课堂知识”搬进田
间地头。

遂宁2022年晚秋生产工作会议上，明
确提出在紧抓晚秋生产的同时，对明年油
菜扩量重任提前做好预见性安排部署。
面对如此“战况”，桂花镇积极寻求“套种
模式”，以实现种子成本降、作物产量升的
生产目标。

“按照区委农办的安排部署，我们把
以秋洋芋为主的晚秋生产作为逢灾补欠
的重要抓手，储存了每亩40公斤的洋芋种
子和750公斤左右的油菜种子，通过复合
套种技术实现双丰收。”桂花镇副镇长周
泽江介绍，为顺利完成1000亩秋洋芋的种
植目标，桂花镇正在尝试推广机耕机播技
术加快晚秋生产进度。

播种不停的同时，“套种模式”也在各
地同频共振。

距桂花镇60公里外的安居区保石镇，
秋洋芋、油菜套种工作已接近尾声，颗颗

“金土豆”正在地里静待发芽。“套种模式
既可减轻病虫害、增加产量，又可调节淡
季蔬菜供应，切实提高土地种植效益。”保
石镇保石村党支部书记、主任胡应伟说
到。

此外，针对晚秋作物品种多、生产
周期短、技术性强等特点，我市大力组
织农业技术人员，及时深入田间地头开
展技术培训和指导，同时强化晚秋生产
所需种子、种苗、化肥、农药等物资的储
备和调度，推动实现晚秋作物增产增
收。

（据2022年10月10日《遂宁日报》）

大春损失晚秋补 秋洋芋唱“主角”
○遂宁日报实习记者 刘文诗 记者 李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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