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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创意 3D打印体验、令人称奇的化
学实验、眼花缭乱的魔术表演、精彩纷
呈的古装展示……11月 12日，遵义师
范学院团委主办的第十一届社团嘉年
华活动在学校图书馆前的星空广场举
行。各个社团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特色活动，展示了各自的风采，吸
引了大量学生参与互动。

“我们协会以学习和交流传统书
画艺术为目的，此次活动我们特意把

‘红色’元素融入其中，同学们都积极
参与。”该校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20
级学生、书画学会会长周雨露向记者
介绍。

“此次活动以‘社团炫社采 强国
有我在’为主题，通过各类特色活动，
为社团与同学们搭建了一个平台，有
效激发了学生社团创造力与影响力，
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该校资源与
环境学院 2020级学生、社团管理部主
席团成员陈艳介绍，参与本次活动的
学生社团涵盖不同领域，包含志愿公
益类、学术公益类、文化体育类等共32

个社团。
青年强，则国家强。作为市级

“五四红旗团委”，遵义师范学院团委
将学校“红色育人十个一”贯穿于团
委工作之中，充分发挥共青团的资源
优势和活动优势，以各种重大节日、
纪念日和重大活动为契机，用活动育
人的方式引导团员青年不断加强自
身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牢记历史
使命。

“今年我们已组织开展了各类校
园活动30多次，参与学生达 3万多人
次。”该校团委副书记余睿介绍，为
了开展多彩校园活动，打造特色第
二课堂，校团委先后组织了庆祝共青
团成立 100周年系列活动、喜迎党的
二十大系列活动和各类体育文艺活
动等。

除了组织开展校园活动外，该校
团委还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如“五月的
鲜花”全国大中学生文艺汇演等各类
省级以上大型活动和创新创业活动，
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为大力促进基层互动，优化青年
品牌活动，我们还组织二级学院结合
专业特点开展‘青春师院·一院一精品’
系列活动，如‘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
色基因’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计算机
基础知识竞赛、大学生公共关系大赛
等。”余睿表示，这不仅凸显了各院专
业特色，还激发了不同专业的交融，
强化了育人效果。

此外，该校团委还积极服务基层，
助力乡村振兴，组织学生参与“三下
乡”和“返家乡”等社会实践活动。“今
年，我校共有 10000余名师生参与‘三
下乡’社会实践队伍和‘返家乡’社会
实践。”遵义师范学院党政办主任、团
委书记付强介绍，今年 7月份，该校师
生先后在多个县的部分街道、社区和
学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和大学生社区
实践计划，并与161个地方团组织完成
了结对。

“今年‘三下乡’暑假社会实践活
动中，我们去到了敬老院、易地扶贫搬
迁点、美丽乡村，在陪伴老人和小朋友

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带来的社会巨变，在服务社会带来
获得感的同时，自己也有了蜕变式的
成长。”该校教师教育学院2020级学生
安弘杰说。

“在帮扶就业方面，校团委一是组
织团干精准帮扶低收入家庭学生就
业；二是大力推行西部计划，提升毕业
生就业率。”付强介绍，报名参加西部
计划的毕业生人数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60%以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把
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
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
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
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
人。“我们将秉承红色教育和服务基层
原则，做好青年学生思想引领，以‘留
得住、下得去、用得上’为培养目标，让
青年学生能扎根基层，把专业真正用
到‘田间地头’里去。”遵义师范学院党
委书记张波说。

（据天眼新闻）

遵义师范学院

擦亮“青”字品牌 培养时代新人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农
业种质资源普查收集，强化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湄
潭县现代高效农业园区充分
发挥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建
立茶树良种资源圃及科普
园，收集国内优良品种，保护
种质资源并加以利用，推动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在兴隆镇鹅公坝
中国茶树良种资源圃及科
普园，自动喷淋设备正在均
匀喷洒，湄潭县东南有机茶
叶专业合作社正组织工人
栽种新引进的茶树。

“这次种植的是一个特
殊品种，叫矮树油茶。用矮
树油茶的茶青制茶，茶叶品
质相当不错，香味地道，颜
色纯正。另外还可以利用
茶果榨油，油质透亮，营养
丰富。”湄潭县东南有机茶
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兴
勇说，种植后，将进一步研
究矮树油茶对生长环境的
要求，分析其长势，判断该
品种在湄潭的适应程度。

据了解，中国茶树良种
资源圃及科普园是东西部
协作项目之一，占地面积约
38亩，由湄潭县现代高效农
业园区管委会打造，东南有
机茶叶专业合作社进行茶
树种植和管护。

今年以来，该科普园先
后从省内外引进黄金芽、金
牡丹、丹桂、黄金桂、水仙等
120余个优良品种，加强种
子库的建设，加快优良品种
繁育，为建设茶树良种资源
圃奠定基础。

“中国茶树良种资源圃
及科普园于去年11月动工，
今年12月将全部打造完成，
这是一个集科研、教学于一
体的园区。现在我们和中
国农业大学、贵州大学等高
校签订了合作协议，对茶树
种质资源进行试验示范
和科技推广。”湄潭县现
代高效农业园区管委会副
主任龚圆芳说。

中国茶树良种资源圃
及科普园的建成，不仅为高
质高效创新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提供了科技支撑，
还为推进种业创新，茶叶提
质、增产、增效和茶农、茶企
增收提供了资源优势。

“科普园的建设，可以
解决品种单一的问题。通
过栽培试验示范，选择适宜
本地环境、产量高、品种优的品种进行推广应用，以适
应市场需求。”龚圆芳说，通过打造科普园，还能建成
茶树科普旅游示范点，提高茶叶知识的普及率，进一
步完善现代茶业体系。

（李煜 徐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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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1年以来，汇川区泗
渡镇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教
育，推动“八五”普法工作走进基层、走
进群众，提升辖区干部群众的法律素
质和司法、行政执法部门的法治化水
平，在全镇范围内逐步形成了广大群
众学法、用法、守法的浓厚氛围。

“帮信罪，罪名全称‘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有的人爱占小便宜，
因为一千多块钱将自己的银行卡租借
给别人使用，结果别人用你的卡诈骗
几百万元……”近日，在泗渡镇司法
所，该镇司法所所长袁颜平结合工作
经历和典型案例，从社区矫正与刑罚

执行的关系、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意
义以及社区矫正期间应当遵守的纪
律要求等方面，向社区矫正人员普及
法律知识。

“在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中，我
们主要是加强集中教育，每个月要求
社区矫正人员参加一定时间的社会公
共劳动，并按照管理标准要求他们按
时到所报到，学习法律法规。”袁颜
平说，除做好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工
作外，该所还积极履行法治宣传和法
律保障职能，努力抓好人民调解、安
置帮教、普法宣传、法律援助等各项
工作。

根据新时期的新情况、新特点，
泗渡镇司法所把建立健全基层人民
调解组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目前，泗渡镇已设立各级人民调解委
员会 10 个，有人民调解员 80 余名。
今年以来，全镇各级调解组织已调处
各类矛盾纠纷 40 件，其中调解成功
37件，调解成功率达 92%。

同时，泗渡镇司法所不断健全法
律援助服务网络，“12348”法律援助热
线全天候在线，构建基层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推动法律援助工作走深走实，
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目前，全镇 7村 2社区均设立了

法律援助工作站，让群众能够就近获
得及时快捷的法律援助服务。”泗渡
镇司法所工作人员胡小金说，今年，
该所共计接待法律咨询 40余次，申请
法律援助案件 18件。

今年，泗渡镇司法所还以“乡村振
兴，法治同行”“党建+法治”共建活动
为载体，推动法治宣讲进校园、进企
业、进乡村，与镇综治办、派出所等部
门联合开展普法宣传活动6次、民法典
进村宣讲 5次，开展防范电信诈骗、禁
毒等集中宣讲3次，进一步提升了广大
群众的法律意识。

（夏雯珺 邓杰）

泗渡镇

多形式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时隔不到一年的时间，记者再次走进遵义市飞宇电
子有限公司，感受企业扩产的巨大变化：厂房面积增加
了3倍，新投产的微波生产、玻璃烧结等5条生产线实现
了产品升级；航天产品生产线已完成 500余平方米的平
场工作，预计明年上半年投产；以公司工艺副总工程师
田登卫命名的创新工作室正在加紧装修，建成后将集中
解决产品研发过程中“卡脖子”问题……

“作为一家从事以电连接器为基础的集信息互联产
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这几年，公
司不断扩产，年产值接连破亿元，实现了质的飞跃。”该
公司副总经理马晓勇告诉记者，公司制胜的“连环诀”就
是自主创新。

一间民房，2万元，3个人。这是 2010年 3月遵义市
飞宇电子有限公司成立时的规模。依靠在部分常用微
矩形连接器领域相对成熟的技术能力，为客户加工单一
电子元器件的方式艰难起步，逐渐生存下来并有了成长
的空间。

2015年，该公司入驻红花岗区深溪 IT产业园，开始
研发“飞宇电子”品牌连接器，从渠道市场代理营销到直
接开拓市场以飞宇的招牌直面客户。“2016年我到公司
时，研发团队只有3个技术人员，现在我们的技术人员有
68人，占公司员工总数近20%。”遵义市飞宇电子有限公
司工艺副总工程师田登卫说，每年公司把销售额的10%
作为技术资金投入研发中，并与国内多所高校进行产学
研合作，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为新品的研发提供
了技术保障。如今，公司在连接器微型化、低温密封烧
结等领域都处于行业前沿的水平，累计申请了 111项国
家专利，形成了技术先进、产业链完整、产品品种齐全的
科研生产体系。

去年，该公司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称号收
入囊中，提高了行业竞争力。“今年公司虽受市场环境影
响，但订单量较为平稳，预计产值能达到2亿元。”马晓勇
说，公司产品广泛用于航空航天、水下船舶、车载雷达等
领域，市场前景广阔。接下来将以公司上市为目标，以
市场和生产为“龙头”，以质量、企业管理为“控制中心”，
实现公司更高质量发展。

（据《贵州日报》）

遵义市飞宇电子有限公司

自主创新
练就制胜“连环诀”

赤水

劳动实践助“双减”
赤水市积极推动“双减”政策落

地，引导学生课后参加劳动实践，邀
请经验丰富的教体局退休老干部和
志愿者等，来到田间地头面对面教
孩子们认识各种蔬菜，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图为退休干部给赤水市
官渡镇中心小学学生讲解蔬菜的种
类以及生长条件。

王长育 摄（遵义图库发）

（上接一版）
农业生产有保障，春光村今年秋

冬季因地制宜发展种植了油菜、香葱、
马铃薯等，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避免
了秋冬季土地撂荒。

近年来，湄潭县加快实施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加大农业机械化推
广力度，做好农机购置补贴和农业机
械化推广；推动农业实现绿色发展，
积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生物
肥料等生态种植方式；派出农技人员
指导村民做好农作物绿色防控技术、专
业化统防统治等，不断夯实现代农业生
产基础。

在湄潭县洗马镇潘家寨村龙坝坝
区，村民吴荣新正在自己田里忙着

移栽油菜。今年政府免费提供油菜
苗，还派出农技人员现场进行移栽指
导，吴荣新栽种了 3亩油菜。

为大力推广“稻油”轮作，完成秋
冬季田地应种尽种，潘家寨村今年集
中育苗油菜 15亩，在开展油菜集中种
植的同时，将油菜苗免费提供给村民
自行种植。

为了推进坝区秋冬产业高质高效
发展，进一步促进群众和村集体“双增
收”，潘家寨村围绕“秋冬无闲田，产业
不断档”的生产思路，采取“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组织方式，在坝区种植油
菜200亩。

在洗马镇，类似潘家寨村的场景
比比皆是。洗马镇依托自身的资源优

势，充分利用坝区连片土地资源，发展
320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点，带动群
众种植油菜 4100余亩，力争将肥沃的
土地资源转化为优厚的经济效益。

早在今年9月，湄潭县就对今年的
秋冬农业生产进行了安排部署。湄潭
县坚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
手，以保障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
给为基础，充分利用秋冬闲置土地资
源，不断提升土地利用率，大力实施

“稻油”“稻菜”轮作等种植模式，实现
一田多用、一田多季、一年多收，进一
步推进农田变“闲”为“宝”，激发农业
产业新活力，不断增加群众收入。

湄潭县今年秋冬季计划种植油菜
14万亩，目前已种植 14.03万亩；计划

种植蔬菜 3.5万亩，已完成 4.2万亩，规
模以上蔬菜基地达 49个，基地蔬菜种
植面积达 1.52万亩；计划种植马铃薯
15万亩，已种植15.03万亩。

同时，湄潭县组建7个秋冬季农业
生产工作专班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油菜、蔬菜等秋冬季农作物种
植技术培训，目前，全县共计培训
37800余人次。激励全县农技人员聚
焦油菜高产、高效、增收等目标揭榜挂
帅，目前已创办县级万亩油菜示范带
3个、千亩油菜基地 1个、千亩马铃薯
示范基地 1个、千亩蔬菜基地 2个、千
亩羊肚菌示范基地 1个,全县油菜示范
基地达到197个，总面积 6.2万亩。

（记者 杨刚 一丁）

农田“绿色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