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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遵义市第四届书法篆刻临摹作品展”在遵
义师范学院美术学院长征美术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10
月8日。

“遵义市第四届书法篆刻临摹作品展”由遵义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
化资源研究中心、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遵义市
教育体育局主办，遵义市书法家协会、遵义师范学院美术
学院承办。

（记者 向婧 练伟 摄影报道）

近年来，赤水市元厚镇在发展特色养殖产业中，依托
良好的生态环境，采取“党建引领＋技术派驻”模式，通过
集中培训、分类指导、个别辅导等方式，向养殖户提供技术
指导，确保产业稳步发展。图为赤水市元厚镇党员农技干
部在高新村向养殖户讲解梅花鹿人工养殖技术。

张鹏 摄 （遵义图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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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云贵小江南”之称的湄潭，是
黔北大地上的农业大县、鱼米之乡。今
年，湄潭县优质水稻喜获丰收，农业经
济运行稳定。

今年上半年，湄潭县粮食生产任务
全面落实，完成夏粮 14.37万亩、油菜
2.29万亩、秋粮种植 52.5万亩。目前
3.24万亩早稻已经开始全面采收。除
了粮油外，其他种植业也稳步发展，上
半年，该县茶青产量达到17.87万吨、茶
叶产量 4.47 万吨；完成农业总产值
50.17亿元，增速达到3.1%。

秋收时节，在湄潭县永兴镇分水
村，金黄的水稻铺满农田，沉甸甸的稻
穗压弯了腰。来自江苏的农机手樊海
正驾驶着最先进的收割机在田里收水
稻。樊海介绍，这里的水稻长势好，品
质也好，自己每天能收二三十亩。

分水村地处湄江河畔，这里水源充
沛，土地肥沃，历来是种植水稻的理想
之地。分水村水稻基地负责人周辉辉
告诉记者，今年基地的水稻增收达10%
以上。

刚刚收割的稻谷装进一辆辆货车

后，很快运输到一公里外的大米加工
厂。在这里，坝子宽敞开阔，秋天的太
阳明媚而温暖，正适合晾晒稻谷。一旦
进入生产线，它们很快就将成为百姓餐
桌上的大米。

湄潭县永兴米业公司生产厂长唐
弘说，从 8月中旬就开始进入生产旺季
了，日产量可达80吨。

据了解，永兴米业公司从2015年成
立以来，依托良好的资源禀赋，建立核
心基地 100多亩，辐射带动周边 200多
户群众种植水稻。

分水村瞄准水稻产业，用好“村社合
一”平台，带领村民种好自家“一亩三分
地”，实现水稻种植高效、高产、高质量，
先后创建了“永兴”“竹香”等大米品牌。

“我们村现在有两家米业公司，主
要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老
百姓生产。目前全村水稻种植面积达
2400亩，是我们村的主导产业。”分水村
党支部书记周文熙说。

眼下，湄潭县正全力抓好秋收工
作，确保颗粒归仓。

（记者 庞飞 周国栋 张凯）

湄潭：优质水稻喜获丰收

本报讯 （记者 涂林念）9月 8日 10时许，贵州
桐（梓）新（蒲）高速公路宗宝山隧道双幅正式贯通。

宗宝山隧道作为桐新高速公路重要的控制性工
程，双幅全长 6.4公里。由于大娄山脉地理环境复杂，
该隧道地质条件突出，集合了高瓦斯、煤矿采空区、
岩溶区、暗河、突泥涌水等各种地质风险，施工难度
极大。

据中铁二十五局桐新高速项目部项目经理马玉伟
介绍，隧道设计时穿过一个570米的岩溶塌陷区，隧道
开挖极易产生围岩垮塌、冒顶、大规模涌水、突泥等情
况。为确保工程进度稳步推进，全体参建人员严格按
照设计图纸和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历时 4个多月
顺利穿过岩溶塌陷区。

作为贵州高速公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桐新高
速公路起于桐梓县娄山关街道，与金仁桐高速公路顺
接，止于新蒲新区永乐镇，全长72.834公里，预计今年
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从桐梓到新蒲的乘车时
间将缩短到 40分钟，对推动区域旅游业快速发展、构
建区域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桐新高速宗宝山隧道
双幅贯通

本报讯 （记者 俞晖 雷宇）近
日，由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和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联合组织的 2023年
全国新时代“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
品牌项目”推介会举行。会议宣布，全
国有178人成为2023年全国新时代“百
姓学习之星”、有 174个项目成为 2023

年全国新时代“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其中，遵义市图书馆“书香遵义全民阅
读”入选。

遵义市图书馆作为遵义全民阅读
的倡导者和主阵地，积极践行公共文化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 2017年至今，持
续不断建设“书香遵义全民阅读”城市

文化阅读学习品牌。项目通过开展多
元化的阅读推广活动，如书展、读书分
享会、阅读推荐、讲座、阅读文艺节目汇
演等，激发公众对阅读的兴趣和热情，
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
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

信的重要场所。‘书香遵义全民阅读’品
牌项目主要特色之一是注重全民参
与。”遵义市图书馆副馆长李曹俊表示，
遵义市图书馆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全民
参与阅读活动，极大地提升了遵义的文
化形象和知名度。

2023年全国新时代“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公布

市图书馆“书香遵义全民阅读”入选

正安县班竹镇中心小学教
师吴俊杰，自 2011年参加工作
以来，先后在正安县班竹镇大
塘、旦坪、长安、上坝、高堡、丁
木等村小学任教，为乡村教育
增砖添瓦。2023年，吴俊杰被
评为遵义市“最美教师”。

小时候，一场无情的大火
夺去了吴俊杰的右腿，在家人
和朋友的支持和鼓励下，他克
服困难，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
学，2011年完成学业。

毕业后，吴俊杰经特岗招
考来到班竹镇大塘小学任教。
当时的大塘小学只开设了语文
和数学两门学科，面对求知若
渴的孩子们，吴俊杰在校长的
支持下，开设了包括英语、体
育、美术、音乐、思想品德等
学科。

2015年，吴俊杰调到班竹
镇高堡小学任校长。刚来到高
堡小学工作时，他发现老师们
对新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不
适应，学校教学质量持续下
滑。为解决学校发展症结，他
逐一和老师谈心交流，了解他
们的想法和需求。经过深思熟
虑后，他开始为年老体弱的老
师减轻工作量；手把手地教老
师们学习电脑、制作课件，帮助
他们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教学。
高堡小学一位教师说，在吴俊
杰的努力下，老师们拧成一股
绳，劲往一处使，师生精神面貌
焕然一新。

在农村，学生家长大多外
出务工，照顾不到孩子。吴俊
杰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走访学
生，和学生们谈心，辅导他们的作业，为他们购买学习
用品。因为经常天黑才返校，走路时间长，他的右腿被
假肢摩擦得像刀割一样疼痛，但他总是咬紧牙关挺
住。“我要把关爱孩子放在教学工作的首位。”吴俊杰
说，虽然命运带给自己身体上的不幸，但要怀着感恩之
心，乐观面对人生，把“学厚为师、德高为范”这八个字
谨记心间，并把它付诸实践，为乡村教育事业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记者 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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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入汛以来，京津冀和东北等地先后
出现多次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和地质灾
害，大量农田和民房被冲毁。

牵挂着灾区群众，9月7日上午，正在黑
龙江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从哈尔滨出
发，乘火车、换汽车，来到受灾较重的尚志市
老街基乡龙王庙村。

一下车，总书记就沿着田埂土路走进一
片稻田，仔细察看农作物受灾情况。

洪水虽已退去，田间仍有明显的过水痕
迹，眼前大片水稻倒伏在地，茎秆、稻穗上沾
满淤泥。

8月初，连日暴雨导致大泥河龙王庙村
段水位突涨，汹涌的洪水漫过河堤、冲向村
屯，翻滚着吞噬了沿岸大片农田。

“当时这片都过水了吗？”总书记问道。
“是的，全村约有一半农田受灾。”当地

负责同志说。
望向稻田深处，总书记目光凝重。
习近平总书记弯腰掐下一束稻穗，放在

手中搓了搓，“都快灌浆了，水给泡了。”

据当地负责同志介绍，受灾后他们及时
抢排积水，喷施叶面肥、生长剂等，起到了一
定的保收作用。

“这片能保几成收成？”总书记问道。
“受灾较轻的农田能保五成左右。”当地

负责同志说。
听说受灾农田除了一些补贴，还有农业

保险理赔，目前到位率在 60%以上，总书记
点头表示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
防汛救灾工作。早在今年7月初，全国即将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习近平总书记
就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强统筹协调，强化
会商研判，做好监测预警，切实把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放到第一位，努力将各类损失
降到最低。

农田旁，是一栋正在重建的灾毁房屋，
四面砖墙已经砌了起来，再过几天就可以上
梁了。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工地，向现场施工人
员仔细询问房屋面积、布局、抗震级别等。

在卧室里，总书记指着预留的火炕位置
问道：“还有什么别的取暖方式？”

“除了炕，还有火墙。”
“外墙还要加保温吧？”总书记追问。
“是的，会挂一层保温薄板。”
“东北天冷啊，冬天可不能挨冻！”总书记

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保证受灾群众入冬
前能入住。”

两个多月来，习近平总书记密切关注全
国汛情、时刻牵挂受灾群众的安危冷暖，多
次作出重要指示，专门召开相关会议，研究
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一个个重要部署，一次次关心叮嘱，饱
含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情。

离开工地，总书记沿着村道，步行察看
灾毁房屋和基础设施重建修复情况。

这次洪灾中，建在村路旁的杨春贵家也
过了水。20多年前盖的房子虽无大碍，但
墙体泡损严重，外墙上至今还留着1米多高
的水渍。这几天，他正忙着修整房屋。

走进杨春贵家，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

说：“来你家看看。”
从外屋转到里屋炕边，总书记把 90平

方米的房子里里外外仔细看了一遍，只见内
墙贴了瓷砖，屋里吊了顶，还安了地热水
暖。总书记问道：“预计要花多少钱？”

“这么装修一下花了不到 6万块钱，政
府给补贴一部分，我也趁这个机会把房子收
拾一下。”杨春贵说。

聊起这次受灾情况，杨春贵告诉总书记，
除了房屋，农田也过了水，好在农技部门及
时指导，7天喷了两遍叶面肥，庄稼比刚淹
完时强多了，能挽回点损失。

“现在对灾后重建还有什么需求？”总书记
关切地问。

“党和政府都给我们想到了，清淤、消
毒、灾后补救，想得到想不到的，都做了。现
在就希望秋收争取能多收点，后期粮食价格
能好，到时能平成本，不赔就行。”

看到灾区群众生活基本恢复正常，灾后
重建充满干劲，总书记十分欣慰：“人民群众
灾后有不方便的地方，从基本的说起，吃、

喝、住、行、就业、教育、医疗防疫等，各级政
府都要把这些事一一做好。”

闻讯而来的村民聚集在村道旁，纷纷向
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总书记停下脚步，同大家说起
此行用意：“今年汛期，河北、北京、天津、东
北等地受灾较重，很多群众说从来没遇到过
这么大的水。我一直牵挂着受灾地区，这次
来黑龙江考察，专程来灾情比较重的尚志市
看看。”

深入田间地头、百姓人家的调研，让
总书记感受颇深：“刚才到田里看了一眼，损
失还是蛮大的，现在要尽可能减少一些损
失、挽回一些产量。再一个就是房屋，现在
受饿是不会了，挨冻这个问题不能有，在入
冬前要把房子建好。”

贴心话语，让在场群众倍感温暖。
“在咱们中国，人民群众遇到困难，还是

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就是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国家全力支持！”

（新华社哈尔滨9月8日电）

“保证受灾群众入冬前能入住”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尚志市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