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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许成儿）4月2
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4年
第一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
网络关注度和各地各单位选树及
综合评审，共有55位勇士光荣上
榜。其中，我市文县第二中学学
生杜冬冬在列。

自2022年9月以来，共发布6
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340名
见义勇为勇士获上榜奖励。勇士
们见义勇为事迹鼓舞人心、振奋
精神、催人奋进。他们用血汗甚
至生命秉承、诠释了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用奋不顾身的实际行动

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杜冬冬，男，汉族，2006年11

月生，文县第二中学学生。2024年
2月18日17时许，文县碧口镇一对
父子在白龙江畔游玩时不慎落入
水中，正在附近的杜冬冬听到有
人呼救，赶紧闻声跑去，却见落水
的父子已经被江水冲向江心。白
龙江水冰寒刺骨，落水的父子都
不会游泳，渐渐地无力挣扎。杜冬
冬冲向岸边，迅速脱去外衣跳入
江中，拖拽着父子二人奋力向岸
边游。在岸上群众的帮助下，3人
全部安全上岸。

本报讯（记者罗艳）近日，文化遗产
研学十佳案例和十佳线路遴选推介活动初
评会在北京召开。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考古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袂打造的“大
秦可考记”秦主题研学线路入围十佳研学
线路终评，本线路面向青少年学生开展历
史教育，把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
合，带领大家重走秦人崛起之路，巡礼大
秦帝国。

考古秦之路，探秘秦崛起。“大秦可
考记”研学线路为期5天，深度畅览5大博
物馆，深入探寻4大历史遗址，线路包括
陕西考古博物馆、关山牧场、甘肃秦文化
博物馆、西垂陵园、宝鸡先秦陵园博物
馆、秦都雍城遗址、凤翔博物馆、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亲临考古现场，沿着秦人发
展的路线，追寻九都八迁的踪迹。领略大
秦威武的雄风，感受秦人不屈的精神。

“大秦可考记”秦主题研学线路不同
于简单的历史知识串联，以“考古”独特
视角进行“秦文化”内容挖掘，除了参
观、讲解等传统教学形式外，特别带领青
少年学生亲临考古发掘现场。此外，针对
此条线路，设计开发具备综合性、探究性
和教育性的系列研学手册并配以贴纸、笔
记本、文物胸牌、钥匙扣等研学装备，利
用过程性的学习任务和课后延展引导推动
学生深入学习，图文并茂的排版形式增加
学习的趣味性和课程的吸引力。每本主题
手册都梳理出要点提示、重要事件、关键
人物等，可清晰明了地进行知识学习和
获取。

本报讯 4月2日，两当县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谱写时代华章”主
题党日活动。市委书记张柯兵，市政
协党组书记、主席梁英，市委常委、
秘书长李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马军等参加。

上午9时，张柯兵、梁英、李祥、
马军等和两当县四大班子及社会各界
代表向参加两当兵变的革命先辈敬献

花篮，瞻仰两当兵变纪念馆，观看文
献纪录片《赤诚》，深切缅怀革命先
辈的丰功伟绩。随后，重走红军路，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红色记忆。在太
阳红军街大槐树下聆听“传承红色基
因·谱写时代华章”主题党课，接受
党性教育，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初心
使命。

两当县教育系统在老南街全国青

少年教育基地举行青少年入队入团仪
式、红色故事分享会等活动，教育引
导广大中小学生学习红色历史，传承
红色基因，树立远大理想，争做新时
代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在两当兵变纪念日前，两当县组
织广大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纪录片《赤
诚》《南梁之光》，开展以两当兵变
为主的红色文化宣讲等系列活动，增

强了干部群众弘扬红色文化、赓续红
色血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了践
行初心使命的信心和决心。大家纷纷
表示，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先
辈的崇高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
昂扬的斗志，勇担光荣使命，谱写时
代华章。

（两当县融媒体中心供稿）

陇南：创新协同共治 守护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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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冬冬上榜2024年全国

第一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

本报通讯员 刘建军

早春三月，天气逐渐回暖。在
成县陈院镇白马寺村万寿菊育苗基
地，农户们抢抓农时，积极备战春
耕，为一年的好收成辛勤耕作。

“我们开展万寿菊、辣椒等特
色产业育苗已经多年，具有较丰富
的经验，今年育苗工作启动早、谋
划实，从3月初开始，采用大棚和小
拱棚相结合的方式育苗。目前，大
棚内育苗已长出，800万株的育苗任
务预计这几天就能全部完成。”成
县瑞欣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
宇说。

白马寺村地势平坦，土地肥
沃，具有发展特色农业的地理优势。
近年来，成县瑞欣农民专业合作社带
领群众开展万寿菊、订单辣椒等特色
农业育苗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为成县特色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致
富开辟了新途径。

陈院镇玉泉村的成县郭辉农民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辉，这
几天忙着指导群众对50亩的万寿菊
育苗小拱棚强化管理，在确保高效
高质量完成成县800万株育苗任务的
同时，还在积极筹备地块，落实康
县万寿菊育苗的任务。

郭辉不仅是玉泉村的致富带头
人，还是万寿菊育苗的技术专家。他
说：“万寿菊育苗是一项技术活，我们
通过这几年的不断摸索和学习，对万
寿菊育苗的各项技术规程是熟稔于
心，育出的万寿菊苗壮、成活率高，得
到县农技部门的肯定和种植户的信
赖，为群众找到了致富的新产业。”

据了解，成县今年采用“订单企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思路，按照统一购种、统一标准、
统一实施、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和订单产业发展与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与撂荒地整治相结合、与乡村产
业培育相结合、与农户意愿相结合“五统一、四结合”
的产业推广模式发展订单万寿菊8000亩，经过县农业农
村局统一招标采购确定的3家企业承担育苗任务，县农技
中心给予全程技术指导，为全县万寿菊产业发展提供了
坚强的保障，也让群众在全产业链发展中得到更大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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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都讯（通讯员石晨）清明
扫墓，祭奠故去亲人，是中国人
的传统。近日，笔者走访了武都
城区多家花店，发现鲜花销售火
爆，用鲜花祭奠成主流，文明祭
扫氛围渐浓。

连日来，素净的白菊、雅致的
黄菊等花品大批出现在各个花店
里，店家们忙着为顾客挑选鲜花、
修剪枝叶、搭配包装。售卖点门
口摆满了成束、成篮的祭奠鲜花，

售价在30-50元不等。
花店店主侯旭芳介绍：“清明

节快到了，从30日开始，我们店陆
续就接到订单。我们店也推出了
手提盒的花篮，呼吁大家文明祭
扫，用鲜花代替传统的烧纸，用鲜
花寄托哀思。”

随着人们环保、安全意识的
提高，以往烟雾缭绕、纸钱纷飞的
祭奠景象逐渐隐去，清明文明祭
扫成为新风尚。

武都区：

鲜花寄哀思 清明更“文明”

3月30日，市民在康县城西环线森林公园踏青赏花。近年来，康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大
力推进山水公园城市建设，营造出“推窗见景、出门入园”的优美环境，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城市
发展带来的“绿色福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本报记者 黄培军 摄

本报通讯员 何 方

阳春三月，金徽大地迎春吐金，百花待放。在
徽县泥阳镇桥王村花果园里，聚集着一群游客或载
歌载舞，或拍照留念，感受春天的美。

近年来，泥阳镇紧紧围绕“农业特色小镇”建设
目标，农旅融合加快推进，成功打造了“福地乔王·
花果之乡”的旅游品牌，为全面加快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乔王村现发展脆李、大樱桃、桃等林果1200
余亩，果品远销川北、陕南及省会兰州等地，林
果也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摇钱树和助力乡村

振兴的重要载体，在徽成两县的花果圈子里很有
名气。尤其是每逢花季到来，桃花李花争奇斗
艳，相映成趣，构成一幅醉人的画卷，这时漫步
田间，驻足阡陌，让人如痴如醉，仿佛这里就是
心中的诗和远方。许多文人墨客也慕名前来挥墨
留香，以花为媒、以节为缘，游乔王山水、赏福
地美景，打卡拍照、吟诗作赋，把“福地乔王·
花果之乡”品牌带上了新的高度。

如今，泥阳镇凝心聚力抓项目、建基地、强龙
头、兴园区，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入驻多家优秀企
业，瓜果蔬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食用菌产业蓬勃
兴旺，有力促进了产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果树花开“惹”客来

两当县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谱写时代华章”主题党日活动
张柯兵梁英等参加

本报讯（记者许成儿）记者
在陇南机场获悉，从3月31日
起，陇南机场航班换季，正式执
行夏航季航班计划。

据了解，我国民航系统每年
要进行两次航班计划调整，一般
是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至10月
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的前一天，执
行夏秋季航班计划；10月的最后
一个星期日至第二年3月的最后

一个星期日的前一天，执行冬春
季航班计划。两个航季交替称为
“航班换季”。

本次陇南机场夏航季从3月
31日起持续至10月26日结束，共
计210天。新航季，陇南机场将
执行5条航线，执飞北京、上
海、贵阳、兰州、杭州、乌鲁木
齐、重庆、敦煌、海口 9座
城市。

陇南机场3月31日起

执行夏航季航班计划

人民公安报记者 闫振宙
通讯员 刘兵兵

“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连日来，甘肃省文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临江中队民警辅警坚守在高楼山“十
二道拐”路段，耐心细致提示过往车
辆有序通行。这里山势险峻，因形似
高楼得名，是连接甘川渝黔桂五省区
交通大动脉国道212线的必经之地。因
坡陡、弯急、道险，车辆通行都得格
外小心。

在陇南，高山与江河交错，勾勒
出“陇上江南”的壮美景色，也形成
了通车里程长、基础设施弱、风险隐

患多、防范难度大的道路交通现状。
近年来，陇南公安交管部门立足路况
实际，协同有关部门共建共治共享，
打造道路交通安全责任体系，创建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新模式，全心全意为
平安护航。

协同共治，构建责任共同体

“雨雪天气即将来临，父老乡亲
们要尽量减少外出，不酒驾、不坐超
员车……”近日，一条交通安全提示
视频在陇南市武都区龙凤乡乡村两级
干部、车辆管理等多个微信工作群里
发布。视频中的宣传员不是交警，而

是龙凤乡乡长卯玉军。
2023年，陇南公安交管部门推出

乡镇领导、村干部谈交通安全的宣传
栏目，全面落实“主体在县、管理在乡、
延伸到村”的农村交通安全管理体制，
这一做法被甘肃省政府推广至全省。截
至目前，栏目已推送视频205期，有效提
升了广大农民的交通安全意识。

今年春节前，村民置办年货、走
亲访友，使用小货车、摩托车频次增
加。每天一大早，龙凤乡艾蒿坪村交
通安全劝导站劝导员田佩文就和同事
在村委会门前路段开展劝导：“希望
大家绷紧交通安全弦，平安过大
年……”

随着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
陇南道路交通出行环境发生深刻变
化，“村村通”之后如何确保“路路
安”？陇南公安交管部门的答案是：
全面落实“党政领导、部门参与、上下联
动、齐抓共管”的道路交通安全责任体
系，凝聚交通安全管理强大合力。

他们充分发挥道路交通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牵头抓总和协调推进作用，
推动全市193个交管站、794个劝导站
和3167个交管室实体化运行，着力实
现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

“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实、做全、
做细，就能最大限度避免交通事故发
生。”陇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
刘劭说。

经多方综合发力，山大沟深、道
路崎岖且临水临崖、坡陡弯急等道路
占所有道路通车里程78%的陇南，连续
12年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2023
年，交通事故“四项指数”同比全面
下降。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