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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介绍一下，教育领域
开展大规模设备更新工作的意义和
主要内容是什么？

文旭：这次教育领域大规模设
备更新，对于整体提升全市各级各
类学校教学设施装备水平、推动陇
南教育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
遇。按照国家和省市安排部署，结
合陇南教育实际，我市教育领域设
备更新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
加快推动构建教育装备设备现代化
保障体系，促进教育领域技术装备
水平提升，推动教育装备设施与教
育教学创新理念深度融合发展。二
是推动陇南师专和市内中职学校对
标学科教学装备配置标准，实施老
旧科研技术设备全面升级换代和教
学仪器设备更新，通过实现教学与

实训场所装备数字化、智能化，提
升学校办学硬实力。三是严格落实
中小学学科教学装备配备标准，支
持符合条件的学校配齐配足学科专
用教室、教学实验室，提升通用教
室多媒体装备水平，优化教育资源
配置利用效率。

记者：请问现在我市教育领域
设备更新工作都取得了哪些成效？

文旭：这项工作开展以来，我
们抢抓机遇、精研政策、认真谋
划，及时指导各县区和市直学校按
照“应报尽报、应摸尽摸、应纳尽
纳”的原则，启动项目清单编制，
截至目前，全市教育系统共储备项
目241个，总投资232.71亿元，项目
覆盖学前、普通中小学、中职学
校、高校等所有学校门类，更新改

造和补充内容主要包括教育专网、
智慧校园、智慧教室、多功能教
室、标准化学科教学装备和智能
化、数字化实验室等等。

记者：推动教育领域大规模设
备更新是深化教育强市行动，促进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那我
市将如何推动这项工作进一步落实
落细？

文旭：下一步，市教育局将紧
紧抓住这次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历史
机遇，通过精准谋划和积极争取，
加快实施全市教育领域设备设施更
新行动，为培育和发展教育领域新
质生产力注入强大动能，强力推动
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一是成立全
市教育领域“双新”工作专班，尽
快完成我市教育领域大规模设备更

新工作方案的优化和完善。二是进
一步扎实做好项目清单的梳理和细
化，切实提高规划项目的精准度和
成熟度，为项目的实施打好基础。
三是主动作为，加强衔接汇报，争
取各类项目早日落地实施。力争到
2027年，市属高校办学条件明显改
善，教育教学整体发展水平和生均
科研仪器设备值显著提升；其他学
段学校按照分类学科教学仪器配备
标准配足配强，进一步夯实教育现
代化的基础。

市教育局局长文旭：

推动教育装备更新 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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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族 人 民 同 呼 吸 、 共 命 运 、 心 连 心

本报讯（记者尚敏贤）村落
泥干收麦地，稻田水满插秧时。
5月19日，徽县江洛镇第二届插
秧节系列活动在李寺村举行，数
千名群众、游客齐聚在游龙河
畔、稻乡故里，体验农耕乐趣，
感受农耕文化，领略风土人情。

本次插秧节以“击鼓舞乐
以期丰年”为主题，活动项目丰
富多彩、趣味横生。伴着阵阵鼓
声，一声高昂的“开秧喽”，唤
起又一年新生的秧苗，唤醒游龙
大地万物卓然成长的生命力；广
场上、河畔旁、田埂边，村民们
身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服装随着音
乐欢快舞动，齐跳锅庄舞。还有
趣味十足的“摸鱼抓鸭”活动，
孩子们化身“捕鱼达人”，兴致
勃勃地涌入鱼塘，一条条鱼儿被
“收入囊中”，活动现场激情满
满，欢声笑语不断。

近年来，江洛镇坚持“一镇
一特色、一村一风韵”理念，利
用得天独厚的稻田农耕文化，发
展独具特色的农耕体验、农业观
光、户外研学等农文旅项目，在
宣传乡村文化、讲好乡村故事的
同时，大力发展水稻种植产业，
打造“游龙稻香”产业品牌，同
步打通线下、线上两条销售渠
道，构建完整生产销售链条，将
新型农业发展推向更深层次，在
传承弘扬农耕文化中擦亮农文旅
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底色。

本报讯（记者王坤）5月18
日，陇南经济开发区第二届“企业
家日”活动举行。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李荣出席活动并在企业家座
谈会上致辞。

李荣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企
业家日”活动举办表示祝贺。他
说，“企业家日”活动举办以来，
陇南经济开发区充分发挥平台和桥
梁纽带作用，聚焦企业发展所需，
从资金扶持、用地供给、用工用能
保障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用心
用情用力帮助企业发展壮大。陇南
有好区位、好资源、好生态、好环

境、好政策，是强劲发展的热土、
投资兴业的金土、绿色发展的净
土、合作共赢的沃土和企业成长的
乐土，诚挚邀请广大企业家走进陇
南、融入陇南，共享发展机遇，共
创美好前景。

会上，陇南经济开发区相关负
责同志作了招商推介。招商大使和
企业、金融机构代表分别作了交流
发言。开发区与重点目标企业、金
融机构与园区企业进行了签约。

其间，还举行了甘肃青芒果服
饰有限公司开工投产仪式和开发区
特色产品展等活动。

陇 南 经 济 开 发 区 第 二 届
“ 企 业 家 日 ”活 动 举 行

击

鼓

舞

乐

以

期

丰

年

︱
︱︱

徽
县
江
洛
镇
第
二
届
﹃
插
秧
节
﹄
活
动
举
行

本报记者 刘玉玺
通讯员 王 淼 刘 倩

初夏的文县，蔬菜产业展示着勃
勃生机，掀起了澎湃的发展浪潮。这
里，黄瓜鲜嫩诱人，西红柿红如火
焰，辣椒热情似火，西葫芦圆润可
爱，西瓜长势喜人，地摆木耳如墨玉
般点缀其间，各种瓜果蔬菜争奇斗
艳，共同绘制出一幅色彩绚丽的农业

画卷。
从文县即墨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现

代化大棚到“两江八河”的广袤田
野，绿色生机无处不在，孕育出这片
土地上的丰收与希望，激活了“短平
快”果蔬产业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新引擎”。

连日来，文县丹堡镇积极抢抓木
耳种植的黄金时节，全力推进黑木耳
生产。在丹堡河畔的黑木耳种植基

地，十几个务工人员忙碌地摆放着木
耳菌棒，那一排排、一列列的菌棒显
得格外壮观。就近务工的当地村民屈
淑花开心地说，“我们是附近的村
民，在这里干活离家近，既能挣钱补
贴家用，又能照顾家里老小，每天有
100元工资呢！”

文县即墨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大棚
管理人员刘洋说：“我们产业园有品
种丰富的西瓜、黄瓜、番茄和辣椒。

番茄有口感型和小番茄即圣女果两
种。这里的果蔬都是现摘现卖，主要
发往县城的几家超市以及九寨沟县，
收益相当可观。而且还能带动周边农
户，每天基本能提供8个务工岗
位。”

近年来，文县紧紧围绕丰富“菜
篮子”与充实“钱袋子”的思路，凭
借“政府引领、技术支撑、合作社组
织、大户带动、农户参与、规模生
产”的运行机制，采用“龙头企业+
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式，大力发
展“短平快”特色精品果蔬种植，既
增加了群众收入，又带动了就近就业
机会，有力促进了全县农业产业的发
展，为实现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果蔬产业 点“绿”成“金”

近日，两当县杨店镇豆家坪村的智慧温室蔬菜培育基地
里，村民正在采摘南瓜。杨店镇以豆家坪村现代农业蔬菜产业
园为依托，积极引进蔬菜种植加工企业，大力发展绿色无公害
蔬菜种植，拓展精细加工、生态餐饮、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等功
能，形成集种植、生产、观光、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蔬菜产业链，
使豆家坪村成为现代智慧农业蔬菜种植特色村。

本报通讯员 梁 锐 摄

连日来，在礼县西汉水中游的清淤疏浚现场，大型机械挥舞吊臂持
续作业。入夏后，礼县及时消除河道淤堵隐患，增强河道沟渠防洪排涝
能力，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记者 薛小平 摄

（上接第一版）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陇南深入推进婚

俗改革，整治婚姻不正之风，把抵制高额彩
礼、大操大办等纳入乡规民约……让婚姻始
于“爱”，让彩礼归于“礼”，助推形成健
康的新时代婚俗，极简婚礼也因此在陇南大
地蔚然成风。

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深入推进
婚俗改革并非易事，我们要坚持循序渐进、
因地制宜、依法依规地推进。广大年轻人在
选择伴侣时，要坚持以人品感情为重，以物
质钱财为轻，倡导婚事新办、喜事简办，不
盲目攀比、不硬撑面子、不大操大办。通过
参加集体婚礼、旅行结婚、植“爱情树”、
感“父母恩”等形式，让自己拥有一个简约
适度且富有纪念意义的婚礼。

说到底，结婚是人生大事，追求“简
约”，不代表忽略“品质”，力所能及地投
入，用适合自己的方式为幸福“加分”，就
是值得的。我们乐见极简婚礼品质“不
简”、幸福“不减”，成为崭新家庭生活的
良好开端，释放文明婚俗的积极信号。

（上接第一版）

伴随着悠扬激荡的民族音
乐，客人和白马人一起翩翩起
舞，不仅能感受到白马人的热情
好客，还能体验别样的民族
风情。

“为了让传统白马藏族文
化走出去，我们全方位开展白
马藏族文化传承工作，吸引游
客多来了解我们的文化。”杨
岁荣对这些举措如数家珍，
“近年来，铁楼乡鼓励群众举
办民俗庙会活动，开展白马文
化集中宣传活动，创作编排了
反映白马人民俗文化的大型歌
舞剧《白马·印记》《白马·盛

典》。同时，还争取北京联合大
学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组织九寨
沟、平武和文县等地的白马民俗
文化手工艺传承人和文化爱好者
进行全面系统的传承、发展、创
新培训。”

如今，白马藏族文化传承保
护工作硕果累累。经过深入推
广，创作反映白马人民俗文化的
歌舞剧《白马汉大词典》完成了
编撰工程，并出版发行了《中国
白马人民俗文化系列丛书》，还
拍摄制作了纪录电影。

白马民俗文化在留下印记的
同时，还助推着当地乡村旅游业
发展，草河坝村组建了石门沟

“白马风”艺术表演团和草河坝
白马魂原生态表演队，邀请知名
舞蹈、音乐编导，将村内留守人
员召集起来，编导排练完成了
“达嘎情韵”原生态歌舞节目。
观看和参与这些舞曲的表演，已
经成为展示当地民俗旅游中的一
项重要环节。

“我们将以白马文化的保
护、传承为着力点，大力培养具
有地域文化的民间民俗文化人
才，不断加大对非遗文化的保护
及传承力度，以全域旅游为统
领、以生态康养为特色，推动生
态、文化、康养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杨岁荣说。

文县草河坝村：传承民俗文化 发展旅游产业

本报记者 张卓宁

今年4月，徽县委第一巡察组
召开对县徽泰供水公司的动员部署
会后，就连续接到群众信访和投诉
电话十余个。原来，徽县突降大暴
雨导致县供水公司嘉陵水厂变压器
出现问题，造成北城区大面积停
水，接到信访电话后巡察组高度重
视，对来电作了详细记录，立即联
系供水公司负责人当面进行沟通和
商议。对于如此多的信访电话，及
时安抚群众不满情绪，迅速解决问
题是应对此次信访工作的重中之
重。因此，巡察组一边与来电群众
保持沟通，一边对县供水公司提出
明确要求：“立即分批分段上门现
场协调和解决，亮出身份、说明原
因、表明态度、提出举措，缓解群
众的焦虑和不满，同时要加快维修
进度，尽快恢复正常供水。”经过
巡察组和供水公司的共同努力，第
二天便解决了群众的供水问题。

时隔半月，关于供水公司的信
访电话再次响起，电话那边，一名

情绪激动的妇女急切地说着自己的
诉求：“今天中午，供水公司的水
费管理员来我家收费，敲门声音太
大，态度非常恶劣，家中年近90岁
的老人受到惊吓，老人有严重的心
脏病和多种老年疾病，要给我们一
个说法。”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
巡察组依然秉承“群众无小事”理
念，立即向供水公司反映情况，要
求进行核实并做好群众工作。次
日，供水公司便上报了整改情况：
“收费员的确存在态度问题，已进
行批评教育，与反映群众进行了沟
通，并取得谅解。”

巡察组工作人员电话回访时，
传来的是高兴的声音：“谢谢巡察
组，昨天供水公司负责人来和我们
沟通了，问题解决得很及时，我很
满 意 ， 谢 谢 你 们 ， 给 你 们 点
赞……” 

巡察过程中，类似这样的小事
太多，但这样的小事却时刻考验着
巡察干部的初心和使命，巡察组肩
负着县委的重托，这就需要他们从
小事着手，巡民声、解民忧，坚持
“民有所呼，我必应之”的工作理
念，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密
切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厚植党的
执政根基。

群众利益无小事 巡察助力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张埥）5月20
日，“倡导文明新风 情定橄榄之
城”集体婚礼在武都区举行。省民
政厅二级巡视员刘爽宣读了《移风
易俗倡议书》，市委常委、武都区
委书记肖庆康致辞，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唐进军，副市长何红梅
出席。

活动现场，宣读了“婚事新办
好新人”的表扬决定，向金婚、银
婚、新婚夫妇颁发结婚证、纪念
杯、荣誉证书和大礼包，为新人现
场证婚，并进行了现场宣誓、夫妻
对拜、共饮合卺酒等仪式。

刘爽向广大家庭、青年朋友发
出婚俗改革倡议时说，我们倡导自
立自强，反对高价彩礼。倡导广大
青年坚持婚姻自主、追求幸福，以
人品感情为重，以物质钱财为轻，
用自己的勤劳双手开启美好生活新
航程。倡导婚事新办、喜事简办，

坚持节俭质朴，反对铺张浪费，切
实减少“餐桌上的铺张、舌尖上的
浪费、车队上的排场”。倡导广大
青年转变思想认识，引领健康文明
新风尚，反对低俗婚闹，让婚礼回
归神圣庄重、温馨浪漫，切实把喜
事办得健康文明。

肖庆康在致辞中说，近年来，
武都区将婚俗改革作为新时代文明
实践的重要抓手，深入开展“整治
高价彩礼、推进移风易俗”专项行
动，一批批新时代青年正在成为结
婚“低彩礼”“零彩礼”的引领
者、践行者和倡导者。希望广大青
年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实践，争作
经济发展的弄潮儿、维护稳定的带
头人、创新创业的开拓者、文明实
践的新楷模。武都区委、区政府将
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工作，关心关注
支持青年发展，为广大青年逐梦奔
跑营造温馨舒适的干事创业环境。

“倡导文明新风 情定橄榄之城”

集体婚礼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