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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关心少年
儿童成长成才、谋划少年儿童工作发展
进步，激励新时代少年儿童奋发有为、
向阳成长。

“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
2014年 5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北京市

海淀区民族小学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时，回想起自
己当年入队时的情景。

总书记说：“记得入队时心怦怦跳，很激动。
不知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孩子们回答：“有。”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是一种荣誉。”总书记
说，“我在你们脸上看到了希望，祖国和民族的希
望。正像誓言说的那样，要时刻准备着，将来接班。”

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树
立远大理想，准备着为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未来接
力奋斗。

寄语“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
联系在一起”；强调“你们这一代应该说是民族自
豪感荣誉感最强的”；嘱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来要在你们手中
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嘱托、悉心的教导，指引
新时代少年儿童“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每到“六一”国际儿童节，孩子们总会收到来自
“大朋友”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和祝福。

2013年 5月 29日，党的十八大后第一个儿童
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市少年宫，同全国
56个民族、革命老区、灾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少
年儿童和农民工子女、首都城乡少年儿童代表共
度节日。

活动现场，一棵心愿树上挂满了孩子们的心
愿卡，来自革命老区的少年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
等向总书记诉说着心愿。总书记频频点头说，我此
刻的心愿就是你们都心想事成。

嫩绿的树芽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开枝散叶，
祖国的花朵在总书记的关心关怀下茁壮成长。

2014年 1月，总书记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儿童福利院看望孤残儿童，谆谆嘱托，“全社会都
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
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2014年 4月，在新疆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
小学，总书记关心孩子们的双语教育，“少数民族
孩子双语教育要抓好，学好汉语将来找工作会方
便些，更重要的是能为促进民族团结多作贡献”。

2019年 5月，给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
小学生们回信，总书记殷切寄语，“传承好爱国爱
澳优良传统，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健康成长，长大
后为建设澳门、振兴中华多作贡献”……

从传承红色基因到加强思想引领，从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到促进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以
细致入微的关怀，引导少年儿童在人生旅途上选
对路、起好步。

“四五岁时妈妈买了小人书，给我讲‘精忠报
国、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说‘刺字不疼啊？’妈妈说，
虽然疼，但岳飞会始终铭记在心。我记到现在。精
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既有言传，又有身教。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
里，寄托着对孩子们的殷切期望。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字字千金”

2022年 3月 30日，春意正浓。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北京市大兴区植树点参加一年一度首都义务
植树活动。

总书记同少年儿童一起扶苗培土、拎桶浇水，
并同他们谈心。

“还记得过年时，我父亲给我女儿包了一个红
包，打开一看，是牙签。原来这是老人家平时收集
起来的家里剩下的牙签，他对孙女说‘这些都是珍
贵的木材，我帮你们存了起来’。第二年，又包了
一个红包，打开一看，是纸巾，也是攒的没用完的
纸巾。”

“这些看起来很老土，实则很先进。勿以善小
而不为，从一点一滴做起。”

总书记娓娓道来，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2021年全国两会政协联组会现场，一场关于

教育的交流讨论气氛热烈。
从事小学教育多年的王欢委员向总书记直

言：“校外培训广告满天飞，‘制造焦虑、贩卖

焦虑’”……
习近平总书记凝神静听。听完后，他深有感

触地说：“教育，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不
能过于注重分数。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
成长目标来看。如果最后没有形成健康成熟的人
格，那是不合格的。”

从教育理念上正本清源，习近平总书记引领
义务教育回归“立德树人”的初心。

“现在孩子普遍眼镜化，这是一个隐忧。”“小
眼镜”越来越多，牵动着总书记的心。

2020年 4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陕西省
平利县老县镇中心小学五年级一班。他欣慰地
说：“现在这些孩子们的风貌，都是非常好的。而
且眼镜不多啊，这个很重要。”

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社会都要
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
个光明的未来”。

乡村孩子的“营养餐”，总书记记挂在心。
2019年 4月，沿着蜿蜒的山路，习近平总书记

辗转 3 个多小时来到重庆大山深处的中益乡小
学，仔细察看师生食堂的餐厅、后厨，了解贫困学生
餐费补贴和食品安全卫生情况。

看到午餐四菜一汤、营养均衡，总书记感慨：
我想起咱们开始扶贫的时候，推行每个孩子保证
每天一杯牛奶、一个鸡蛋。现在每顿标准涨到了
6块钱，比当初丰富多了。

“小眼镜”“营养餐”“小胖墩”……一件件关乎
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小事”，都是总书记放在心
头要解决的大事。

13 岁的普布次仁一直忘不了和习爷爷的那
次会面。

2021年 7月，在西藏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的嘎拉村，走进普布次仁
家了解家里生产生活情况。

“你的 7号球衣是什么队的？”在普布次仁的
卧室，习近平总书记注意到他的球衣。

“你将来有什么志愿？”总书记问。
“要当一名短跑运动员。”普布次仁答。

“有志气！”温暖有力的话语，鼓舞着少年追梦
奔跑的力量。

“让孩子们跑起来”“个子长得高高的，身体长
得壮壮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字字千金，都是
经过多年总结摸索才得出来的”……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关怀下，逐步健全的
制度、不断完善的政策，为少年儿童创造越来越好
的成长成才环境，推动少年儿童实现全面发展。

“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

罗霄山脉，百丈岭下，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文
明瑶族乡，小小“讲解员”朱锐利用课余时间给大家
分享“丰碑”“半条被子”等红色故事。

时间倒回一年多前。2020年 9月 16日，在湖
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
学，当时四年级的朱锐和同学们正在班主任指导
下，重温红军长征的故事。

“丰碑是什么故事？”总书记问。朱锐站起来
讲了长征中军需处长把棉衣让给战友、自己却牺
牲于严寒的故事。

“讲得好！讲得好！”总书记连连夸道。“红色
基因在你们身上得到了体现。革命事业要一代一
代传下去。”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朱锐和同学们红心向党，
当起了红色故事的传播者。

不忘总书记的叮咛，陕西照金北梁红军小学
学生深感“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加入“小红
星合唱团”，传扬红色精神；

得到总书记的鼓励，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
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走”，深入家庭、社区、乡
村，传播革命故事；

收到总书记的回信，大陈岛老垦荒队员的后
代继续践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积极参
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建设家乡；

……
增信而后笃行，红色基因的种子，在孩子们心

中生根发芽。
人大附中西山学校初二年级学生官子钊已经

练习近 9 年冰球，他至今还记得 5 年前
和习近平总书记“撞肩”的一幕。

2017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
京五棵松体育中心，以冰球运动员特有
的问候方式，同官子钊“撞肩”互动，笑
着说，小伙子块头要再长大一点。

“习爷爷在现场讲的给他弟弟礼让
冰鞋的故事让我明白，做事要有合作精
神，要有大格局。我会好好练习冰球，
一直坚持下去，跟小伙伴们一起创造更

多佳绩。”官子钊说。
一言一语，情深意重。
2012 年在阜平同总书记坐在一方炕上的唐

孝亿，已是城厢中学的初中生，他想快快长大、学
得更多，在扶贫先扶智的理念指引下，在物质上脱
贫，更在精神上走向富裕；

2014年同总书记的会面，给聋哑女孩王雅妮
无穷动力，她走上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讲台，
开始帮助更多残疾孩子改变命运；

2017年在香港为总书记演唱粤剧后，利文喆
一直把习爷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传承下去”的
鼓励放在心上，更加热爱粤剧表演，更加投入地练
唱、练基本功；

……
2016年 12月，北京市八一学校孩子们研发的

科普小卫星发射升空、准确入轨，发回信标信号。
发射之前，他们按照约定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报
告小卫星即将发射的消息。

总书记回信叮嘱他们：“保持对知识的渴望，
保持对探索的兴趣，培育科学精神，刻苦学习，努
力实践”。

“我们的眼界不仅局限在课堂之中，而是扩展
到了世界、飞向了浩瀚的星际。”被小卫星吸引而
加入研制团队的张馨心分享探索宇宙的心路历
程，“就像总书记说的‘发挥启明星一样的作用’，
我们会不断用努力证明，我们是新时代的希望。”

少年有志，国家有望。
2014年 5月 30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

的书法课堂，书法老师请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
梦”点上最后一笔。总书记对孩子们说，中国梦要
靠你们来实现。“两个一百年”要靠你们接力奋斗，
还是你们来点这一笔吧。

“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
者，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
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真挚
期待，也是中华民族可以预见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中国梦要靠你们来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纪实

5月 27日，宁夏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
三车间综合工段长李志云蹲在钢丝绳生
产线旁将视线与钢丝绳平行，认真查看每
一个生产细节。

这样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李志云
已经坚持了 30 年，也正是这份认真，让
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生产操作技术与质
量控制本领，带领员工多次超额完成
生产任务。

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
李志云，多年来通过自学积累了大量钢丝
绳生产制造工艺专业知识。在水箱拉丝
生产中，他创造不间断放线、连续生产与

断线急停保护装置，不仅使自己的机台产
量高居公司榜首，而且把这项技术推广
到全公司，使水箱拉丝的机台生产效率
提高了 30%，大幅降低了生产操作工的
劳动强度，单机台产量由平均 0.94 吨提
高到 1.36 吨，班组产量由 14.6 吨提高到
25.8 吨。

李志云归纳而成的“工序成本核算
法”，把成本核算细化到每位职工身上，单
位成本大幅下降，钢丝损耗由 23 公斤/吨
逐渐降低到 6.8 公斤/吨，每年节约钢丝
192吨，可节约资金96万余元；钢丝绳表面
脂单耗由最初的 28 公斤/吨降低到 22 公
斤/吨，每年可节约资金 7 万余元。通过

“工序成本核算法”，每年为公司节约生产
成本过百万元。

对李志云而言，他所从事的工作不仅
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在担任分厂“质量控制主管”期间，他经常
在捻股机、成品机前一待就是十几个小
时，所负责工序中产品质量合格率达
100%，因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较以前降低
了55.6%。

“我将继续扎根生产一线，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断创新
提高技术技能水平，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
发热。”李志云说。

李志云：

以“工匠精神”诠释责任担当
本报记者 李良 见习记者 蔡莞郁 文/图

“不要抱怨读书苦，那是你去看世界的
路。”5月 30日，高考临近，固原市第二中
学教师张小玲为自己带的高三学生鼓劲
加油。

“教室里放飞希望，守巢的是自己；黑
板上写下真理，擦去的是功利；粉笔画出彩
虹，奉献的是自己。”这段词成为张小玲从
教33年的真实写照。

1989 年，张小玲从固原师专毕业，被
分配到固原市原州区一所乡村中学任教，
如愿成为一名老师。参加工作的第一年，
张小玲负责收学费，见农村学生家长从衣
兜中掏出一张张温热的钱币时，为人师者
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家长交的不是学费，而是一个孩子的
命运。”张小玲告诫自己：一定要努力，不能
误人子弟。这个信念在她的心底牢牢地扎
根，寒来暑往，伴她在三尺讲台上勤耕不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张小玲倾
注满腔热血教书育人时，她的丈夫突然病
逝，襁褓中的女儿一夜间失去了父亲。结
婚不足两年，丈夫撒手人寰，给张小玲带来
沉重打击。为了不让自己沉浸在痛苦中，
张小玲忍住悲伤，咬牙回到教室。

“当我站在讲台上时，学生们都惊呆
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回来上
课。愣了几秒钟后，学生们齐刷刷地站起

来，向我鞠躬。”下课铃响了，同学们用经久
不息的掌声送张小玲离开教室。那一刻，
她泪如雨下。

2004年春季开学之际，张小玲的父亲
被查出肺癌晚期。一边是弥留之际的父
亲，一边是 3 个班的高三学生，同样的牵
念，一样的不舍。她每天奔波在教室和医
院之间，在父亲的病床前备课、批改作业。

“作为女儿，我不想亏欠父亲；作为老
师，我也不能耽误我的学生。”张小玲以“师
业当精，师心当爱”为座右铭，用一片赤诚，
执二尺教鞭，于三尺讲台，帮助众多山区学
生走出大山，奔赴梦想。

张小玲：

33年如一日倾情育桃李
本报记者 剡文鑫 文/图

“之前补换证件需要两三天时间，现在补换驾驶证十几
分钟就完成了。”5月 29日，彭阳县王洼镇村民张小明的驾驶
证到期，用了不到一顿饭的时间，就领到了新的驾驶证。

“家门口的车管所使办事难、办事慢、来回跑、不方便等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有着多年驾龄的张小明，见证了固原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车驾管业务便民变化。早期，张
小明补换领证件，需要请两天假，到固原市车管所办理，耗时
又费力。

2018年以来，随着公安交管“放管服”便民利企措施的落
地见效，固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延伸服务触角，
推进 6项车驾管业务下沉农村派出所，建成“家门口的车管
所”，让群众就近选择服务网点快速办理。

“分布各县区的 5家车辆管理分所和 42家社会化服务代
办机构、业务大厅、小车查验中心、驾驶人考试中心、大车服
务中心等业务办理点，随时为固原当地 24.3 万辆机动车和
28.6万名驾驶人提供车驾管服务。”固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车辆管理所副所长罗慧军介绍。

与此同时，固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对标群众
需求，创新推出“一窗式通办、一站式服务”模式，将驾驶人、
机动车、互联网、警邮服务等业务优化整合，推行机动车注册
登记、变更登记等40项车驾管业务“一网通办”。

积极落实“365天×24小时”政务服务，对行动不便的群众
开辟“绿色通道”，对受疫情影响的困难群体开通“应急通
道”，量身定制预约服务“菜单”，安排专人预约办理、上门办
理。今年一季度，在非工作日和 8 小时之外办理业务 3062
笔，同比增长52.6%。

固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依托“警企联动”推
出摩托车“一站式”服务，实现培训、考试、领证、挂牌等业务
快速办结。通过“警医合作”，在业务大厅安装自助体检照相
一体机，提高了服务效能。

固原车管所：

打通车驾管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剡文鑫

喜迎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喜迎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
走基层 听心声 看变化

张小玲在三尺讲台上勤耕不辍。

5月 28日，记者沿黄河（吴忠段）向西南
行进，大河气势宏阔，两岸风景如画。许多人
不知道的是，梅家湾段比吴忠城区高 6米，细
腰子拜段比吴忠城区高 12米，形成“悬河”，
历史上曾造成巨大危害。

“今天的流量是 800立方米/秒，当丰水期
达到 3800 米/秒时，就上升到石墙护坡的位
置。”在梅家湾险工段黄河与秦渠退水口的桥
下，马学林通过手机查看当日从水文站发来
的监测数据。

马学林现任吴忠市水务局总工程师，1988
年参加工作后，30多年来一直与黄河为伴。

建成于 2009 年的吴忠段黄河滨河大道
是黄河的“生命保障线”，既是抢险的交通要
道，也是高大宽阔的护堤。

站在投放的混凝土四脚体上，脚下的黄
河直抵岸堤。为了防止水流淘刷，这里在临
河的堤段上修筑丁坝、垛和护岸工程，称为

“险工”。水与石撞击形成的漩涡发出低沉的
咆哮，摄人心魄。

吴忠黄河段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过两次
大洪水。1964年 7月 19日—23日，黄河上游
普降大到暴雨，干支流洪水相遇，形成大洪
水。青铜峡最大洪峰流量 5930立方米/秒，流
量在 3000 立方米/秒以上持续 13 天，由于积

极抢险，未造成大的灾害。
1981年8月13日—9月13日，上游连降30

天连阴雨。9月17日，青铜峡洪峰流量6040立
方米/秒，流量在3000立方米/秒以上持续18天，
淹没农田近10万亩，一些地方灾情严重。

黄河到达古城湾、罗家湖、梅家湾、细腰
子拜险工段时，由东西流向急转为南北流向，

形成横河，由于河道主流冲刷，形成较大弯
道，一旦洪水来袭，堤坝决口，洪水会直扑吴
忠城区。明代因“故城为河水崩陷”“城湮于
河水”等原因，使灵州城三迁新址。

马学林指着间隔距离不远的丁字坝介
绍：“为了防止水流淘刷，控导河势，黄河堤防
主要由堤防和坝垛、护岸构成，仅梅家湾河段

就建设了25座控导性水利工程。”
黄河岸堤防护用网格状铁丝笼罩着石

块，形成一面墙，称为格宾砌护，堤防上码
放着应急用的人字垛、砌护石等四脚体混
凝土构件。“黄河在青铜峡水利枢纽以下有
31公里实施了标准化砌护。”马学林说。梅家
湾险工段改造加固后，经受住了 2018 年、
2019 年汛期的巨大考验。60 多天里，大于
3000立方米/秒的洪水掠过堤防，最终归顺大河。

从 1998 年起，吴忠市以黄河干流为主
轴，实施河道堤防、河道控导、滩区治理、城市
防洪等重点工程。按照城区河段防洪 50 年
一遇，其他河段 20年一遇的标准进行标准堤
防建设，治理段总长 31.95公里，涉及黄河右
岸 7 处险工段、左岸 7 处险工段。新建坝垛
151座、护岸 10座。梅家湾险工段治理是黄
河宁夏段二期防洪工程，2015年被国务院列
入172项重点水利工程之一。

黄河宁夏段二期工程从不足 5年一遇土
堤到率先在沿黄九省区中全境建成标准化堤
防，从根本上改善了城区段河道堤防薄弱的
状况，控制了河势摆动，减少了洪凌灾害和河
道塌岸损失。“24年来，吴忠持续治理黄河，如
今两岸水清、岸绿、景美。”一路上，马学林自
豪地向记者介绍。

24年治理“悬河”守护百姓安宁
本报记者 张国长 实习生 彭 斌 文/图

李志云（左一）和同事探讨业务。

俯瞰细腰子拜险工段河道。

本报讯（记者 杨杰）5月 31日，由自治区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民政厅举办的“喜迎二十大 同心
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活动在银川市光明广场启动。

活动现场，全国“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吴忠市利通
区金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张丽萍宣读《未成年人保护倡议书》，
银川市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保怡然作为全区未成年人代表
发言。银川市、固原市、中卫市以及贺兰县、永宁县、灵武市、
惠农区、沙坡头区等地同步开展宣传月启动仪式。

据了解，本次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活动以宣传贯彻新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题，以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为
主线，扎实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强化全社会关爱保护未
成年人的共同责任，引导社会各方合力画好保护未成年人
的“同心圆”，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本次活
动还将推出《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知识答题、点亮“六一”
等活动。

宁夏启动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璞）经过 14个月的紧张施工，苏银
产业园再生水厂于近日正式通水投运，标志着该园区水资源
循环利用迈上新台阶。

再生水厂是苏银产业园重点建设的工业基础设施配套
项目。项目总投资 2.49亿元，规划占地面积 123.37亩，一期
项目投产运行后，每天可处理中水1.25万立方米。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主要对园区污水处理厂尾水
进行再处理，经处理后水质达到地表准Ⅲ类，可综合用于园
区工业生产、园林绿化、生态补水、市政用水等，让废水变“活
水”，实现“污水 100%截流、中水 100%回用”的目标，将有力
推动园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自开园以来，苏银产业园规划建设了工业污水处理厂
和再生水厂，坚持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严格做好项目环评、
安评、能评等工作。下一步，苏银产业园将坚持以水定城、以
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全力以赴抓好水厂运营、水资
源循环利用及水污染防治等工作，向建设千亿级产业园迈出
坚实步伐。

苏银产业园再生水厂启动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