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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既要塑形，又要铸魂，要抓好
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更要提振人民群众的精
气神。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把“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
强调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滋润人心、德化人
心、凝聚人心的工作，要绵绵用力，下足功夫。

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各地立足自然特
征和文化特色，因势利导，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将乡村的自然生态与现代生活融为
一体，留住了“原味”的绿水青山，使自然和人
文景观成为寄托乡愁的载体，通过生态为根、
文化入魂、旅游为径的模式，探索出了一条实
现产业、生态、文化等乡村全方位振兴的有效
路径，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增添活力，注入
动力。

坚定文化自信，留住美丽乡愁

文化为核，产业为媒，“红军村”开启了新
征程。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西吉县将台堡镇
毛沟村，现年41岁的谢高昌出了家门，快步向
村里“红军寨”赶去。远处梯田环绕，绿意正浓。

毛沟村是远近闻名的“红军村”。1936年
9月至 10月，红军的一支队伍在此驻扎 40多

天，指导村民改良农具，改进生产方式。同年
10月 22日，红军长征三大主力在将台堡胜利
会师。

曾经，由于过度开垦、交通闭塞等原因，毛
沟村一直很穷。谢高昌一家更是穷得叮当响。

近年，这个庄稼汉生活有了起色，在毛家
沟红军寨长征精神体验教育基地打工。一辈
子生活在农村的他，突然开始了上班生活，谢
高昌直言“好长时间不习惯”。但是，这份家
门口的工作也让他家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年收入4万元，建起了新房。

谢高昌从心底里感激谢宏义。
2016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吉县

将台堡镇瞻仰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参观红
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纪念馆。总书记深情地
说，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
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
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

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当时正在浙江省永康市创办公司的谢宏

义，是毛沟村走出的大学生，从电视里听了
总书记的讲话，他内心的红色情结被激活了，
返乡投资，建造毛家沟红军寨长征精神体验
教育基地，将红色文化、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结
合起来，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

2020 年，西吉县整体脱贫。依托红色资
源，毛沟村也迎来了发展新天地。

红色窑洞宾馆、红色主题餐厅、秉慧书院
传统国学文化学习区……如今的“红军寨”，
每年接待游客近 3.5万人次，带动当地群众增
收超过 80万元。2022年 7月，西吉县在“红军
寨”挂牌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组建“星
火”志愿服务队，致力于传承红色基因，教育
引导人们求真求善、乐观向上、积极进步。

移步易景，以“乡贤文化”为品牌的同心
县张家塬乡汪家塬村，又是另一派景象。

走进村史馆，映入眼帘的有生动传神的

泥塑乡贤孝亲故事，有“家和人圆、孝老爱亲”
等弘扬好家风的书法作品，有村民们搜罗来
的风车、搭斗、米筛等“活历史”，还有陈列于
显眼位置的宁夏第一部村级志书——《汪家
塬村志》。

翻开村志，字里行间蕴含着好家风、好乡风。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它是中华民族的精

神命脉。
“村志是乡民的情感寄托、乡风的积淀传

承、乡愁的有形记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
富。”汪家塬村党支部书记张树森道出编纂村
志的初衷，以乡土情结强化群众对地域文化、
民族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切实增
强乡村振兴动力。

“村子虽小，却聚集了全国 9 省 36 个县
49个姓氏‘五湖四海’的人”据张树森介绍，汪
家塬村坐落在曾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西海
固，先辈们在与贫困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
成了崇文重教的传统。村子走出了 1名院士、
21名博士、33名硕士和1000多名大学生。

村民不比谁家钱款多，只论谁家大学生
多。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将马忠英、杨文
智、孙汉成等老师留在村上，村里人自发给他
们匀田地，春种秋收全部主动为其代劳。

（下转第四版）

文化如水 润物无声
本报记者 魏邦荣 高 菲 朱立杨 王 洋 文/图

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里，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从强调“有学上”到追求“上好

学”，从鼓励“人人努力成才”到展望“人人尽展其才”，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巩固，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职业教育为更多人提供学习进步的平台。
学有所教、学有优教，教育正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帮助实现无数人的梦想。

“有学上”还得“上好学”

——从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办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冰雪盛会，书写下精彩的中国答卷

爱人说，公交车才是杨
彦锋的“爱人”，她对车的照
顾细致周到；女儿说，乘客
才是杨彦锋的亲人，妈妈对
待乘客永远那么有爱心和
耐心；母亲说，杨彦锋是公
交公司的“小棉袄”，她一天
不上班就浑身不得劲。杨
彦锋说，我亏欠了父母、爱
人和孩子，但家人对我的工
作很支持。干上了这份工
作，就要全力以赴。同事和
朋友说，杨彦锋是个“工作
狂”，这么多年一心扑在工
作上。杨彦锋说，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我愿意为乘客一
直服务下去。从事公交驾
驶员工作 19年来，银川市公
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三分
公司公交司机杨彦锋用爱
心、耐心、热心服务每一位
乘客，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是：“我的工作就是为
乘客服务，乘客满意是我最
大的动力。”

踏上杨彦锋驾驶的宁
A·B0919 公交车，一股温馨
的气氛扑面而来，驾驶室隔
板上的便民袋，工具箱上的
报纸、口罩，酸奶瓶做的口
香糖收集瓶，细节之处，体
现着杨彦锋的用心和为乘
客服务的真情。

102 路公交车线路长、
客流量大，人多拥挤的时
候，大家难免心情烦躁，杨
彦锋总是耐心安抚情绪躁
动的乘客，提醒乘客注意保
管好钱物，疏导乘客往车厢
后走；遇到年迈的老人上车
动作迟缓时，她亲切地叮嘱
他们慢点。（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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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彦锋用微笑和温馨服务温暖了乘客。
（图片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提供）

近日，武警宁夏总队石嘴山支队组织官兵开展“与国旗同框 为祖国庆生”主题活动，表达官兵浓浓的爱国之情。 本报通讯员 罗辉波 摄

10 月 2 日，国能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2 名运行人员在巡检发电机组设备，保
障节日期间电力供应。

本报通讯员 张宗新 摄

10 月 2 日，银川市贺兰山路与民族街交叉
口快速化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工人坚守岗位，确
保工程进展顺利。 本报记者 王晓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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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

新华社北京 10月 2日电 记者 2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获悉，为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后续飞行任务需要，我国第四
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已于近期启动。

本次共选拔 12至 14名预备航天员，包括航天驾驶员 7至 8
名，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共 5至 6名，其中，载荷专家 2
名左右。航天驾驶员在陆海空三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航天飞

行工程师在从事航空航天工程及相关领域专业的科研和工程
技术人员中选拔，载荷专家在从事空间科学研究及应用相关领
域的科研人员中选拔。

此次预备航天员选拔，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统一组
织实施，预计 1 年半左右完成，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
专家。

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
共选拔12至14名预备航天员

本报讯（记者 房名名）中宁县卓然怡居居民反映整栋
楼网络故障，导致孩子无法上网课，通信公司维修人员在做
好疫情防控措施的情况下排除了故障；沙坡头区居民魏先
生反映，其父被封控在高风险区，因突发阑尾炎急需手术。
热线平台第一时间联系相关部门，老人最终在家人陪同下
顺利在定点医院做了手术；针对群众反映的物资供应迟缓
问题，专班协调调动各大商超保供点实行线上点单采购无
接触配送模式，沙坡头区启用 28家保供超市为 272个居民
小区提供基本生活物资供应……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归并整合12315、96119等14条政
务热线，双线并行13条热线，按快接快转原则，优化12345受
理派遣流程，在第一时间将群众咨询类问题即时解答，求助
及举报类问题第一时间转办到各级各部门，最大限度为市
民提供有效服务。”中卫市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值班长
高艳荣介绍。

“9·20”疫情发生后，中卫市建立“1+N”群众诉求排忧
解难平台专班工作机制，整合热线资源，按照“快收集、快研
判、快转办、快报告”的工作目标，力促服务热线由“听得见”
向“看得见”升级，服务事项由“单反映”向“全闭环”升级，第
一时间回应解决群众诉求，当好疫情防控“服务员”。

“1”即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一个业务专班，统筹市直部门
政务服务热线，实行 24小时接听服务，及时回应答复解决
群众有关疫情政策咨询和生活诉求。“N”即畅通 12345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与中卫市新闻传媒中心等群众咨询较多的热
点部门（单位）的信息沟通渠道，及时统筹群众诉求，平台专
班统一受理转办，实现“多个渠道收集、一个出口办理”的线
上线下市民诉求问题化解，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有速度、有温
度的服务。 （下转第三版）

速度+力度+温度

中卫“1+N”热线快办通道暖心解民忧

国庆日，又逢秋收时。沃野千里
一片金黄，丰收画卷在我区各地全面
铺开。

连日来，一队队志愿者走进田间
地头，帮助老弱病残户收庄稼；一抹
抹“志愿红”与劳动相互辉映，在山川
绽放光彩。

原州区：志愿者帮农户
抢收粮食近万亩

“咱们志愿者这会儿休息吃饭，
下午两点准时到下台子那块地里。”

“收到”“收到……”10月 1日，固原市
原州区官厅镇高庄村党支部书记
马金富，在村志愿服务队微信群里发
了一条帮助秋收的信息，大家积极
回应。

其实，马金富发这条信息之前，
他已经组织志愿者马金亮、海军、海
廷虎等 30人，用一上午的时间，帮助
村民海建仁收了7亩玉米。

海建仁老两口年过花甲，儿子和
儿媳在外务工，因疫情原因无法回
家。就在他为玉米收获发愁时，志愿
者骑摩托、驾车，纷纷赶来帮忙。

“自家的玉米收得差不多了，就
想力所能及帮乡亲减轻负担。”志愿
者马金亮家距海建仁家 10多公里，他
清晨起床，喂饱自家牛羊后，骑着摩
托车赶来。

“籽粒玉米不能用机械收，如果
靠我和老伴，需要一个月才能收完。
现在，不到一天就收完了。”看着农田
里堆码整齐的玉米秸秆、堆积的玉米
棒，海建仁开心不已。

高庄村志愿者服务队帮助村民
收庄稼的同时，在官厅村残疾户海玉荣
家的玉米地里，志愿者妥光明、杨小萍、
马全军等人分工协作，掰玉米、剥玉米
皮、砍玉米秆，干得热火朝天。

“参加志愿服务，大家一起干活，
增进了感情不说，还提高了生产效
益。”志愿者妥光明说，现在他们哪里
需要就到哪里。

时下，正值玉米、荞麦、马铃薯等
秋粮收获的季节。为了减少疫情对
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原州区发挥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作用，协助
各乡镇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组织
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排忧
解难。

“我们不时提醒志愿者适当拉开距离，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前提下，帮助群众做好秋收工作。”官厅镇党委书记
于金红说。官厅镇组织6支志愿者服务队350多人，进村入
组帮助困难群众秋收，确保颗粒归仓。

同时，原州区中河乡、河川乡、炭山乡、开城镇等乡镇，
组织 300多名乡村干部深入田间，和志愿者一起帮助群众
秋收，已抢收玉米、马铃薯、小杂粮近万亩。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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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疫情为什么传播速度快
我们有信心能管控住这轮疫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