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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等10部门下

发通知部署开展2022年“六一”

庆祝活动

◎六部门：到2025年明显

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水平

◎红领巾质量标准新国标

发布

◎我国开展华北地区河湖

生态环境复苏行动

◎2022年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上调4%

◎今年全国技工院校计划

招生140万人以上

◎北京推出7000余个数

字文化资源库

◎牵线搭桥+援企稳岗+

送岗上门四川多举措“稳就业”

◎宁夏有序推进“一老一

小”照护服务

◎山东兑现各类生态补偿

资金32.73亿元

标题新闻

今年 1 月，《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
（2022—2025年）》印发，就乡村网络文化振兴
行动，提出筑牢乡村网络文化阵地，推进乡村
文化资源数字化。

村文化礼堂吸引了更多的乡亲，“三农”
题材视听节目收获了不少观众，农村地区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技艺得到了数字化
保存……笔者在浙江、河北、贵州走访了解到，
各地落实举措、推进创新，着力推动乡村网络
文化繁荣发展。

精准匹配
文化大餐送进村

下午4点，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港胡村
村民张国英来到村文化礼堂，在“浔礼e家”
文化信息平台前，熟练地点击屏幕，打开“文
化讲堂”视频节目观看。老伴江文忠喊她回家
吃饭，张国英这才注意到，时间已经过了1个
多小时。

“今天看了黄梅戏《女驸马》，我打算跟大
家排练这个，准备在下次文艺汇演上表演。”回

家路上，张国英跟老伴分享当日的收获和打
算。江文忠也很高兴：“这可比之前在家里打麻
将好多啦！”

近年来，南浔区推进基层宣传文化阵地数
字化建设，整合各类优质资源下沉一线。港胡
村文化礼堂引入区里统一匹配的“浔礼e家”
文化信息平台后，许多村民像张国英一样成了
忠实用户。

港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钱建强介
绍，平台融合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南浔”“文化
点单”“文化讲堂”等内容，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一
站式平台，为百姓提供数字化“文化大餐”。

村民胡祥林是书法爱好者，提到“浔礼e
家”，他不住点赞：“以前要跑到镇里上书法课，
现在我点点屏幕就能预约区里的老师免费授
课，方便得很。”

“村民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
么。”南浔区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员、社科联副
主席章蓉说，“浔礼e家”文化信息平台实行

“村里点、镇上报、区里送”机制，可以实现供与
需的精准匹配。

如今，村里参加舞蹈排练、歌唱比赛、戏曲

表演、旗袍走秀等文艺活动的人多了起来，文
化氛围颇为浓郁。

据介绍，接下来，南浔区将推进基层宣传
文化阵地数字化建设2.0版，加强“浔礼e家”
与移动端、电脑端衔接，让村民不出家门就能
在线享受优秀公共文化资源。

云端辅导
专家授课随时听

小麦进入返青期，河北省正定县永盛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永有些担心：“去年雨水
大、播种晚，麦苗苗情不如往年。”

拿出手机，打开“云上智农”应用程序，选
择“冀农云课堂”，李永点开了“冬小麦科技壮
苗专项行动”课程视频。“可将磷酸二氢钾、芸
苔素内酯、含氨基酸水溶肥等混合，喷施叶面
肥……”李永根据专家教的方法，买回肥料喷
洒。不久，小麦长势由弱转壮，问题得到解决。

“以前遇到问题就着急，现在通过‘云课
堂’，很多问题能通过学习解决。”自从2019年
安装了“云上智农”，李永逐渐习惯从“云课堂”

找答案，“不仅能学到种植管理技巧，还能从中
及时了解惠农政策”。

除了视频课程，“云课堂”还会定期组织专
家直播授课。“专家课堂随时听，请教问题‘面
对面’，这在以前可做不到。”李永说。

“随着科技进步，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明
显变化。依托互联网课堂进行农技推广，有助
于培育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化需求的新型职业
农民，更好地为农业发展服务。”正定县农业农
村局工作人员边新忠说。

为加强冬小麦田间管理、保障夏粮丰收，
今年以来，河北依托国家和省农业科教服务
云、“云上智农”等平台推出了“冬小麦科技壮
苗专项行动”系列课程。“课程直播当天有近
10万人次观看，深受农民欢迎。”河北省农业
农村厅科教处副处长郑福禄介绍，目前，全省
通过科教云等平台录制、发布农业技术视频或
课件共412个。

“未来，我们将根据农业生产情况、农民需
求，进一步丰富网络课堂内容，创新传播形式，
把农业技术和惠农政策送进千家万户。”郑福
禄说。 (下转2版)

多地着力推动乡村网络文化振兴——

优质资源下乡乡土文化上云

创业维艰，奋斗以成。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自古就明
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
事，要幸福就要奋斗。”我们靠奋
斗走到今天，也需要靠继续奋斗
走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
时间、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奋斗
的话题，言之谆谆，意之殷殷，
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为我们用
奋斗定义生活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

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
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
福的人。从励志青年、作家译者、
政协委员，到国务院残工委副主

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最美奋斗者张海迪
“长青”30余年，仍在劲帆之上、奋斗不止；让草原
绿起来，帮牧民富起来，“七一勋章”获得者、“草原
之子”廷·巴特尔，扎根牧区、苦干实干，投身边疆
牧区建设40多年，探索出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促
进增收新路子，展示出最美奋斗者的坚实足迹；
把扶贫之路看作“心中的新长征”，为扶贫事业献
出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黄文秀在扶贫日记里
的“青春之歌”，彰显了年轻奋斗者的道义担当和
深挚大爱……这些成功的奋斗者，还有许许多多
不知名的奋斗者，他们把奋斗精神融入岗位、融入
日常、融入人生，把小我融入大我，融入所处的时
代，用脚踏实地的奋斗奠定了各自生活的基础，进
而推动了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

用奋斗定义生活，要靠思想引航。坚定的
信仰、果敢的意志、笃定的行动，源自科学理论
的指导和理论上的清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
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
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
跃。在奋斗的漫漫征程中，自觉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奋斗的
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做到
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对于我们明确奋斗
方向，把准奋斗坐标，坚定奋斗决心，集中奋斗
力量，提高奋斗质效，意义重大而深远。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今天，我们的
生活条件好了，但奋斗精神一点都不能少，
中 国 青 年 永 久 奋 斗 的 好 传 统 一 点 都 不 能
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
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
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
非进不可的时候”。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保持
头脑清醒，拒绝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
奋斗的躺平思想，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把实现人生的小目标与国
家、民族的大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把实现个人
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继续朝着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
去，定能到达。“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蓝图越宏伟，奋斗越艰巨。奋斗是人
生的支点。在任何时候，奋斗都是最可靠的压舱
石。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在奋
斗中成就梦想，是人生最大的获得感。用奋斗定
义生活，是人
生最好的状态
和最幸福甜蜜
的事业。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
电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
部、教育部联合印发了《面
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以
下简称《行动计划》），围绕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
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决策部
署，充分发挥高校作为我
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
军”中的重要力量作用，不
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
新、方法创新，建构中国自
主的知识体系，更好回答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
之问、时代之问，更好彰显
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
之理，对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中
长期规划。

《行动计划》要求，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牢记“国之大者”，
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以育人育才为中心、体系
构建为主线、能力提升为
重点、深化改革为动力，全
面落实“立足中国、借鉴国
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
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总
体思路，充分体现继承性、
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
系统性、专业性，推动新发
展阶段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高质量发展，为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
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提供重要战略支撑。

《行动计划》明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根本保证；坚持立德树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
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坚持服务
需求，提升科研活动的时代性、理论性、实践
性；坚持交流互鉴，加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
体系建设。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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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杜基拉姆出生在木里这片美
丽的土地上。“木里的山，木里的水，木里的
人，都是我深深的眷恋。”杜基拉姆说道。

2014年，23岁的杜基拉姆在木里县雅
砻江镇参加工作，2017年任雅砻江镇妇联
主席，2021年10月任乔瓦镇副镇长、镇妇
联主席。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几年来，
杜基拉姆不是奔波在推进科学育儿、控辍
保学、普通话推广的途中，就是忙碌在改变
村民卫生习惯、引导妇女学技创收的路上。

2017年，刚担任雅砻江镇妇联主席的
杜基拉姆组织各村的热心妇女成立了家
教志愿服务队，骑着摩托车深入村组开展
科学育儿、控辍保学、学前学普宣讲等志
愿服务活动。她们用心宣讲、用情劝阻，从
根源抓起，坚持语言筑基，深化普通话推
广工作。

“刚开始那会儿，各村的水泥村道还未
修通，我们下村走的路大多是山路，用‘又
远又险’四个字来形容十分贴切。”杜基拉
姆告诉记者，每一次下村，她和其他巾帼志
愿者都要骑着摩托车一路翻山越岭。遇上
急弯，她们放慢车速，缓慢通过，就怕稍有
不慎掉落山崖；遇上摩托车坏了，她们徒步
前行，很多时候要走上好半天才能到达目

的地；遇上暴雨天，很可能因为山石垮塌堵
了路……

在一次下村途中，杜基拉姆了解到雅砻
江镇尼波村一位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年轻妈
妈严贵珍，因无法进行母乳喂养、缺乏科学
育儿知识，就给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吃现挤的
牛奶和米糊，而此时婴儿消化系统尚未发育
完全，因此常常生病。杜基拉姆听说严贵珍
家的情况后，专门买来新生儿奶粉和尿不
湿，仔细耐心地教她如何冲调奶粉，传授她
一些关于幼儿喂养和护理的科学知识，并根
据他们家的实际情况为其推荐合适的奶粉。

“后来下村时又去了他们家几次，小孩一直
很健康。”杜基拉姆说。

来到乔瓦镇工作后，杜基拉姆也并未
停下开展家教志愿服务的脚步，她组织当
地的巾帼志愿者成立了巾帼志愿服务队，
下设科学家教等3支小分队，进村入户常态
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几年来，从雅砻江镇到乔瓦镇，从脱贫
攻坚到乡村振兴，不管山有多高，路有多
远，杜基拉姆一直奔波在走村入户的路上。
谁家有新生儿，谁家有适龄入学儿童，这家
孩子会不会说普通话，那家孩子多大了，她
都了如指掌。 (下转2版)

大凉山里的“巾帼红”
——记2021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最美志愿者杜基拉姆

本报记者 漆世平

在四川省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有

一群骑着摩托车的巾帼志愿者。她们或

穿着“红马甲”，或身披“红绶带”，行驶在

峭壁深渊的盘山公路上，穿梭在磅礴江

边的田间地头，成为当地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

今年31岁的杜基拉姆是这群巾帼志

愿者的队长。自2017年以来，她带领大家

进村入户，开展教育宣讲、卫生科普、环

境卫生整治、农业技术培训等志愿服务

活动。

5月11日，杜基拉姆入选2021年度全

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最美志愿者。

翻山越岭 做实做细家教服务

杜基拉姆杜基拉姆（（右右））为村民讲解苗木种植知识为村民讲解苗木种植知识

杜基拉姆为孤寡老人理发杜基拉姆为孤寡老人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