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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各
地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积极能动履职，
扛起耕地保护职责，为守住耕地红线贡献
力量。 （A4版）

春耕正当时
检察官守护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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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红军后代的传承故事
——记“中国好人”胡敬华

本报记者 赵青

值班编委 胡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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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胡敬华，生于 1947 年……”每逢
周末和节假日，游客们总能听到胡敬华家传
出的阵阵掌声。好奇的游客闻声寻去，就能
看到一个摆着一张桌子、几条长凳的院坝里
坐满了游客。这就是胡敬华家中设置的露天
讲堂。

“这张磨得发亮的四方桌已经用了70多
年了，是我的父亲留下的。”胡敬华告诉记者，
退休后，他就是在这张桌子后面，讲父亲胡道

才的故事，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讲自己进船队
后经历的社会变迁以及对党的感情。讲到兴
起，胡敬华就会喊几句“船工号子”：“哟哦，当
年嗨，工农红军，嗨哟嗨，嗨哟嗨，四渡嗨，赤
水哟，嗨哟嗨，嗨哟嗨，赤水河是光荣的河，赤
水河是胜利的河……”

胡道才在四渡赤水的发端之役——青杠
坡战斗中，被炸弹炸伤。他咬牙紧跟部队继续
战斗。在红军四渡赤水之后，他由于伤势过重

只能留下。临走前，组织给了他三块银元。胡
道才十分珍惜这三块银元，一直用红布包着，
经常拿出来看看。1953年，父亲去世后，胡敬
华继续珍藏这三块银元，也想把父辈们的故
事讲给更多人听。于是，退休后的胡敬华在家
中设置了露天讲堂。

“我们镇有一位90多岁的居民车盛寅，一
直坚持为大家讲述红色故事，我要向他学
习。”胡敬华告诉记者，因为身体原因他在医
院治疗近两个月，目前还在家中休养，“等身
体好起来，我要继续把红色故事、父亲的故事
讲给大家听。”

江西省道德模范等
先进典型推评工作部署会召开

本报讯（江文）2月2日下午，江西省道德
模范等先进典型推评工作部署会在南昌召开。

会议指出，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的
开局之年，也是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评选大
年，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第三届全国文明家
庭、全国文明校园，新一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先进单位、先进工作
者等评选推荐工作将先后启动，任务艰巨、责
任重大。各地各有关单位务必在思想上再提
高、在责任落实上再强化、在推进措施上再细
化，把新一届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的选树工作
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来抓，挖掘选树出一批立
得住、树得起、叫得响的先进典型，为全社会树
立起学习的榜样。

会议强调，做好新一届道德模范等先进典
型的推评工作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要多维
度、多渠道做好典型人物的挖掘培育工作，广
泛动员、坚持好中选优、把握类别平衡；要用
心、用情组织好典型人物的事迹采写工作，组
建专班、凸显亮点、层层把关；要多形式、多载
体做好典型人物的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发挥各
级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新媒体作用，认真做
好先进典型的学习宣传工作，加强正面引导；
要严肃、严明典型人物推荐工作纪律和程序，
确保推荐上来的候选人物道德修养高、典型示
范强、现实表现好、廉洁无瑕疵，经得起实践和
时间的检验。

会议还通报了江西省道德模范等先进典
型的有关情况。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和
南昌市、赣州市、宜春市分别围绕先进典型的

“评选推荐经验”和“挖掘培育选树”作了经验
交流。

海南省召开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以“131”工作框架
推动开展100项具体活动

本报讯（张瑜 吕星语）2 月 1日，海南省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会议决
定，今年海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将通过

“强化思想引领、坚持内强基础（文明培育、
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注重外塑形象”即

“131”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框架，推动开展
100项具体活动。

会议要求，要强化思想引领，抓好理论武
装工作体系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
育人，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要注重
内强基础，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
用，不断提高全民道德水准和社会文明程度；
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着力构建
自贸港志愿服务体系；以人为本共享共建，提
升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内涵品质。要注
重外塑形象，从整体谋划传播、加强议题设置、
发挥融合优势，强化嵌入式教育等方面，着力
提升文明海南传播力和影响力。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和省
委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系列工作部署和重要
指示精神，切实增强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高质量完成2023年精神文明
建设100项具体活动，努力开创海南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发展的新局面；准确把握工作要
求，提高做好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能
力和水平。

本报讯（储思路 庞诚）近日，安徽省阜
阳市颍州区文峰街道林带路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里，鼓乐喧天、热闹欢腾，由阜阳市委
宣传部、市妇联主办的“思想传下去，精神
提上来”阜阳市妇联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进社区宣传宣讲活动，吸引众多
市民观看和参与。

由巾帼文体服务队队员表演的舞蹈
《普天同庆二十大》，拉开了活动序幕。随
后，快板表演《移风易俗新风尚》、歌伴舞
《美好新时代》、大鼓书《百善孝为先》等节
目一一上演。这些节目集中展现了阜阳群
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坚定跟党走、奋

进新时代的决心、信心。
此外，巾帼理论宣讲员孙彤彤还带来

了理论宣讲《团结奋斗启航新征程》，带领
大家重温了党的光辉历史；全国最美家庭
代表陈燕讲述了以良好家风带动文明之风
的故事；五好家庭代表范伟讲述了热心助
邻的暖心故事。

72岁的市民周富坐在小马扎上全神贯
注地观看了整场活动。在党的二十大精神
问答环节，周富积极参与回答问题，获得了
一份小礼品。“我年纪大了，喜欢热闹，这种
宣讲形式非常好，看得开心，学得深刻。”周
富说。

安徽阜阳：艺术化宣讲润心田

本报讯（尉迟国利 刘海波）近日，河
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北头营乡河南营村
村民服务中心里十分热闹，“90后”县委
宣传部驻村工作队员林垚在和返乡大学
生分享帮助群众致富的“微故事”。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丰宁县根据不同受众群体，采取灵活多
样形式，从细微之处入手，强力推动党的二
十大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用好“微时段”。推行每名党员坚持每天
抽出十几分钟的时间，手抄精读细读一段与
业务相关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各级党委
（党组）中心组和各党支部实行“会前半小
时”政治学习第一议题制度，机关单位实行

“上班前十五分钟”学习制度；非公企业和两
新组织有针对性摘要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等重点内容；农村党支部、党小组集中学习
党的二十大精神或互动交流学习心得。

上好“微党课”。打破职务、岗位、资历的
限制，把讲台交给党员，变“一人讲、一片听”
为“人人讲、大家议”，以讲带学、以讲促学，
强化党员互动交流。选择小课题，让每名党
员结合身边小事或自身实践来阐述、宣讲。

创编“微节目”。依托本地文艺骨干、文
艺爱好者，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三句半、
快板、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农村组

建各类“蒲公英特色宣讲队”，把宣讲地点搬
到工厂车间、田间地头以及日间照料站和敬
老院等，让党的二十大精神直达基层一线。

编印“微教材”。各村党支部线上建立
党员学习交流群，由专人负责管理，及时发
布上级要求、工作动态等；线下汇编印发内
容简洁、易读易懂的学习资料，使其成为党
员日常学习的贴身“微教材”。

开好“微会议”。农村按党员和群众居
住地、年龄、发展相近等原则划分学习小
组，由网格员和骨干党员牵头，每半月左右
集中组织1次学习。机关由分管副职牵头，
召集分管股室党员干部每周开展1次集中
学习交流会。学校按年级组划分学习小组，
每周安排1次党员集中学习研讨会。

开展“微行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我该怎么办”活
动，每名党员干部从自身改正小毛病、小问
题做起，立行立改。各党支部通过建立“做
合格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展示
台，将每名党员的“微行动”及时展出，形成
浓厚的活动氛围。

查摆“微问题”。全县2万多名党员通过
自己找、上级点、群众提、相互帮等措施，反
思自己存在的问题，带着问题学、针对问题
改，坚持把问题导向贯穿学习教育始终，整
治不正之风。

“船儿呐，从二郎滩来哟，呀吼；船中装的
郎泉酒，呀吼，运合江……”春节期间，太平古
镇里不时会响起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23
岁的胡炼拿着麦克风，在舞台上向游客们展
示着市级非遗——“赤水河船工号子”。

胡炼是胡敬华的孙子，今年23岁，是一名
大四学生。在胡敬华的耳濡目染下，胡炼从小
就对“船工号子”十分感兴趣，并主动要求跟
着爷爷学习，目前已经小有所成。“四渡赤水”
红色文化主题灯会开园后，胡炼被邀请在舞
台上展示，喊起了“船工号子”。

“春节期间，来古镇的游客很多。希望
通过我们的展示，让更多人对“船工号子”
感兴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感兴
趣。”胡炼说，这是他的愿望，更是爷爷胡敬
华的愿望。

1962年，胡敬华在赤水河上拉船，学会了
“船工号子”，一直喊到现在。胡敬华回忆说，
那个时候最喜欢空闲时躺在船头，听父亲的
战友江明万喊“船工号子”，讲述父亲和红军
战士们的故事，也更加懂得了四渡赤水的艰
辛、红军战士的伟大。

后来，胡敬华干过木匠，当过居委会主
任，空闲时总喜欢找朋友喊几句“船工号子”。
但令胡敬华诧异的是，能熟练掌握“赤水河船
工号子”和“老玩艺儿”（新中国成立前广泛流
传于赤水河沿岸码头的一种独特地方戏曲）
的人越来越少，“赤水河船工号子”和“老玩艺
儿”面临失传的可能。

为了破解这种局面，1995年，胡敬华组织
社区退休干部及“老玩艺儿”传承人成立了

“老玩艺儿”协会，并尝试将红色故事同“船工
号子”“老玩艺儿”结合起来，把实用劳动唱腔
逐渐转变为民间表演艺术。协会成立以来，为
古镇群众和往来游客义务表演120余场次，深
受大家喜爱。 （下转A2版）

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近年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思坡镇中河村因地制宜，探索特色种植，采取“村民+合作社+公
司”的形式，实施规模化种植，产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目前，该村种植的萝卜不仅销往全国各地，
还出口至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图为2月2日，中河村村民正忙着采收萝卜。 庄歌尔 摄

河北丰宁：从“微”处入手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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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版）

（B3版）

近年来，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聚焦群
众需求，以“文艺进万家 健康你我他”为主
题，全面实施“快乐星期天”新时代文明实
践文艺志愿服务项目，提高了基层社会治
理效能。 （B3版）

“快乐星期天”
文艺志愿服务打造群众幸福平台

萝卜丰收采收忙

1 月 15 日，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

“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主题灯会在太

平古镇景区开园。连日来，古镇里游

客如织，大家赏古镇风情，看主题灯

会。“在这里，还可以瞻仰革命遗迹、

追寻红色记忆。”太平镇居民胡敬华

告诉记者，太平古镇有着深厚的红色

文化，红军四渡赤水的主要渡口就在

太平古镇。

胡敬华是当年参与四渡赤水战役

的一位红军战士的后人，也是泸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河船工号子”

传承人，县级非遗“老玩艺儿”表演团

队主要成员。20 余年来，他义务组织

节目表演 120 余场次，义务讲解红军

故事1300余场，用实际行动讲好红色

故事、弘扬长征精神。

1 月 18 日，胡敬华荣登 2022 年第

四季度“中国好人榜”。

传承非遗不遗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