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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聚焦“民生实事”

人民日报北京5月27日电 （记
者 李昌禹 杨 昊）“六一”国际儿童节
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 27 日上午在京开
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

中央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广大
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
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并祝全国的小
朋友们节日快乐。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少年儿
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的未来生力军，少先队是少年儿童
健康成长的大学校。新征程上，少
先队要高举队旗跟党走，聚焦培育
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根本任务，着眼
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
建设者，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争
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
新时代好少年。要全面加强党对少
先队工作的领导，夯实共青团组织
全团带队责任，为少年儿童健康成
长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推动少先
队事业不断取得新成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
部部长石泰峰在会上宣读习近平的
贺信并代表党中央致词。他表示，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
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
论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建
带团建、队建，为孩子们成长创造良
好环境。希望广大少先队员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教导，传承红色基因、

传承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争当
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
时代好少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时刻准备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
来提·扎克尔、国务委员谌贻琴、全国
政协副主席沈跃跃出席会议。

大会开幕会上，共青团中央书记
处第一书记阿东、教育部副部长王嘉
毅分别代表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致
词。少先队员代表汇报了听党话、跟
党走，在少先队组织里学习实践成长
的故事。大会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
导员、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代表颁
奖。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少
工委常务副主任王艺代表第八届全
国少工委作工作报告。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
人民团体负责同志，第九次全国少代
会代表，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全
国优秀少先队集体代表，北京市少先
队员和少先队辅导员代表等约 3000
人参加开幕会。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强调

高举队旗跟党走 培养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合 格 建 设 者

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蔡奇出席开幕会

值此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我代表党中
央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广大
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
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少先队
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大学校。新
征程上，少先队要高举队旗跟党走，
聚焦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根本任
务，着眼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合格建设者，教育引领广大少

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
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全面加
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夯实共
青团组织全团带队责任，为少年儿
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
推动少先队事业不断取得新成绩。

“六一”国际儿童节快要到了，
祝全国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习近平
2025年5月27日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贺 信

本报讯（通讯员 周朝伦）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
之际，昭阳区第四小学举办了以“童眸映万象·美育润心
芽”为主题的校园首届创意美术素养成果展。本次展览
涵盖了中国画、刮蜡画、剪纸、创意画、泥塑、创意手工等
方面的500余件作品，孩子们以童真视角诠释艺术之美，
展现出美育浸润下的成长印记。

步入展厅，孩子们用稚拙笔触绘就的国画山水墨韵
悠长；刮蜡画以细腻线条勾勒出斑斓梦境；非遗剪纸跃动
着民俗文化的生命力；创意画用抽象色彩传递纯真哲思；
泥塑作品定格了童趣瞬间；废旧材料改造的手工艺品更
彰显了环保理念。每一件作品都是小艺术家们观察生
活、表达自我的窗口，诠释着“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
润心、以美培元、以美启智”的教育内涵。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多元的艺术形式，能够
引导儿童在创作中感悟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培育他们
的审美感知力与创造力，让美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田
生根发芽。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3日。

昭阳四小举办
创意美术展庆“六一”

镇雄：建好村组硬化路 打通群众致富道

工作中，部分人热衷重复“套
路”、反复排练走台、预设规划路线，
导致工作模板化。如此一来，难以触
及工作“难点”与百姓“痛点”，无法真
正查出问题、干出实效，必须加以防
范和纠治。

在实际工作中，许多会议照稿发
言、照本宣科，研讨有名无实，缺乏“信
息干货”。部分调研将过度包装打造的

“盆景”当作充分准备，这些不良现象与
纵深推进作风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
若不加以纠正，极易消解工作价值、阻
滞工作开展，让务实作风流于形式。

纠治“套路”，需透过现象看本
质。其本质是作风不实、党性不坚、
立场不稳。部分党员干部为民办事
不愿动脑筋、不深入现场，常常照着
流程办、按着模板来，只注重形式，不
注重内涵，以“过关思想”应付了事，
长此以往，“套路”之风盛行。

摆脱“套路式”工作，关键在于坚
持问题导向与实效导向。党员干部
要敢于担当，直面问题，把群众关注
的热点、久拖未决的老大难、制约发
展的难点问题摆到桌面上深入剖
析。少一些“背台词”、看“表演”的形

式主义，以不怕“揭短”“露丑”的态
度，找准问题根源。

要把精力用在“套路”之外，多开
展“现场点单”工作。只有深入调查、
认真研究，才能了解真实情况、获得
真知灼见。要变“坐诊”为“出诊”，多
采用“四不两直”方式开展调查，常去
偏远、冷门之地，关注容易被忽视的
角落，通过亲身了解、直接听取、随机
问卷，发现问题、找准病根。要把“会
场”转移到“现场”，扑下身子、沉到一
线开现场办公会，将了解群众所想所
盼转化为办实事、解难题的动力。

不敢斗争、思想不碰撞，好作风
也会被“潜藏”。要破除“套路”怪圈，
必须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力戒形式主
义，把注意力放在“怎么干”上，腾出
精力落实在“怎么做”上。打破“唯有
套路得人心”的错误认知，将评价标
准从流程规范、形式完备、材料出彩、
汇报精彩，转变为情况是否清楚、矛
盾是否解决、发展是否有效、群众是
否满意。

“套路”式工作不可取
邱有昆 张友礼

本报讯（记者 莫 娟 聂孝美）5月
26日至27日，由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指
导，全国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组织，

《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
《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
报》《农民日报》等14家中央媒体的17
名记者参与的“巩固成果守底线、接续
振兴换新颜”中央媒体走基层集中采
访活动走进鲁甸、昭阳、彝良等地，与
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
昭通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方面的具体做法以及取
得的成效和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采访团深入基层，围绕鲁甸县卯

家湾易地搬迁安置区“红、黄、绿”精
细化管理模式，鲁甸食用菌、昭通苹
果、彝良天麻等产业的联农带农机制
与发展成效，洒渔“千万工程”示范项
目建设进展，以及宝藏村农文旅融合
发展情况等内容展开采访。每到一
处，记者们都与当地干部群众和相关
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记录田间
地头的鲜活案例和民生改善的温暖
细节，仔细观察乡村在环境卫生、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变
化，用心感知群众的内生动力，探索
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他们以敏锐
的视角捕捉闪光点，用生动的笔触讲

述昭通发展故事，全方位展现这片土
地上的奋斗图景与美好希望。

“在鲁甸县卯家湾易地搬迁安置
区，社区精细化管理让老百姓迅速融
入城镇生活，新建的幼儿园内欢声笑
语，广场上的老人笑容更多了，孩子
们学习进步了，这就是脱贫攻坚带给
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还有昭通苹果
的甜蜜，不仅联农带农让苹果成了

‘幸福果’，同样也把甜蜜滋味留在了
我们心里。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如
何用笔端呈现中国的乡村故事，描绘
昭通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我们的重要
课题和任务。”中国网记者王静说。

通过两天的深入采访，《农民日报》
记者陈新宇切身感受到昭通在易地搬
迁、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作出的努力，
看到了昭通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的好经验、好
做法，认为这些经验做法值得宣传推
广。“我将把这些鲜活的案例和宝贵的
经验融入报道中，让昭通的好声音、好
故事传遍千家万户。”陈新宇表示。

据了解，《人民日报》记者将深入
镇雄等地，全面了解“家门口的务工
车间”建设、群众就业创业等工作举
措和成效，部分采访团成员还将深入
曲靖市采访。

本报讯（通讯员 李玉平 冯忠群）自教育人才“组团
式”帮扶工作启动以来，来自上海的 16位教育工作者跨
越山海、不远千里，怀揣着对教育事业的初心与使命，为
永善教育注入了新活力。

随着2025年高考临近，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在永善
县溪洛渡高级中学举行。帮扶团队特别邀请《课堂内
外·创新作文》高中版资深编辑、高考作文专家周永强，
借助腾讯视频会议，为毕业班近 800名师生带来一场干
货满满的高考作文讲座。师生们全神贯注，目光紧紧锁
定屏幕，手中的笔不时记录下老师讲解的写作技巧和自
己的感悟。

“讲座将写作理论具象化为可操作的备考路径，从
审题立意到话题预测，每一个环节都给了我们实用的锦
囊妙计。”教师陈莲感慨道，这场讲座不仅为学生冲刺高
考助力，更为教师的写作教学打开了新思路。学生王思
涵也表示收获颇丰：“我要按照老师讲的方法，深化立意
训练、强化素材积累，在考场上交出满意答卷！”

帮扶团队入驻永善以后，提出了“低、小、多、快，
学、议、练、讲”的课堂教学思想，引入“大单元教学”“项
目式学习”等先进理念。通过“同课异构”“名师工作
室”等多样化的校本教研活动，促进教师教学水平不断
提升；创设“明子讲坛”和“金江讲坛”，坚持“请进来”与

“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升行政团队、班主任、骨干教
师、青年教师等不同群体的能力素质；同时，帮扶团队
还组织开发《初高中衔接课程》等 5大类校本资源，推出
蜡染、文创、健美、诗词等 20门特色课程，彰显学校艺体
特色。帮扶团队在全县开展示范课、公开课等 64场次，
观摩教师达 5700余人次，参与国家、省、市、县级课题研
究 62人次，以实际行动带动全县教师强化教学研究、改
进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为永善教育高质量发展赋
能增效。

此外，帮扶团队还积极争取沪滇帮扶资金 700余万
元，为永善县溪洛渡高级中学修建了能容纳 300余人的
报告厅，募集5万余册书籍，在该校建成永善县藏书最多
的学校图书馆，还为学校加装热水器、电风扇，添置乒乓
球台等设施。

“组团式”帮扶
为永善教育发展注入新活力

◆记者 刘晓晶 董建军 何旭东

2025 年，镇雄县探索构建“需求
驱动、政策撬动、群众主动 ”工作体
系，通过“三定三自三保障”工作模
式，快速推进村组道路硬化，全力打
通村组道路硬化“最后一公里”，让乌
蒙山间一条条“通村、达组、到户”的
便民路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
路”、群众满意的“幸福路”。

近日，镇雄县场坝镇麻园村挖噜
槽村民小组迎来了一件大喜事，硬化
路修到了群众家门口。

5月下旬，乌蒙山像往年一样进入
雨季。和以往不同的是，大山里蜿蜒

的村组道路不再泥泞，雨水汇成清澈
的水流，把路面洗得更干净了。这条
崭新的便民路，让村民们赞不绝口。

挖噜槽村民小组村民付朝书非
常高兴地告诉记者：“记得以前拖着
行李箱回到家里，行李箱上、鞋面上
全是泥。下雨天骑摩托车还特别容
易打滑、摔跤。现在村里的路修好
了，汽车能开到家门口，还可以用三
轮车运输农资等，非常方便。”

挖噜槽村民小组硬化路总长 2.1
公里，总投资约 65 万元，道路建设惠
及山背后村民小组、挖噜槽村民小组
120 多户 500 多人。村民付茂令给记
者算起了修路的经济账：“以前买一
车煤炭要200元运费，现在只要150元
就可以运到家门口。现在买菜都不
用上街，卖菜的车能直达家门口，生
活成本降低了很多。这条路硬化后，
大家都很高兴。”

在村组道路硬化工作中，镇雄县
坚持“先急后缓、梯次推进”原则 ，聚
焦尚未通硬化路的村民小组，优先解
决其道路硬化需求。在此基础上，以
20户以上聚居点为延伸重点，兼顾10
户以上聚居点补缺，全力实现硬化路

“组组通、户户达”。
场坝镇麻园村有6条村组道路需

要硬化，涉及8个村民小组。挖噜槽村
民小组的硬化路是麻园村2025年完成
的第一条硬化路，工程进展迅速，从开
工到完工仅用了26天。为什么路修得
这样快？记者带着疑问前往正在实施
村组道路硬化的杉树乡瓦桥村一探究
竟。沿途通行顺畅，高速公路、通乡公
路、村组道路路况良好。

在杉树乡瓦桥村村组道路施工
现场，运输车辆和施工车辆往来穿
梭，路基开挖已完成，工人正抓紧完
成路面回填。2025 年，瓦桥村共有

18.1公里村组道路需硬化，正在硬化
的是瓦桥村最后一条村组道路。

瓦桥村党总支书记林德祥在施
工现场激动地说：“这一条是最后一
条了，硬化完以后，瓦桥村就实现了
22 个村民小组全部通硬化路。老百
姓盼了几十年的水泥路，在党和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建成，老百姓出行
方便了，采笋成本也降低了。”

2025 年以来，镇雄县直面群众
反映的难点、痛点和财政资金有限
等堵点问题，把村组道路硬化列为
重点民生工程，在充分了解群众需
求、综合测算建设成本的基础上，研
究制定《镇雄县 2025 年村组道路路
面硬化工程实施方案》，探索构建

“需求驱动、政策撬动、群众主动”工
作体系，创新开展“三定三自三保
障”工作模式，稳妥有序推进村组道
路硬化。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申丽琴 姜 航）眼下，威信县长安镇的
猕猴桃花竞相绽放，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为猕猴桃进行
人工授粉，以提高坐果率，为丰产做好充分准备。

近日，记者走进长安镇长安社区何家沟村民小组的
猕猴桃种植基地，藤架下，果农们手持授粉器来回穿梭，
娴熟地将花粉点涂在雌花上。

猕猴桃从种植、授粉到管护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
人工，这为长安社区群众提供了丰富的就业岗位。“长安
社区目前有 400余亩猕猴桃，猕猴桃基地从 2017年建设
至今，在高峰时期每天的用工量可达60人。工资按每小
时 12元计算，一天下来可能达到 100元左右。”长安社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近年来，长安镇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
展猕猴桃产业。截至目前，全镇已种植猕猴桃1300余亩。

长安镇猕猴桃管护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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