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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樊利仁）近期，丹凤县借助春节
文旅市场“开门红”的良好开局，积极谋划举办“三大节
会”，推动文化旅游三产提质增效。

丹凤县依托桃花谷国家级水土保持示范园和棣花
文化旅游景区，在桃花、荷花等花开时节，举办“丹凤花
开等你来”主题活动，扩大宣传营销，让各地游客体验
丹凤的美丽景色和悠久历史文化；依托丹凤葡萄酒的
文化优势，精心策划，全力办好“丹凤酒香邀你品”活
动，不断扩大丹凤葡萄酒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全面叫响

“一城红酒·百年味道”品牌；依托丹凤葡萄、苹果、樱桃
等水杂果优势，办好“丹凤果甜请你尝”主题节会活动，

让来丹凤的各地游客感受丹凤高质量发展和收获的喜
悦。同时，丹凤县坚持差异化发展思路，加快棣花景区
提升工程，启动实施川道里·古村落开发，力促携程农
庄项目建成运营，努力打造一批特色名镇和旅游景区，
创建棣花国家乡村旅游重点镇、许家塬省级乡村旅游
示范村，创成 4A 级景区 1 家以上。加大文创产品开发，
引进陕旅、携程等专业机构参与项目投资运营管理，开
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和“旅游+”新业态。深化消费
增长三年行动，促进居民消费梯次升级，完善城乡商贸
和物流体系，畅通农产品进城、消费品下乡双向流通渠
道，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丹凤节会活动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晓翔）去年以
来，洛南县紧扣“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
化人、成风化俗”目标，积极探索，创新建立

“三项机制”、建好“三级阵地”、建强“三支
队伍”、突出“三个重点”，推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全线展开、全域覆盖、全面深化。

在工作机制方面，洛南坚持全县“一盘
棋”谋划，定期召开推进会、汇报会、经验交
流会，上下联动一体推进；精准对接群众需
求，精心策划志愿服务项目，组织千名志愿
者走进田间地头，着力解决群众的烦心事、
揪心事；精心策划志愿服务项目 50 多个，
策划的“党史宣讲到村头·实事办到家门
口”志愿服务项目获全省创新竞赛二等奖、

全省首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三等奖；常态
化开展文明实践及业务培训活动，每月制
定宣讲提纲，下发到各镇村。

在阵地建设方面，加大资源整合，按照
“一所一站一特色”原则，优化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布局；自主设计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标识，在全县所有实践中心、所站统一
使用。有效利用窗口单位、车站、宾馆、医
院等作用，探索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扩
大文明实践服务圈。目前，建成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 1 个、实践所 16 个、实践站 247
个，覆盖率 100%。

在队伍建设方面，依托农业、科教等单
位，组建 15 支专业志愿服务队伍；依托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组建 1 个县
级服务总队、16 个镇办服务分队和 247 个
村（社区）服务队；依托县志愿联合会，发挥

“五老”人员、“百姓名嘴”等群体的带头作
用，组建 10多支业余志愿服务队。

在开展服务方面，突出理论教育，将政
策送到群众家门口，发挥文明实践阵地作用，
组建社会宣讲队伍，将宣讲“搬”
到农家院落，用百姓喜欢听、听
得懂的乡土乡音进行宣讲；突出
主流价值培育，积极选树表彰各
类先进、推进移风易俗，评选好
媳妇、好公婆、“十星级文明户”、

“五好家庭”，引领形成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去年以来，评选推荐各
类典型200多人次。抓住农村集市、节会等
重要节点，瞄准传统节日、国家法定节日、重
要纪念日，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等集中服务活动，将欢乐送到群众家
门口，共开展文化惠民巡演 200 场次，放映
电影 2000 多场。

洛南创新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梅林海）今年以来，
柞水县持续深化“两边一补齐”行动，着力完
善设施、壮大产业、优化环境，努力实现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

柞水县通过健全易返贫致贫人口动态
监测机制，精准运用产业发展、就业带动、技
能培训、消费拉动、金融扶持、兜底保障等措
施，着力抓好曹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镇
和 18个重点帮扶村发展，坚决防止规模性返
贫。全面盘活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稳慎推进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扎实开展“清零
消薄”行动，积极引导农村能人、企业个体、
第三方机构等参与村集体经济发展，力争集
体经济收入 10 万元村达到 50 个以上。广泛
汇聚苏陕协作、科技部定点帮扶、省级驻柞
帮扶团等力量，加大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力
度，强化扶贫资产运营管理，健全联农带农
分配机制，促进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为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柞水县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绿色农产品溯源体系，
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新培育市级以上家
庭农场4个、合作社2个。围绕增产量、提质量、
扩销量，强化木耳产业种植管理，抓好木耳食
品加工产业园、木耳功能性食品加工等延链项
目建设，精心举办木耳产业文化节，加大产销
对接和农超对接，畅通销售渠道，做大做强“小
木耳·大产业”。持续壮大“菌果药畜茶”等特
色产业，发展中药材3.8万亩，新建茶园1000亩，
畜禽出栏156万头（只）。实施“品牌点亮”工程，

积极开展名特优新和“两品一标”农产品认证，打造更多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争创省级知识产权强县建设示范县。

同时，按照“整流域推进、整沟域提升”思路，因地制宜编制
村庄规划，集中建设康养、旅游、宜居 3 类 21 个秦岭山水乡村示
范村。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强化农村“五乱”治理，
全面优化公路沿线、镇办村组、农户院落环境，做到扫干净、摆整
齐、一眼净。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努力实现
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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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
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 60 周年。60 年来，
学雷锋活动在全国持续深入开展，雷锋的名
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
神滋养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灵。实践证
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深刻把握雷
锋精神的时代内涵，更好发挥党员、干部模
范带头作用，加强志愿服务保障和支持，不
断发展壮大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伍，让学雷锋
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蔚然成风，让学
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让雷锋精神
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凝聚强大力量。
“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纪念毛

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六十
周年”座谈会 2月 23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
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 60 年来学雷锋活
动的显著成效，深刻阐明雷锋精神的永恒价
值，对新征程上更好弘扬雷锋精神提出明确
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
实，进一步开展好学雷锋活动，把雷锋精神
代代传承下去，引导激励党员、干部、群众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蔡奇表示，毛泽东同志发出“向雷锋同

志学习”号召 60 年来，学雷锋活动蓬勃开
展、持续深入，雷锋精神广为弘扬、赓续传
承，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忠诚于党、奉献祖
国、服务人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对弘扬雷锋精神作出一系列重
要论述，指导推动新时代学雷锋活动不断拓
展内容、创新形式、丰富载体，涌现出一批又
一批雷锋式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为新时代
伟大变革注入不竭精神动力。新征程上深
化拓展学雷锋活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弘扬雷锋精神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
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引导党
员、干部、群众树立崇高理想追求，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巨大热情，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个人追求融入为党

和人民事业奋斗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添
砖加瓦。要在深化雷锋精神研究阐释、加强
思想政治引领上下功夫，发挥党员、干部和
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丰富拓展学雷锋活
动的平台载体，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长效机
制，使学雷锋活动更有时代感吸引力、做到
常态化长效化。

李 书 磊 主 持 座 谈 会 ，孙 春 兰 和 苗 华
出席。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共青团
中央、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长沙市、
辽宁省抚顺市和雷锋生前所在部队负责同
志，专家学者代表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座
谈会由中宣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央
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央军委政治
工作部联合举办。

习近平对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深刻把握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蔡奇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在商洛，张淑珍的名字
与茶密不可分。她将一生的
心血倾注给秦岭南麓的山区
群众，种下一棵棵满怀希望
的茶苗，用“南茶北移”的累
累 硕 果 ，改 变 了 商 南 的 模
样。她 60 多年不改初心，始
终坚守为群众服务的信念。

时间回溯到 1961 年，来
自 河 南 省 太 康 县 的 张 淑 珍
从西北农学院毕业，被分配
到陕西省林业厅楼观台苗
圃。能去省直机关工作，是
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事，但
她却彻夜难眠：“学农的不
到农村去，怎么服务农民？”
想到自己最初的志愿，张淑
珍 决 定 前 往 最 困 难 的 地
方。就这样，她坐着拖拉机
一路颠簸到商南。

来到商南，张淑珍被分
配到林业站。蜿蜒崎岖的山
路在暴雨多发的季节变得泥
泞难行，封闭落后的村落里，
环境脏乱、粮食短缺。张淑
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一
定要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奉献
给 农 村 ，让 农 民 过 上 好 日
子。”张淑珍暗下决心。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淑
珍得知安康的茶农因种茶过
上了好日子。她想：能不能
在商南试试？

1962 年 ，她 购 回 10 公
斤茶籽撒进了二道河苗圃，
开始种茶试验。10 年间，她
住窝棚、扛锄头、挑水桶，反
复育苗移栽，辗转奔赴浙江、
湖南等地取经学艺，经历 7
次移种，6 次失败。但挫折
始终未击垮她，在丈夫焦永
才的帮助和建议下，她开始
以直接播种的方式种植茶苗，终于在 1970年成功采收并
炒制出近 2 公斤茶叶，这让张淑珍感到前所未有的鼓舞
与欢欣。

张淑珍将夜以继日撰写的“南茶北移”可行性报告送
给商南县领导后，报告得到了县上领导的认可。于是，一
场空前高涨的种茶热潮在商南的山坡地头掀起，全县上
万名农民开山种茶。无论严寒酷暑，张淑珍都与群众一
起在茶园里劳作。1976 年，全县茶园面积有 2.7 万多
亩。但好景不长，茶苗在第二年开始大量死亡，许多人打
起了退堂鼓，开始毁茶种粮。张淑珍顶着巨大压力，多次
求教专家学者，从土质问题到栽培技术，她反复试验、实
践，终于有效控制了商南新生茶树早熟早衰的现象。次
年，她探索总结出了 6项生产管护措施，使试验田亩产达
到 270.5公斤。

如今的商南，在张淑珍的带领下，在北纬 33°书写
了一个关于茶的奇迹。目前，商南全县共建茶园 26 万
亩，年产茶叶 8300 吨，产值达 14 亿元，培育省市级茶叶
龙头企业 8 家，发展茶叶大户 6200 家，建成茶加工厂
200 余个，达到了“人均一亩茶”。茶产业已成为商南县
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富水镇茶坊村本没有茶。1967 年，张淑珍在茶坊村
试种成了第一片茶园。此后，她在这里不断扩大试种面
积，并建起了第一个茶场。1969 年，农民赵诗荣跟着张
淑珍上山开荒。1979 年，赵诗荣的儿子赵书田承包了
200 亩坡地，举全家之力种茶。通过不懈努力和对张淑
珍坚定的跟随，他家年收入增加 1000 多元。1984 年，赵
书田为了提高收益，主动搞起茶叶加工。张淑珍有一次
去考察，只见一间不到 10 平方米的小屋里架着三口铁
锅，加工设备简陋、茶品堆放散乱。张淑珍摇摇头对赵书
田说：“你承包了那么多茶地，建厂就要建高标准的加工
厂。”在张淑珍的协调和多方资助下，赵书田将厂房翻修
一新，盖起了 17间干净整洁、管理有序的车间，提高了茶
叶的生产效率和品质。

“种一片茶，富一方人。”张淑珍苦苦坚守的人生目标
如今终于实现。86岁的她，最爱干的事还是走上茶山，和
乡亲们聊聊天，看看茶苗的长势。站在高处远眺，商南县
万亩茶园整齐划一。微风轻拂，阵阵茶香肆意弥漫，正如
她辽阔的胸襟里，流淌着对群众无尽的关怀和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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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两家中医药

企业在丹凤县土门镇黄精育苗

基地考察。在座谈交流、实地

参观的基础上，就秦岭中药材

数字化交易平台、智慧共享中

药房及院内制剂项目与丹凤县

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本报通讯员 陈 波 摄）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记者 于文静）优异种质

资源是培育优良品种的关键前提。我国自 2021年启动农

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工作以来，对首批 7.6 万份资源开

展了基因型和表型鉴定，挖掘出一批优异种质和基因并用

于育种创新。

这是记者 23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消息。

据了解，2021 年，农业农村部以查清国家库圃长期战

略保存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及可利用性为目标，启动了农作

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工作，制订了总体方案和大豆、玉米

等 48个分作物实施方案，建立了“鉴定对象、方法标准、人

员队伍”三位一体工作机制，挖掘出一批优异种质和基因。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把

种质资源精准鉴定评价列为重点工作。要充分认识其在

推动种业振兴、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方面

的重要作用，加快构建开放协作、共享应用的种质资源精

准鉴定评价机制。

农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久久

为功。这位负责人表示，今后要聚焦稳粮扩油、提升单产

等农业生产急迫需求，重点挖掘高油高产大豆、短生育期

油菜、耐密宜机玉米、耐盐碱作物等优异种质。依托优势

科研单位和企业，搭建一批国家资源精准鉴定和基因挖掘

平台，加快信息化建设，实现精准鉴定和共享利用同步推

进，促进资源优势不断向创新优势和产业优势转化。

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取得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