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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履职现场

Z 共同关注 Z 热点聚焦

追寻先辈足迹追寻先辈足迹
重温綦江红色历史重温綦江红色历史

重庆渝中区，有一条名为中山四路的

街 道 。 不 到 一 公 里 的 街 道 两 旁 黄 葛 树 参

天 、 静 谧 悠 然 ， 沿 街 展 开 的 老 式 建 筑 中 ，

有着众多的历史文化旧址，位于嘉陵江畔

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特园便是其中之

一。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

以及各界民主人士团结合作、共商国是的

历史见证，享有“民主之家”美誉的特园

如今已成为闻名全国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

陈列馆，在这里，众多珍贵文物和文献资

料，让盟员们再一次重温历史，深入了解

民主党派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特别是民盟展厅，展板上一个个熟

悉的身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1945 年 ， 毛 泽 东 赴 重 庆 谈 判 三 顾 特

园，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鲜英等爱

国民主人士讨论救国方案便是在这里。”

“看！这是黄炎培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

中国民主政治同盟的相关字据。”

大 家 你 一 言 我 一 语 地 ， 追 忆 着 历 史 ，

更追寻着先辈在重庆的足迹。

在川渝黔边交界处，重庆市綦江区永

城镇王良故居门前，有这样一副对联——

“上井冈驰骋闽赣红四军骁将英勇善战，战

黄洋克敌龙冈好干部王良屡建功绩。”

讲解员介绍，1928 年，担任红三十一

团一营一连连长的王良率部参加黄洋界保

卫 战 ， 创 造 了 红 军 以 少 胜 多 的 典 型 战 例 ，

为保卫井冈山立下功勋。“王良发动了军人

和农民在阵地前修筑了五道工事。面对敌

人的轮番进攻，甚至紧急调来一门迫击炮

来前沿阵地助战。他和战友以两个连的兵

力 ， 打 退 了 四 个 团 敌 人 进 攻 。 遗 憾 的 是 ，

打了多次胜仗的王良 27 岁便牺牲在战场。”

“‘英勇善战，屡建功绩’是习近平总

书记对王良短暂一生的高度评价。”在王良

同志纪念馆，綦江区委统战部部长陶敏说。

“新时代呼唤新业绩。”民盟中国社会

科学院委员会主委王昌海说，新时代的民

主党派成员也应该从王良身上汲取精神力

量，学习他“英勇善战，屡建功绩”的担

当和气魄，知重负重、狠抓真干，展现新

担当新作为，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成就新

业绩。

“多么年轻的一位勇士！他的英雄事迹

令人钦佩、值得学习。作为一名有着多年

盟龄的盟员，我更应该要以身作则，从身

边小事贡献自己的力量。”民盟中国社会科

学院委员会副主委王晓明说。

民盟与民建携手研学民盟与民建携手研学
共商广安红色文旅大计共商广安红色文旅大计

为搭建党派之间联谊的平台，激发党派

基层组织活力，营造积极建言献策的良好氛

围，此次研学活动，民盟中国社会科学院委

员会还与民建四川省广安市委员会、民建重

庆市璧山区委员会就各自的组织建设、社会

服务等工作情况做了深入交流。

“1979 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

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你展开了一幅

百年的新画卷……”伴着这一首耳熟能详的

《春天的故事》，民建四川省广安市委会会员

刘小平与研学团一同走进了邓小平故里的牌

坊村，感受改革开放乡村振兴为牌坊村添加

的养料。“搬迁前村民们走的是泥巴路，住

的是土墙房，干的是单一的庄稼活！”

“牌坊村多年前与现在相比最大的变化

是什么呢？”民盟中国社会科学院委员会副

主委张妍向刘小平询问。

“牌坊村最大的变化就是环境。以前这

个村的村民全住在阴暗潮湿的老屋，一下

雨，马路上立刻泥水纵横，村民出行都有很

大阻碍。”刘小平介绍，现在的村容村貌因

为乡村振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水泥路通到

牌坊新村 158 户人家门前，村民们不仅人人

住 上 了 小 别 墅 ， 还 吃 上 了 时 髦 的 “ 旅 游

饭”。“为了让牌坊村群众发展致富产业，牌

坊村村委抓住邓小平故里的红色旅游发展机

遇，积极利用村内的绿色生态资源、农业资

源优势，引导和支持村民开办农家乐、农家

客栈等相关旅游产业。”牌坊村负责人介绍。

走进村口，赫然映入研学团眼帘的是一

栋栋独具川东风格的白色小洋楼。粉墙黛瓦

的传统川东民居整齐排开，红花绿树点缀其

间，公路通到家门口，每家每户水电气网一

应俱全，还规划了停车位……“看到眼前这

一幕，还真是没法想象许多年前的牌坊村是

什么样的。”王昌海说。

为共同促进广安市的经济发展，民盟中

国社会科学院委员会与民建四川省广安市委

员会在参观完牌坊村后进行了座谈。谈起广

安市的红色文旅产业，民建四川省广安市委

员会秘书长谭钠喜笑颜开，但很快她又提出

了困惑：“虽然游客络绎不绝，但大多数只

停留短暂的一天，留不住游客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问题。”

会上，民盟中国社会科学院委员会盟员

彭五堂提出了对广安市持续发展红色文旅产

业的建议，他建议当地规划一些夜间游玩项

目，设计一些具有广安特色的夜游打卡点。

“这不仅能带动夜经济的繁荣，还拓展广安

市相关产业的消费空间，为经济发展注入新

动力。”

“通过这次研学，我们回顾了革命先贤

们爱国、忧民、奋斗的历史，还感受了前人

为乡村振兴作出的贡献，踏着先辈们的足

迹，乘着新时代的快车，让我们前行之脚步

愈加坚实；学习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让我

们更加明确前进的目标和方向。”北京市政

协委员、民盟中国社会科学院委员会副主委

胡澎感叹道。

职业教育对接产业升级职业教育对接产业升级
培养新质生产力人才培养新质生产力人才

想 要 经 济 发 展 好 ， 可 靠 人 才 少 不 了 。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我们要实实在

在地把职业教育搞好，要树立工匠精神，把

第一线的大国工匠一批一批培养出来。”

民盟中国社会科学院委员会此行研学也

非常关注革命老区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

是培育工匠的沃土，近年来，职业教育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显著增强，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不断涌现，

有力支撑了我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

业门类的国家。当下，面向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职业教

育如何展现新作为？”带着这样的疑问和思

考，大家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想。

在重庆市璧山职业教育中心实训室里，

新能源汽车整车、零部件及配套设施一应俱

全。学生们正在一台动力电池试验设备上进

行系列测试，并完成实际装车测试。

伴随着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汽车类专

业由传统的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制造

与试验技术调整为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重

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民建璧山区工

委主委指着旁边的自动化实验设备说，“我

分管教育工作，所以常来学校，目睹了这两

年重庆市璧山职业教育中心为促进产学研一

体化，匹配不同汽车检测、维修技术，购买

了许多智能化设备供学生学习使用。学生们

提高了本领，毕业后能快速找到对口的工

作，学生和家长没有了就业焦虑，我们也就

放心了。”

“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和重要载

体，设置什么样的专业，决定了面向什么样

的行业领域，培养什么样的人。”重庆市璧

山职业教育中心党委书记、校长陈国庆介

绍，学校实现了所有专业对接重庆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其中多个学科专业全部与

区域重点产业对接。

“中国高素质人才队伍是快速发展的巨

大优势。”民盟中国社会科学院委员会委员

赵欣悦认为，要借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春

风，加快培养拔尖人才，培养大国工匠、技

术技能人才，实实在在办好职业教育。

“办好职业教育，深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行业、企

业、学校的协同合作。”为支持重庆市璧山职

业教育中心发展，民盟中国社科院委员会与

经济管理出版社联合向其捐助近 10 万元的

图书。王昌海在捐书仪式上表示，希望学校

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

育中进行专业布局，把更多高质量创新成果

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更好地发挥大国工匠的

基石、栋梁作用。

从历史红色血脉中汲取奋进力量
——民盟中国社会科学院委员会川渝研学活动侧记

融媒体记者 陈姝延

“我是‘1%工程·放飞足球梦想’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和受益者，今天回到母校，作为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代表发

言，我很激动……感谢所有为这个公益项目付出努力的人

们！”近日，“1%工程·开明足球”公益项目启动暨“开

明足球学校”共建签约仪式在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新泉学

校举行，入选 U14 女足国家队训练营的罗筱玉上台发言。

当天，在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民进江西省委会主委卢天锡，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民进

江西省委会原主委、江西省慈善总会会长汤建人和共青团

江西省委、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的共

同见证下，“开明足球”公益项目正式启动。

“1% 工 程 ” 是 由 共 青 团 江 西 省 委 、 民 进 江 西 省 委

会、江西省青基会共同创立的公益项目，早在 2016 年就

与芦溪县新泉学校结缘。长期关注基础教育的民进江西

省委会在调研中发现，乡村学校青少年足球教育基础薄

弱。当年 4 月，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工

程”以萍乡市为试点，推广“放飞足球梦想”活动，向

萍乡市几十所中小学捐赠足球，其中就包括芦溪县新泉

学校。

8 年来帮扶的点滴记录着“1%工程”对芦溪县新泉

学 校 的 关 心 与 爱 护 。 该 校 的 欧 阳 玉 环 就 是 在 “ ‘1%工

程 ’ 放 飞 足 球 梦 想 ——2018 年 芦 溪 县 校 园 足 球 运 动

会”上，打破了“全县颠球纪录”，斩获小学组“最佳

球员”和“最佳射手”两项荣誉。

此后，欧阳玉环从乡村学校一步步踢出国门、踢向

世 界 ——2022 年 入 选 U17 国 家 女 足 集 训 队 ； 2023 年 入

选 U20 国家女足集训队，当年 3 月 8 日在 U20 女足亚洲

杯预选赛首轮，她一攻一传助力中国女足 6-0 大胜菲律

宾女足。

新泉学校校长罗海介绍，该校已获评“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形成了“人人有足球、班班有球

队、日日有训练、周周有球课”浓厚足球氛围，走出 2

名女足国家队运动员，7 名国家一级、二级运动员。

“发展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

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1%工程’积极助力青少年足球

事业发展，累计向农村学校和留守儿童捐赠竞赛级标准

足球近 5 万个。”卢天锡介绍，“开明足球”公益项目将

挑选具备一定足球运动基础的中小学校共建 100 所“开明

足球学校”，挂牌指导且提供支持，以实际行动继续支

持青少年足球事业发展。

村小“飞”出两名国足女球员
——江西“1%工程”接续8年帮扶结出硕果

熊 灵 本报记者 王 磊

“请大家注意！这些籽粒颜色呈浅黄色

或者刚转黄色的小麦穗，饱满湿润，叶片也

是刚开始发干，茎秆仍有弹性，属于典型的

蜡熟初期至中期的表现，再过四五天进入蜡

熟末期和完熟期可进行收割。”近日，在平

度市蓼兰镇种粮大户刘文海的麦田里，民革

党员、金穗助农小分队成员、平度市农业农

村局高级农艺师房志远在忙碌着，他捻开手

里的麦穗，耐心向围在身边的种粮户讲解如

何把握小麦收割的最佳时机：“那时候收获

的小麦质量好、发芽率高、产量也是最高，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收割的最佳时间，提前和

拖后对小麦的产量和质量都会有影响。”

和房志远一同忙碌在田间地头的，还有

民革青岛市委会金穗助农小分队农业专家

们。今年春耕备耕以来，民革青岛市委会充

分发挥优势，组织党内农业专家成立金穗助

农小分队，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小分

队成立以来，专家们深入平度、莱西等产粮

大县的田间地头，围绕小麦的品种选择、播

种除草、施肥养护、病虫害防治等管护难

点、重点问题，采用面对面讲技术、手把手

教方法方式，帮助农民更有效地接受现代农

业科技种植技术，及时解决了多项实际种植

技术问题，深受村民欢迎。

如今，风吹麦浪、处处麦香，山东省平

度市的万亩良田即将迎来丰收时刻，更是专

家们“大显神威”的时刻了。

“今年麦收有了民革专家帮忙把关，肯

定会继续增产增收。”

“有专家在，俺心里就踏实多了，咱们

听专家指挥，撸起袖子加油干就行！”

对于小分队的到来，农民的喜悦溢于言

表。

“老刘，记得两天后再拍几张麦穗照片

或者视频传给我，根据实际成熟情况确定收

割 时 间 ， 一 定 要 提 前 把 联 合 收 割 机 准 备

好。”小麦的最佳收割期只有几天，错过了

会直接影响产量和质量，放心不下的房志远

继续叮嘱道。

去年秋天，种植户王秀香的小麦播种晚

了，开春后的长势一直不好。好在民革金穗

助农小分队来了，民革党员、金穗助农小分

队成员、青岛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周子

涵主动承担起王秀香家小麦的田管指导，在

周子涵的悉心指导下，小麦长势喜人，丰收

在即。

“王姐，咱家的麦子成熟得不错，明天

要是天晴我看就可以开镰了！”一大早，周

子涵再次来到王秀香的麦田里，认真查看小

麦成熟情况。

周子涵话音刚落，王秀香一把拉住他的

手连声道谢，“周老师，真是太谢谢您啦！

俺家的麦子能长得这么好，全靠您的指导，

您可帮了俺们大忙了！”朴实的话语充满了

感激之情。

小麦的增产丰收除了要把握好收割时间

点，及时在适收期收割外，降低小麦机收的

损失率做到颗粒归仓也是丰收增产的重要因

素。小麦机收损失率受收割机质量、灾害天

气、作物品种、田块条件、收获时间、农机

手的操作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农机

手的操作水平是降低小麦损失率的关键。麦

收之前，民革金穗助农小分队联合平度市农

业农村局农机中心深入辖区多个乡镇举办农

机手岗前培训 10余场次，培训把提升职业素

养摆在首位，帮助农机手树牢减损就是增产

意识，把降低机收损失的要求变成广大农机

手的自觉行为。同时，通过培训让农机手熟

练掌握收割机正确的检修保养技术，作业

中，农机手能根据小麦的成熟度、干湿程

度、品种、地形等作业条件变化准确调整机

具参数，规范操作，最大限度减少机收损失。

丰收期如约而至，在平度市蓼兰镇葛家

村的麦田里，数台收割机齐头并进，穿梭田

间，成片的小麦被“吞”进割台脱粒，金黄

的麦粒倾泻而出……经过培训的农机手们正

在全神贯注地操作收割机收获小麦。

“保持好割台的高度，用力要均匀，速

度再慢一点，对，就这样，保持住。”在收

割机演奏的“交响乐中”，民革金穗助农小

分队的农机专家孙宗帅一边实地察看收割情

况一边大声指挥，从收割的机械间隙到收割

角度，从脱粒风量到作业速度，每个操作细

节孙宗帅都看在眼里，“喊”在嘴上。“减损

就是增产，只有从细节出发严格操作才能保

证降耗增收，今年麦收我有信心确保减损率

控制在1.5%以内。”孙宗帅信心满满的表示。

一 望 无 际 的 麦 田 ， 微 风 吹 起 金 波 翻

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又是一个

丰收年。

深 耕 在 广 袤 的 田 野 中
——民革青岛市委会金穗助农小分队工作小记

本报记者 陈小艳 通讯员 陈笑蔚 许 刚

一 次 研 学 之 旅 、 一 场 精

神洗礼、一同铸魂强基。6 月

12 日至 22 日，民盟中国社会

科学院委员会组织盟员到重

庆市渝中区、綦江区、璧山

区 以 及 四 川 省 广 安 市 开 展

“凝心铸魂强根基、团结奋进

新征程”主题教育研学。研

学团走进革命老区，追寻红

色足迹，在川渝探寻乡村振

兴 发 展 与 培 养 新 兴 人 才 情

况，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

程中汲取智慧，进一步夯实

思想政治基础、团结奋进凝

聚共识。

民盟中国社会科学院委员会研学团在博物馆参观

“我下定决心，要为促进祖

国 统 一 、 致 力 振 兴 中 华 ， 鞠 躬

尽 瘁 ， 死 而 后 已 。” 6 月 23 日 ，

在 由 黄 埔 军 校 同 学 会 、 上 海 海

外 联 谊 会 指 导 ， 上 海 市 黄 埔 军

校 同 学 会 主 办 的 纪 念 黄 埔 军 校

建校 100 周年座谈会上，黄埔 17

期生、105 岁的上海市黄埔军校

同 学 会 副 会 长 夏 世 铎 发 表 了 感

人 至 深 的 讲 话 ， 夏 世 铎 的 话 语

深 深 打 动 了 在 场 的 每 一 位 与 会

者，现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前 不 久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发

表了致黄埔军校建校 100 周年暨

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 40 周年贺

信 ， 为 做 好 新 时 代 黄 埔 军 校 同

学 会 工 作 提 供 了 根 本 遵 循 。 上

海 与 黄 埔 军 校 渊 源 深 厚 、 与 黄

埔 师 生 情 缘 绵 长 。 与 黄 埔 军 校

历 史 相 关 的 足 迹 遍 布 上 海 ， 比

如 ， 第 一 次 国 共 合 作 时 期 ， 国

民 党 上 海 执 行 部 承 担 了 黄 埔 军

校 的 招 生 工 作 ； 黄 埔 军 校 第 一

期 的 学 生 中 ， 来 自 上 海 地 区 的

约 占 五 分 之 一 ； 上 海 大 学 一 批

教 员 和 学 生 先 后 赴 黄 埔 军 校 任

教 和 求 学 ， 成 就 了 “ 文 有 上

大、武有黄埔”的佳话。

在 座 谈 会 现 场 ， 不 仅 有 像

夏 世 铎 这 样 的 老 一 辈 黄 埔 人 ，

还 有 周 恩 来 侄 女 周 秉 德 、 徐 向

前 之 子 徐 小 岩 等 黄 埔 二 代 ， 也

有更加年轻的黄埔后人。

黄 埔 二 期 生 胡 靖 安 之 女 、

香 港 大 中 华 会 主 席 胡 葆 琳 接 受

采 访 时 表 示 ， 再 次 回 到 从 小 生

活 的 故 乡 —— 上 海 非 常 激 动 ，

这 里 也 曾 是 她 听 父 亲 讲 述 黄 埔

军校历史的地方。

“黄埔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

力。”胡葆琳坚定地说，黄埔精

神是黄埔军校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连接两岸黄

埔人的情感纽带。“为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贡献力量，是每一位黄埔后代的责任与使命。”

胡葆琳之子、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黄埔军校同

学会理事江山表示：“我虽没见过外公，但母亲经常提

起外公，外公和母亲讲过的他在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

中的故事，爱国的种子早已埋在我的心里。‘爱国、革

命’的黄埔精神是一种信念、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也

是年轻一代创业奋斗的强大力量。”

座谈会上，与会嘉宾纷纷表示，缅怀那些为国家、

为民族英勇斗争的先辈们，同时，他们还将让黄埔精神

代代相传，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就是为祖国统一、振兴中华而

矢 志 不 渝 地 奋 斗 。” 黄 埔 军 校 同 学 会 秘 书 长 路 晓 峰 说 ，

回眸百年历史，黄埔军校这个名字已经深深镌刻在中国

革命的史册上，成为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共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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