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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梦想之花绽放在最美年华
——多地文明校园建设见闻
●新华社记者 林凡诗 许祖华 张建新

在天津南开中学，周恩来总理铜像静静地矗立
在冬日暖阳中。不时有同学路过、驻足，抚去底座
上的落叶。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周恩来总理1913年至
1917年在天津南开中学接受了完整的中学教育，时
至今日，校园中还保留着他当年学习生活的足迹。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中学在1904年创
办之初，就确立了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培养人才的
办学宗旨。南开中学校长刘浩说：“‘以周恩来为
人生楷模’，一直是南开中学师生的理想目标，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南开学子。”近年来，南开中学不
断创新办学思路和育人理念，开展一系列文明校园
创建活动。

自2001年起，南开中学建立“义工制”，学校
鼓励学生利用周末和寒暑假走出校门，走进社会，
奉献青春，体验收获，每年完成至少50个小时的
义工服务。20年里，从医院到社区，从养老院到儿
童村，从图书馆到博物馆，南开学生义工的足迹遍
布天津大街小巷，他们在奉献中坚定人生理想信
念。

以伟人为榜样，汲取前进力量，无数青年学子
将个人选择融入国家需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以“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践行着理想和信念。

64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从上海来到西
安,为建设大西北、发展西部教育事业奉献宝贵年

华。如今，“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
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已经融入交大人的文化血
脉，“绘就文明底色，传扬西迁精神”成为新时代
交大师生爱国奋斗的强大动能。

在位于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的交大西迁博物
馆，厚厚的留言簿上留下许多感人至深的心得：

“西迁的伟大之处在于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相
结合”“西迁告诉我一个道理，国家强盛需要永不
停歇地创业”……交大西迁博物馆讲解员邢夏菡告
诉记者，作为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开
馆一年多已接待参观者逾30万人次。

老一辈交大人用爱国奋斗实践熔铸而成的“西
迁精神”，已成为一代代交大人用实际行动践行青
春梦想的坐标。西迁以来，西安交大已累计培养了
28万名毕业生，其中46%的毕业生选择在西部建功
立业。

“作为一名青年学子，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西
迁精神’，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青春和汗水，
奉献智慧和力量。”西安交大航天航空学院2018级
博士生宋思扬前不久获选第十五届“中国大学生年
度人物”。在“西迁精神”的激励下，他有着科技
报国的决心。

跨越百年，先辈们用梦想浇灌的青春之花，已
绽放在祖国大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代又一
代人用行动延续着从未消失的记忆和信念。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撒在南湖畔，广西南宁市
滨湖路小学四年级学生吕子茗已踏进校园，这里承
载着她的梦想——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每一天，吕
子茗都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滨湖路小学的校训是“让我们的今天赛过昨
天”。16年来，从这所全国文明校园走出的莘莘学
子，不仅拥有优异的学习成绩，更是有梦想有追求
的少年。

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校长谢小燕的答案
是：有梦想的人。

每周一的理想大课堂上，她都为孩子们准备一
个小故事，将真善美的种子，播种进孩子们心中。
她认为，每位孩子都应该有梦想，都可以实现自己
的梦想。

滨湖路小学每年组织科技节、经典诵读、研学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校园里梦想如同空气一般存
在，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属”。“梦想教育
就是让孩子在校园里充分吸吮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
累的文化养分，让他们明白个人的梦想与国家的梦
想是同心圆，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一代又一代地接续
奋斗。”谢小燕说。

在学校的教学楼走廊，张贴着学生们的绘画作
品，他们将自己的梦想融进五彩斑斓的画作中，而
梦想教育，早已融进他们每个人的血液。

（新华社南宁11月14日电）

11月14日，人们在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高空玻璃桥上游览。
初冬时节，湖南省张家界市连续多日天气晴好，人们在当地景区体验攀岩、滑索等

运动游览项目，乐享户外休闲的乐趣。 （吴勇兵摄）

11月14日，在北川县新生广场，羌族学生跳沙朗舞欢庆羌历新年。
当日，以“幸福羌年 五彩北川”为主题的2020羌历新年系列活动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

治县开幕。当地羌族群众身着盛装，把羌族民俗节庆礼仪与歌舞表演相结合，以文艺汇演、沙
朗舞展演、篝火晚会等方式，庆祝羌历新年。 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西安将新建改扩建

中小学幼儿园126所
新华社西安11月14日电（记者许祖华 李华）记者

从日前举行的陕西省西安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西安市计划在2021年秋季开学投用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126所，新增学位10.8 万
个。

据西安市教育局局长贾轶昊介绍，2019年10月以
来，西安市全力推进《西安市基础教育提升三年行动计
划》，通过保学位、增投入、强队伍、促改革、提质量等
举措，三年行动计划第一年度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

按照三年行动计划部署要求，西安计划投资137亿
元，2021年秋季开学投用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
126所，其中新建78所、改扩建48所；按学段分，幼儿
园41所、小学59所、初中19所、高中7所，建成后可新
增学位10.8万个。目前所有项目已于10月底开工。

据悉，西安将持续推进“名校+”教育联合体深化升
级和深度融合，强化动态监测评估和考核奖励，进一步发
挥“名校+”优质教育资源放大效应。2021年，西安市将
再组建市级“名校+”教育联合体51个，新组建区县级

“名校+”教育联合体200个，对农村义务段学校覆盖率
达到100%。

海南：电动车“绿色出行”日渐受消费者青睐

新华社海口11月15日电（记者赵叶苹）
今年以来，海南越来越多挂着“绿牌”的车上
路，成为道路上一道移动的“绿色风景”。

据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统计，截至
10月底，海南省今年已累计推广应用新能
源汽车12420辆，目前全省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4.5万辆，占汽车保有量的3.1%，高出全
国平均水平约1.5个百分点。

一位网约车司机告诉记者，他的车充满
电可续航350公里，充电桩的位置在手机
App里一目了然，快充1小时即可充满，
电池质保时间5年或50万公里，非常适合
网约车需要。

特斯拉海口友谊阳光城销售点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个销售点仅10月份就售出250
多台车，很多车主在了解到电动汽车的电池
质保政策后，毫不犹豫地选择订车。

随着电池技术发展、续航里程提升以及
充电设施的广泛覆盖，越来越多打消“旅程
焦虑”的消费者选择购买新能源电动汽车。

数据显示，海南今年新增的新能源车辆中，
个人用户达9309辆，占比75%，是去年同
期个人用户数的2.8倍。

目前，海南已累计建设充电站点775
个，换电站10座，充电桩1.8万个，其中公
共充电桩8790个，已初步具备电动汽车环
岛出行条件。

打造“清洁能源岛”是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目标之一。2019年3月印发的《海南省
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提出，2030年全
域禁止销售燃油汽车。今年以来，海南在推
广应用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上频频出招，
其中《海南省促消费七条措施》明确，在
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购买
新能源汽车者可获奖励1万元/辆。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海南还将利用零关税政策引进高端运营
服务企业，发展壮大新能源汽车“绿色出
行”产业，加快推动实现全域汽车清洁能源
化总目标。

新疆实现贫困县全部摘帽

新华社乌鲁木齐11月14日电（记者关
俏俏 白志强）1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
政府发布公告，莎车县等最后10个未脱贫县
经评估核查符合贫困县退出标准和条件，退
出贫困县序列。至此，新疆32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新疆是国家确定的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特别是南疆四地州是我国深度贫困的

“三区三州”之一，贫困人口规模接近“三
区三州”的一半，其中喀什、和田地区贫
困人口最多，因自然禀赋差、基础设施薄
弱，一直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难中之难。

此次新疆公告退出贫困县序列的10个
县全部在南疆地区，分别是喀什地区的莎
车县、叶城县、伽师县、英吉沙县，和田

地区的墨玉县、皮山县、洛浦县、策勒
县、于田县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
阿克陶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扶贫办一级巡视员
陈雷介绍，2020年10个贫困县摘帽，标志
着全区308.9万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366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32个贫困县
全部摘帽。

住进安居富民房、喝上安全清洁水、
享受15年免费教育……脱贫攻坚在新疆实
施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
未有。随着“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基
本解决，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大幅
改善，尤其是影响脱贫任务实现的一批瓶
颈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新华社贵阳11月 14日电 （记者周宣妮、吴
思）记者从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贵州将在今
年11月至明年2月期间，围绕温泉康养、民俗节
庆、滑雪健身、红色旅游等主题开展各类冬季旅游
活动，力保贵州冬季旅游“淡季不淡”，推动旅游

业全面复苏。
据了解，贵州将结合当地旅游资源，并根据

不同旅游市场的特点，推出多样化旅游产品。其
中，针对广东、广西、云南等地游客，将结合温
泉、滑雪等主题推出短途周末游和长线游；针对

四川、重庆、湖南等地游客，将围绕民俗、红色
旅游等主题开展短途游和长线游；针对浙江、江
苏、上海、陕西等地游客，将策划度假康养旅游
产品线路。

依托丰富的民俗资源，贵州将策划“民俗节庆
体验游”等活动，打造有文化的乡村休闲旅游产
品，同时助力“黔货出山”。

此外，贵州还将深入开展冬季旅游市场秩序整
治，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旅游品质，让游客享受更
好的服务。同时，在各景区景点、机场、高铁站、
客车站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加强疫情防控，确保
游客出行安全。

贵州：多举措确保冬季旅游“淡季不淡”

（上接一版）向海、莫莫格两大湿地如诗如画的美景得以
再现……河湖连通工程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不断凸显。

——自工程实施以来，全市共增加可蓄水能力2.5亿
立方米，改善和恢复湿地面积 640平方公里，恢复草
原、芦苇面积105万亩。

——生态环境得到巨大改善，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
市建设试点城市、“国家海绵城市”、全国生态保护与建
设示范区等项目落户白城提供保障。2018年，白城市顺
利通过第二批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国家验
收。

——全市地下水最高时平均上涨了1.02米，约1.5万
眼农田井得以恢复灌溉能力；增加农田灌溉水量近5.5亿

立方米，2013年至2019年全市粮食连续7年获得大丰
收，产量呈逐年提高趋势。

——白城市水面最大时增加到180万亩，基本恢复
到138万亩历史最大养殖水面，2018年全市渔业产量达
到4.6万吨，创历史新高，2019年渔业产量达到4.7万
吨，再次刷新历史记录。

——镇赉县南湖、洮南市北湖、白城市运河、白城
生态新区鹤鸣湖连通蓄水等城市水系景点已成为当地群
众早晚休闲娱乐的最佳选择；向海、莫莫格两大湿地生
态环境改善更加明显，自驾游、家庭游明显增多，近两
年，旅游人数每年增幅都在30%左右。

——从2013年到2019年连续7年平均年降水量由之
前全市历史上多年的383.8毫米升至428.8毫米。

2020年初，根据白城市缺水情况，利用河湖连通工程
从洮儿河上游查尔森水库应急调水9000万立方米向向海
湿地补水，恢复改善向海湿地面积70平方公里。同时为多
年干涸的国家级牛心套保湿地公园补水8000万立方米，
五间房水库补水2000万立方米，目前补水还在持续进行
中。

确保防汛安全，粮食增产丰收，渔业产量突破，改
善人居环境，促进旅游业发展，改善局部小气候，持续
为缺水处补水……河湖连通，连通的是水系，畅通的是
河湖，改善的是生态环境，夯实的是幸福指数。

一个草茂粮丰、渔兴牧旺、碧水蓝天、人水和谐、
幸福感倍增的白城正崛起于吉林西部，发出耀眼的光
芒。

（上接一版） 全市共增加可蓄水
能力5.5亿立方米，改善和恢复湿
地面积 640 平方公里，恢复草
原、芦苇面积 105 万亩；全市水
面基本恢复到 138 万亩历史最大
养殖水面，渔业产量逐年提高，
2019 年渔业产量达到 4.7 万吨，
刷新了历史记录；全市粮食总产
量达到 100.9 亿斤，实现“八连
增”；地下水位上升1.02米，年均
降雨量增加45毫米。

曾经的白城，干旱少雨，为
水而困；如今的白城，水美草
丰，因水而兴，形成江湖互济、
草茂粮丰、鱼兴牧旺、人水和谐
的醉人美景。

水，畅达柔顺，智在深远。勇往
直前，是水的个性，也折射出了鹤
乡人的品格。回眸鹤乡，眷恋中充
满期待。在这片充满蓝色梦想的

“塞上水乡”，一曲铿锵、浑厚的交
响曲正如水般的奔流、回旋……

河湖互济绿尽来 水丰草美鱼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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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11月14日电（记者赵叶苹）海南
自由贸易港人才服务“单一窗口”13日在海南省
人才服务中心以及海口、三亚、儋州、澄迈、洋浦
等5个地区人才服务平台同步启动运行，为人才提
供简化、便捷、高效的服务保障。

据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人才服务“单一窗口”
是海南省重点打造的人才服务一体化平台，将有效
解决人才服务工作中职能交叉、项目分散、多头入
口、分口审批等问题。此次启动的6个人才服务“单
一窗口”梳理整合47项人才业务项目，企业和个人
可以在任一“单一窗口”就近、快捷办事，包括申报符
合条件的各类人才项目、查询进度情况以及领取办
件结果，做到线下“一窗受理、全程代办、统一反馈”。
办理时限提速，部分事项做到秒批、即办。

海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应端表示，海南省下
一步还将依托一体化线上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线上
人才“单一窗口”，实现线上“数据共享、业务协同、一
网通办”；设立人才咨询专线，全面受理人才政策咨
询、业务办理和投诉建议，实现“一号对外、分级受
理、限时办结”。通过全力打造线上线下融合、跨部门
协同、覆盖全流程的人才服务“单一窗口”服务保障
体系，为各类人才提供“只进一次门、只用一张网、只
打一次电话”的高效便捷服务。

新华社昆明11月 14日电（记者王长山 吉哲鹏 杨
静）云南省扶贫办11月14日介绍，怒族、傈僳族近日实
现整族脱贫，至此，云南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
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实现整族脱贫。

云南是我国直过民族主要聚居区，独龙族、德昂族、
基诺族、怒族、布朗族、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
等民族从原始社会等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一段时间里，直过民族群众发展条件落后，贫困问题突
出，是脱贫攻坚的“硬骨头”。

云南省扶贫办主任黄云波说，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
后，云南把9个直过民族和2个人口较少民族列入脱贫先
行攻坚计划，因地制宜，因族施策，精准帮扶，创新实施

“一个民族聚居区一个行动计划、一个集团帮扶”攻坚模
式，推动直过民族聚居区实现“千年跨越”。

85.91万贫困人口脱贫，1118个贫困村出列；医卫、
教育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特色产业茁壮成长，许多村寨
有了自己的大学生……现在，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群
众走向开放、包容、发展的新生活，群众从不敢见生人、
不知做生意为何物，到现在能通过电商把产品卖到全国。

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山高谷深，曾是全国最为贫穷的

地区之一。这里从“通信靠吼、放炮开会”，发展到成为
云南首批通5G网络的乡镇；从狩猎捕鱼、刀耕火种，发
展到特色产业遍地开花……独龙族群众生活变迁是云南直
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进步的缩影。在贡山县移动公
司工作的马春海是这一巨变的见证者，今日欣欣向荣和昔
日穷困潦倒的巨大变化让他感叹不已。

云南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族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