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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校对 王国成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征程呼
唤新担当。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江
苏考察时对开展主题教育提出明确
要求，对“以学促干”作出深刻阐释，
强调“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恪尽
职守、担当作为，迎难而上、敢于斗
争，严肃整治拈轻怕重、躺平甩锅、
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等消极现象，完
善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

路是走出来的，事业是干出来
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
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进道路
上，必然会遇到大量从未出现过的
全新课题、遭遇各种艰难险阻、经受
许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

考验。唯有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始终保持锐意进取、敢为人先、
迎难而上的奋斗姿态，积极担当作
为、敢于善于斗争，才能胜利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广
大党员、干部要从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奋发进
取的智慧和力量，牢记“三个务必”，
胸怀“国之大者”，保持必胜信念，紧
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
务，聚焦问题、知难而进，全力战胜
各种困难和挑战，奋力开创事业发
展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多大
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
才会有多大成就。”现在，我国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更加艰巨繁重，面临
的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
过，如果不担当、不作为，没有执行
力、战斗力，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
定坏事、贻误大事。干事担事，是
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
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位上是要大
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福。做
事总是有风险的，正因为有风险，
才需要担当。事物往往就是这样，
越怕事越容易出事，越想绕道走矛
盾就越堵着道。只有豁得出去、敢
闯敢干，下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
山行”的决心，真刀真枪干，矛盾和
困难才可能得到解决。通过这次
主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学思
想、见行动，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不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
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
勇于担当、善于作为、真抓实干。
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就要事
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
地干，正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
因祸福避趋之”。

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
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
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
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
的。”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
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
节、胆魄。广大党员、干部要保持战

略清醒，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胸中
有数；保持战略自信，增强斗争的底
气；保持战略主动，增强斗争本领，
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勇于迎击任何狂风暴雨、
战胜任何风险挑战，为党和人民事
业奋斗不止。要自觉加强斗争历
练，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不犹豫、
不观望；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不推
诿、不逃避；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
不畏缩、不躲闪，在斗争中学会斗
争，在斗争中成长提高，努力成为敢
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士，依靠顽强
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完善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
制，对于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至关重要。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让敢担当有作为的
干部有干劲、有奔头。”只有积极营
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着
力消除影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消
极因素，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
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敢于为担当
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
腰，才能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
蔚然成风。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
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坚持“三个区
分开来”，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
纠错机制，为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者
提供广阔舞台，让广大党员、干部更
加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心无旁骛、
真抓实干，以满腔热忱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要注重在严峻复杂斗
争中考察识别干部，看准的就要大
胆使用。

万里征程风正劲，千钧重任再
扬帆。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
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以这次
主题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学深悟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把党的创新理论变成改造主观
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激扬“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
的作风，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为党和
人民履好职、尽好责，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就一定能在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书写新辉煌、创
造新业绩。

以学促干，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仲 音

清晨的雨一直在下，梨树县白山乡
达利农业机械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董雅丽打着伞走在去村部开会的路
上。盛夏七月，草木葱茏，看着道路两
旁长势良好的玉米地，董雅丽难掩笑
意。今年，董雅丽的合作社托管土地达
到4500亩，好农艺、好农机、好植保、好
种子，有了科技傍身，提高了生产效率，
质量和产量也更有了保障。去年，除了
少量地块欠佳，其他地块玉米每公顷产
量达到25000斤左右，棒大、轴细、籽深，
高产的原因得益于“梨树模式”。

“从 2014 年开始，我们就一直采用
‘梨树模式’种植，第一年农户不算太
认可，觉得这个苞米茬子都不清理，就
那么种上了，能行吗？后来一看，苗出
得也好，苞米长得也好，一下就认同
了，第二年咱们的社员就都跟着种植
了。”谈起“梨树模式”种植的好处，董
雅丽侃侃而谈，秸秆覆盖增加了土壤有

机质，保墒蓄水，植株茁壮生长，减少
了农药、化肥的投入，粮食既增产又提
高了品质。

董雅丽是土生土长的庄户人，对农
业有着特殊的情感。2013 年，拥有多
年种植、选种经验的她审时度势，成立
梨树县白山乡达利农业机械农民专业
合作社，带领农户抱团闯市场。2014
年，为提高种植效益，董雅丽积极推广

“梨树模式”种植技术，拿出自家田地
用于示范，身体力行推动广大农户对

“梨树模式”的认可。
“同传统耕作模式相比，玉米秸

秆 免 耕 种 植 技 术 不 仅 能 解 决 秸 秆
问 题 ，还 能 增 加 土 壤 的 有 机 质 含
量 ，起 到 蓄 水 保 墒 、培 肥 地 力 的 效
果，运用这种模式长出的玉米叶片
宽 大 、秸 秆 粗 壮 ，一 亩 地 能 增 产 近
20% ……”董 雅 丽 说 ，得 益 于“ 梨 树
模 式 ”，农 户 充 分 体 验 到 了 保 护 性

耕作技术带来的甜头。
合作社位于梨树县白山乡老山头

村，近年来，通过开展多元化经营，实
现了从单一农机作业到以“土地托管”
为主要形式的综合性农事服务的转
变。董雅丽介绍：“今年合作社改变了
传统的流转土地模式，变成了‘大托
管’模式，农民把自己的土地托付给
合作社，这样如果年景好，农民的收
入可以大幅度提高。”为带动周围农
户致富增收，董雅丽创新合作社经营
模式，从“带地入社”和“土地托管”模
式入手，整合零星分散的土地集中利
用。土地的大面积整合、统种统销的
集约化经营管理，让合作社成员获得
了实实在在的效益，越来越多的村民
主动加入合作社。

“我们一家都在四平生活，从董姐
合作社创立的时候，我们家就把土地流
转给她了。去年，我把土地托管给董姐
的合作社，年底卖玉米我家多收入了
5000 多元。”老山头村村民周兴华高兴
地说。周边村像他们家“户在人不在”
的有很多。“带地入社”和“土地托管”
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耕作模式，提高
了机具利用率、降低了生产成本、节省
了劳动力。“以前春种秋收，那真是面
朝黄土背朝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现
在好了，直接将土地托管给合作社，不
用操心出力。”谈及土地托管的好处，
村民徐丽英有说不完的话。同徐丽英
一样，白山乡老山头村、西白山村、大
泉眼村等村的村民也开始选择土地托

管，做起了“甩手掌柜”。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

林，第一站就来到梨树县考察。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为梨树未来发展指明了方
向，更加激励了董雅丽的干事热情和信
心。“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咱们这之后，
大家的心气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董
雅丽说，同村的农民变化很大，经常去
参加县里举办的培训会，村民的积极性
越来越高，日子也更有盼头了。

“有头脑、有胆识、懂经营、敢打
拼。”这是大家对董雅丽的评价。“今年
合作社新购进的‘三新机’非常出彩，
集旋耕、播种等功能，600 多亩地一次
成型，出苗率非常高。”董雅丽说起种
地的事头头是道。在董雅丽的带领下，
合作社进一步加强本村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推进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这些成绩得到了农机管
理部门及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可和好评，
合作社更是被评为吉林省农民合作社

“省级示范社”。
在村里开完会后，她带领合作社社

员开展玉米病虫害防治排查工作。“近
期降雨多，气温高，正是玉米病虫害的
高发时段，我们必须抓住关键时间节
点，进行科学绿色防治，才能确保秋粮
生产取得丰收。”董雅丽说。

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专于农业，成
于农业。董雅丽用一片丹心植根于家
乡这片沃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位勤
劳、朴实的“新农人”的拳拳初心。

植根田野 振兴乡村
——记梨树县达利农业机械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董雅丽

全媒体记者 王冬雪

趣味运动会、农民运动会、半程马
拉松……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市各地各
部门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体
育活动，点燃了人们的运动热情，引导
更多群众在运动中挥洒汗水、尽情感受
运动的魅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

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
快建设体育强国。”全民健身被提升到
国家战略的新高度，成为建设“健康中
国”的重要一环，这也充分反映了体育
运动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价值。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满足人民健身
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体育均衡充分
发展，加快体育强市建设，群众体育活
动精彩纷呈，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
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每一个人成长

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如今，体
育运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群众健康意识不断提高，健康生
活、主动健身、科学健身成为了一种自
觉，这既是群众自我健康管理意识提高
的表现，更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不懈追求。

人们在健身及体育活动中享受到健
康和快乐，城市因运动而充满生机和活
力。要深入推动群众体育生活化，促进群
众性体育活动经常化、普遍化、多样化开
展，进一步激发群众运动热情，不断加强

体育设施建设，扩大体育产品和服务新供
给，培育体育消费新热点，持续深化体育
与其他社会事业的融合，挖掘体育的发展
空间和创新潜力，提升城市魅力注入新动
能，夯实增进民生福祉的健康基石。

让运动点燃激情，让运动点亮生
活。健康是对自己的责任，也是对家庭
和社会的责任。积极参加体育运动，保
持健康体魄，让体育运动走进生活，让
体育锻炼人人可为、人人爱为，更高质
量地享受美好生活，全民的健康指数和
幸福指数定会节节攀升。

点燃健身热情 点亮健康生活
杨天驰

快语新言

四平红石榴广场，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进步典型事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内容，描绘出了各族人民“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动人画面。 全媒体记者 崔圣驰 摄

仲夏时节，田野一片碧绿，玉米
长势喜人。

7 月 7 日，早上 4 点，陆福就已
经起床，开始整理农事记录。由于
当天上午要去田里用无人机播撒
防害虫病的农药，他首先来到农药
市场购买飞防所需药物。早上 9
点，陆福来到梨树县四棵树乡三棵
树村，伴随着“嗡嗡嗡”的轰鸣声，
无人机腾空而起，向玉米地飞去，
在距离地面 2 米多高的上空均匀地
喷洒农药。

陆福是梨树县刘家馆子镇丰望
合作联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2013
年9月，他发起创建梨树县刘家馆子
镇丰望合作联社，注册“专业合作社”
成员21个。

陆福所作的农事记录，就是记录
所托管的土地从种子选种到种到地
里的观察记录，比如先种的玉米是不
是要先进入管理状态，还有田间管
理、防病治病，要观察农作物的不同
生长期是啥状态，是否正常，缺雨不
缺雨，土壤湿度如何等这些情况，每
天都要记录。陆福要了然于心，积累
经验。

2023年，联社全程托管了1900垧
土地，服务9个乡镇37个行政村，联社
集约经营 130 垧土地。“所谓全程托
管，就是从购种购肥，然后种地整地，
一直到收获，再给人拉家去，这是全
过程，叫全程托管。”陆福介绍说。

村民小艾笑着说：“你看这是我

家托管给联社种的玉米，比旁边没托
管自己种的玉米高出一头多，今年我
把地托管给陆福，是真省心省力，还
能增收，自己再养点猪牛，收入会增
加很多。”全程托管中，陆福会分阶段
邀请农民在田间地头召开现场会，分
享从种到收过程中积累的做法与经
验，让村民增加信心，对托管放心。

陆福相信科学种田，聘请专家到
联社，到田间地头，推广科技种田，数
万公顷白轴玉米变身为红轴玉米。
十年的风风雨雨，实实在在的效益促
动广大农户对种植经营的科学认识，
强化稳定了土地产能。陆福采用“梨
树模式”种植玉米，年年玉米大丰收，
因此，很多农民愿意把土地给陆福托
管，农民信得着他，他也让农民省心
又增收。

联社一定规模持续的集约经营，
不但发展了企业自身，还为家庭留守
劳动力创造了难得的就业机会。
2017年起，陆福引进黄菇娘的种植。
这种作物的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项
目，年度经营规模产值 170 万元，用
于劳动力支出接近 100 万元。陆福
所用劳动力的来源倾向选择困难家
庭和留守劳动力，每年为困难群体增
收10多万元。

创建品牌，打造梨树特色。2018
年陆福发起注册“梨望”牌商标，包含
食用油、酱腌菜、谷物作物、果蔬、黑
豆种子等。有了相关行政主管注册
认可，助推了产业链条的延伸。陆福
用传统物理技术加工的黑豆油，在省
内外赢得了较好口碑和消费者青睐。

陆福表示，丰望合作联社将严格
秉承着对消费者高度负责的理念，努
力生产吉林地标性农产品，助力农民
增产增收和县域经济发展，为乡村振
兴作出更多的贡献。

乡村追梦人
全媒体记者 邵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