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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百名“ 头雁” 领航乡村振兴

以创新之力逐梦太空

本报讯 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人才是关键。 市农

业农村局坚持把“ 头雁”选派培育作为推进乡村人才振

兴的重要抓手和促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农民致富增

收的示范带动措施，扎实推动“ 头雁”选派培育工作顺

利开展， 着力打造一支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适应的人

才队伍。

根据实施“ 头雁”项目的目标要求，经过层层筛选，

逐级审核，将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确定为“ 头雁”项目

培育对象，并及时调度各县（ 市、区）学员报名情况，确

保

2023

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 头雁”项目顺利

实施。 据了解，今年全市共安排“ 头雁”项目培育

116

人，其中稻米产业

19

人、油料产业

22

人、果蔬产业

17

人、茶叶产业

18

人、中药产业

5

人、水产产业

20

人、畜

牧产业

15

人。“ 头雁”项目将依托中国农业大学、华中

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

3

所高校作为培育机构，针对

“ 头雁”学员从事的产业类型和发展需求定制培训内容

和方式，采取累计一个月集中授课、一学期线上学习、

一系列考察互访、一名导师帮扶指导的“ 四个一”培育

模式，对产业带头人开展定制化、体验式、孵化型培育。

同时，以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 头雁”项

目为引擎，每年实施“ 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育

400

余人、定向培养基层农技员计划培育

40

余人、培育高

素质农民

2800

余人、基层农技员培养

400

余人。 通过

实施一系列农村人才培育计划， 一批现代农业产业领

域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 新农人”正成为

乡村振兴的“ 领头雁”，为建设特色鲜明的现代农业强

市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 管德泳）

近日， 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3

名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

返回舱成功着陆。回首来时路，从天宫、北斗、嫦娥到天

和、天问、羲和，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历史。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国航天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航天重大工程圆满实施，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我国

从航天大国加快向航天强国迈进。

航天工程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多种学科的进步共

同支撑着航天事业的创新发展， 其中空气动力学研究

被誉为飞行器设计的 “先行官”。 航天事业每一次进

步的背后， 空气动力学研究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航天强

国建设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必须加快空气动力学等

领域的研究和自主创新步伐， 为航天事业发展注入强

劲动能。

心怀“国之大者”，强化战略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 “要坚持 ‘四个面向’， 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

探索 ‘两条腿走路’， 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 以空气动力

学研究推动航天事业发展， 就要始终把握好科技发展

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 把握好科技创新规律和企业发

展功能定位， 补齐关键核心技术短板， 攻克 “卡脖

子” 难题， 不断在前沿探索中研究新问题、 推出新举

措、 取得新成效。

加大要素投入， 推动数字化转型。 航天空气动力

学的创新需要大量研究数据作为支撑， “数据驱动”

是必要手段。 这就需要不断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平

台， 实现研究数据在生产、 存储、 共享、 分析等各环

节的联通。 同时， 应建立新一代科研生产数字化协同

研制平台和上下贯通的科研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 将

数字化充分运用于理论计算、 风洞试验和飞行试验等

各方面， 覆盖航天空气动力学建模、 生产、 试验、 分

析全流程， 实现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融合。

创新体制机制， 激发人才活力。 进一步做好人才

工作， 才能持续增强人才效能、 释放创新红利。 比

如，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探索建立符合基础

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创新平台和制度机制， 从

政策条件、 院管课题、 科研经费等方面给予基础研究

稳定支持； 通过学术技术带头人提名机制、 型号项目

负责人选拔机制、 课题负责人选聘机制、 重要任务

“揭榜挂帅” 机制把骨干遴选和识别出来， 给予相应

奖励， 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 实践证明， 人才有

活力， 就能为创新注入充沛动能。

培育创新文化， 强化精神引领。 文化是推动航天

事业持续发展的内在力量。 空气动力学相关领域的研

究， 特别是基础研究， 周期长、 难度大、 投入多、 风

险高， 要求科研人员耐得住、 钻得深。 在拼搏攻坚

中， 中国航天人培育形成了 “两弹一星” 精神、 载人

航天精神、 探月精神和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宝贵精神财

富。 用好精神文化资源， 发挥榜样带动作用， 有助于

激励广大科研人员既仰望星空、 又脚踏实地， 以 “功

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 的担当勇毅前行。

在一代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中， 中国航天事业发

展写就了壮美篇章， 也必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新征

程上， “飞” 得更稳、 更远。 加快包括空气动力学在

内的各领域研究， 在基础研究方面下苦功夫、 真功

夫， 就能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为强国

建设、 民族复兴作出新贡献。 （ 王献雨）

后溪村：

文明新风润民心

走 进 文 明 村 镇

本报讯 记者任晓莉报道：广

丰区毛村镇后溪村以持续创建文

明村镇为抓手， 深入推进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 加强群众性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把“ 文明指数”转化

为“ 幸福指数”，村庄上下其乐融

融，处处洋溢着新时代文明新风。

整洁宜居的公共环境是文明

村镇的重要基础。 后溪村将文明创

建与爱国主义教育、 文物保护、红

色旅游等工作相结合，持续深入推

进环境卫生整治， 着力打造干净、

整洁、有序、文明新风貌，确保文明

创建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细，切实

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

“ 以前车辆都乱停乱放，地面

垃圾没人清扫， 现在停车规范有

序、村容村貌干净整洁，道路基本

硬化，没有杂草丛生的现象，让人

感觉很舒服。”村民陈大爷笑呵呵

地说。

整治成效要看得见、更要留得

住。 为持续巩固提升文明创建各项

成果和水平，后溪村在常态化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的同时，坚持立足实

际、勇于创新，积极探索长效机制，

不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努力开创

文明创建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任晓莉报道：学校作为精神文

明创建的重要阵地， 在创建文明和谐社会中发

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广信区求实学校

聚力文明校园建设，通过开展丰富的校园文化、

特色活动、美化校园环境等工作，全面提高师生

文明素养，助力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该校注重校园文化和班级文化建设， 以海

报、电子屏、广告宣传牌、文化墙等为载体，向师

生及家长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和

重要意义，宣传创文知识，号召家长和老师以身

作则，为学生做出良好的行为典范，传播社会正

能量， 培育社会文明新风尚。 坚持生活劳动教

育、实践劳动教育、服务劳动教育相结合，打造校

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开设实验田劳动课程，让

学生亲身体验劳动带来的快乐和价值， 以劳树

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从知到行切

实培养学生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提升劳动素

养、塑造劳动品格，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 此

外，该校党员教师、少先队志愿者积极响应号召，

带动其他同学在学校周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将

道路两边的垃圾捡拾干净， 打扫清理卫生死角，

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周边环境的焕然一新。

求

实

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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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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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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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文明校园巡礼

10

月

31

日， 万年县

湖云乡吾峰村委会万杨村

荞麦种植基地， 游客在荞

麦花海中赏花拍照。 湖云

乡依托本地特色资源，积

极探索发展 “荞麦种植

+

花海观赏

+

农产品加工 ”

一二三产业融合 “美丽经

济”，将不适合种植水稻的

田地改种荞麦，呈现出“地

中有花、花中呈景”的美丽

景象。 徐声高 摄

11

月

2

日上午，以“激扬青春，创出未来”为主题的

2023

年铅山县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

校毕业生秋季专场进校园活动，在上饶市信州理工学校举行。此次招聘会面对有创业就业意

愿的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失业人员和部分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现场共发放宣传册

300

多份，为

200

多名学生提供了精准就业指导。 汪进 摄

就业招聘进校园

立冬：

作别深秋 拥抱冬阳

本报讯 记者徐素琴报道：

11

月

8

日是第

24

个中国记者节。

11

月

7

日，上饶市总工会开展“ 中国

记者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工

作在全市新闻战线的全体同志致

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上饶市总工会有关领导对新

闻工作者不辞辛劳， 创作出一批

有思想、 有深度、 有温度、 有品

质的新闻报道表示肯定， 感谢大

家在讴歌时代精神、 弘扬社会正

气、 讲好上饶故事中所作出的努

力。 新闻工作者们纷纷表示， 将

继续发扬吃苦耐劳、 不懈奋斗的

精神， 忠实记录、 热情讴歌广大

职工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伟

大实践， 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营

造更好的舆论氛围。

活动之后， 大家一起回顾了

上饶市工会工作的历史， 并参观

了新落成的上饶市工人文化宫。

这里不仅有供户外工作者停留歇

息的工会驿站， 还将建成为我市

广大职工提供文化艺术、 娱乐健

身、 会议培训为一体的大型“ 充

电站”。 职工们在工作之余， 可

以来此学习琴棋书画 、 锻炼健

身， 还可以参加插花、 烘焙、 编

程等各种类型的讲座， 既能陶冶

性情， 又可分享美食， 还可以学

习进步， 是一个名符其实的“ 职

工之家”。

新华社天津

11

月

7

日

电（ 记者周润健）岁月翻过一

页，时令另起一行。北京时间

11

月

8

日

0

时

36

分迎来立

冬节气，此时节，秋意还未散

尽，橙黄橘绿，青黄夹杂，霜

叶缤纷，红枫摇曳，各种色彩

“ 碰撞”交织，晕染出一幅幅

五彩斑斓的画卷。

天津民俗专家、 专栏作

家由国庆介绍说， 立冬是二

十四节气中第十九个节气，

也是冬季第一个节气。 古籍

《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中云：

“ 立，建始也”，又说，“ 冬，终

也，万物收藏也”，和立春、立

夏、立秋一样，立冬之“ 立”也

意味着“ 自此开始”。

其实立冬并不等于气象

学意义上的冬天来了， 我国

大部分地区依然被多彩的秋

色点染着，美不胜收。 北方，

在秋风的抚慰下， 树叶由绿

转黄、 开始落叶， 或已经落

叶， 满地金黄， 铺成一地锦

绣，很多人“ 不忍心”清扫，是

为了留住秋天的美好。南方，

银杏飘黄、枫叶流丹，到处更

是一派迷人秋色。

在古人眼中，每一个

节气都是一首诗。 千百年

来，无数文人墨客在草木

变化中描绘了一个又一个

属于他们自己的秋去冬来。

宋代苏轼这样描写：“ 一

年好景君须记， 最是橙黄橘

绿时。”宋末元初陆文圭这样

吟诵：“ 黄花独带露， 红叶已

随风。 ” 明代王穉登这样写

道：“ 秋风吹尽旧庭柯， 黄叶

丹枫客里过。 ”

立冬也是人们享受丰

收、休养生息的时节，通过冬

季休养， 期待来年的生活兴

旺如意。

“ 立冬有秋收、冬藏的含

义， 古时人们辛苦劳作了一

年， 会在立冬日这天好好犒

劳一下自己， 比如吃些驱寒

的食物，补充体能和热量，充

实元气，调节身体，以适应气

候变化，称为‘ 补冬’。 民谚

‘ 立冬补冬，补嘴空’就是最

形象的比喻。 ”由国庆说。

立冬时节秋色正浓，但

也意味着姹紫嫣红开始退

场， 广袤大地渐归纯粹、舒

缓、 寂静。 在这秋冬交替之

际， 记得吃盘饺子、 涮次火

锅、喝碗羊汤，用“ 舌尖味蕾”

感受岁月更迭和季节轮转，

然后作别深秋，拥抱冬阳。

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

11

月

7

日上午， 我市离退休干部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

重要讲话精神专题报告会举行。

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任海斌作专

题辅导报告。

任海斌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

时隔四年再次亲临江西考察， 特

别是到上饶婺源考察指导， 既给

予我们鼓励肯定 ， 又为我们指

引航向。 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江西的重大意义，牢

牢把握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核

心要义、实践要求，解放思想、开拓

进取，扬长补短、固本兴新，以“ 走

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姿态，奋

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

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任海斌强调， 全市各级老干

部工作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找准融入全局、服务大局的切

入点、着力点，精准做好关爱服务，

积极引导老同志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

讲话精神上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

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

护”。 希望广大离退休干部能够老

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继续

发挥特长和余热， 为建设制造强

市、打造区域中心作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