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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11 月 12 日给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回
信，勉励他们学习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
神，为建设航空强国积极贡献力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以罗阳同
志为榜样，扎根航空装备研制一线，在
急难险重任务中携手拼搏奉献，这种团
结奋斗的精神非常可贵。

习近平指出，你们在信中表示，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让青春
在建设航空强国的火热实践中绽放光
芒，说得很好。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
伟蓝图变成现实，需要各行各业青年勇
挑重担、冲锋在前。希望你们继续弘扬
航空报国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在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
登，在促进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上积极
作为，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

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2012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
对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沈飞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罗阳因公殉职一事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罗阳同志优秀品质
和可贵精神。

（下转第五版）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航工业集团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

在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

本报讯 （记者 周文丹 共享联盟·
滕头村、宁波市总工会 傅丹丹 郁诗怡）

“今天在这里宣讲二十大精神，我的内
心充满感激，因为我是一名在总工会关
心下成长起来的基层劳模⋯⋯”近日，
党的二十大代表、奉化区萧王庙街道滕
头村党委书记傅平均来到宁波市总工
会，向来自宁波各级工会的机关干部宣
讲党的二十大精神，此外，350 余万名
宁波职工可通过视频直播或者回放形
式收看宣讲。连日来，傅平均已连续开
展了 30 余场不同形式的宣讲，与党员
干部、职工、村民、青年群体一起学报
告、谈感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全社会弘
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
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
貌。滕头村总共有 14 名各级劳模，是
一个名副其实的“劳模村”。傅平均以
滕头村的故事为例：“滕头村发展成长
最大的动力，就是来自‘爱岗敬业、争创
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
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他告诉大家，
奋斗路上，正是“一犁耕到头”的滕头精
神，引领滕头村从“田不平地不平亩产
只有二百零”的贫困村庄，变成现在这
个“了不起的村庄”。

创新是劳模精神不断发展、与时俱
进的时代内涵。作为一名农村代表，傅
平均在宣讲中反复提到报告中的三个
热词“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农业强
国”。在他看来，乡村振兴路上，同样离
不开创新。他回忆，2017 年 9 月，自己
接过村庄发展的接力棒，创新发展的道

路走得更加坚决。
现场，傅平均还分享了两个关于创

新致富的故事。第一个是关于滕头村
再创业。2019 年，滕头村转型创办了
新材料公司。2020 年 1 月，企业开始
试生产，当年亏损 500 万元，村里出现
了很多不认同的声音，认为滕头村没必
要搞创新。好在村两委班子“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去年实现营收 15 亿
元，利润近1亿元。

第二个是关于蜂蜜水的故事。在
产业帮扶结对村河北阜平店房村，滕头
出资300万元建起矿泉水企业，把当地
的蜂蜜与矿泉水合成一个产品——蜂
蜜矿泉水，去年该项目实现产值 1800
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原来的 20
多万元增至 50 多万元。通过创新增
收，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让我信心满满，
对未来充满期待。”傅平均告诉大家，本
月初，滕头村未来社区（未来乡村）项目
正式开工。建成后，滕头将成为具有乡
村特色的“科创、文创、农创”三创共融
的城乡融合发展示范窗口。未来的滕
头，将成为令人向往的美好新家园。

滕头村还将对内依托党建联建，带
动奉化城西片区联动发展；对外依托乡
村振兴学院，把更多具有滕头特色、奉
化标识的经验做法推向全国，帮助更多
村庄走上共富之路。

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生动透彻的讲
述，引来现场阵阵掌声和强烈共鸣。宁
波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朱学峰表
示，接下来，宁波工会还将继续广泛深
入持久开展重点工程立功竞赛和劳动
技能竞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

二十大代表、奉化区萧王庙街道滕头村党委书记傅平均——

用劳模精神成就非凡
二十大代表、奉化区萧王庙街道滕头村党委书记傅平均——

用劳模精神成就非凡
党代表在基层

编者按：前段时间的罕见高温少雨
天气，造成我省多地旱情持续发展，给
人们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影响，尤以浙中
及浙南地区形势较为严峻。据气象预
测，全省大部分地区四季度降水量较常
年少二至五成，届时用水形势将更加严
峻，出现秋冬春连旱概率较大。本报今
推出“抗旱记”报道，关注一线旱情。

撒下的鱼苗，没等长大就被迫打捞

上来低价卖掉——近日，记者在衢州见
到了一桩心酸事。原来，由于长期干旱
少雨，龙游县横山镇天池水库蓄水率持
续降低，养鱼专业户邓卫民为了尽可能
减少损失，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记者来到天池水库，只见原先清澈
丰盈的水库已经裸露出大面积的浅滩，
邓卫民和工人忙着把网兜里的鱼装进
桶里。“正常情况下，这时候平均都该 1
斤多重了。”邓卫民看着刚打捞上来只
有三四两重的小鲫鱼痛心地说。今年3
月，他们公司投放了 30 多万尾鱼苗，没
想到却遭遇高温，8 月水库里的鱼就死

了 3000 多斤。随着干旱的持续发展，
水库蓄水率快速降低，自然也要减少饲
料投喂，缺水少食的鱼儿又瘦又小。“实
在是没办法了！与其眼睁睁看着鱼干
死，不如忍痛卖掉。”邓卫民叹了口气，
估计今年损失要超过30万元。

持续的旱情不仅苦了“靠水吃饭”
的淡水养殖业，也对种植业造成不小的
影响。

秋种油菜忙，眼下正是一年中开厢
起垄、移栽油菜的好时节。在江山市大
桥镇，种粮大户刘永飞脸上却愁云密
布，他的 200 余亩油菜，放眼望去，稀稀

疏疏。受今年干旱影响，附近灌溉区水
源不足，再加上承包的不少土地处在山
垄之间，取水困难，他只能四处寻找山
塘和水塘，抽水灌溉油菜。“油菜种子含
油量高，发芽时要吸收足够的氧气和水
分，今年土壤湿度根本不够，油菜出苗
率和发育率都很低。”刘永飞直叹气，

“今年的油菜平均每亩要损失300元。”
在松阳县板桥乡，有着 12 年种植

经验的农民许岩富面对成片焦枯的油
茶树欲哭无泪。“原先 500 斤茶油的产
量，今年连 10 斤都没有。”

（下转第四版）

全省打响农业抗旱保卫战

旱情连连，农业之渴如何解
本报记者 朱 承 梅玲玲 肖淙文 祝 梅 陆 欣

抗旱记

11 月13日，在位于德清县康乾街道的杭德市域铁路高铁站施工现场，杭德市域铁路项目首台盾构机下井，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盾构
区间施工阶段。杭德市域铁路全长25.6公里，沿途设9个站。图为工作人员指挥盾构机刀盘吊装下井。 拍友 王树成 摄“蛟龙”入地

本报讯 （记者 徐坊 通讯员 邵斌）
近日，湖州 14 位初中教研员来到安吉
县梅溪中学开讲示范课，给这里的孩子
们带去了精彩的课程，也为教师们打开
教学新思路，吸引了全县 15 所“教共
体”学校 95 位教师现场观摩。这是湖
州“优教共享”班车最近开展的一次活
动。记者从湖州市教育局获悉，该市通
过“优教共享”班车加速优质师资力量
辐射乡村学校，不断推进教育资源均等
共享。目前已有 192 所学校（校区）加
入“教共体”，239 名优质城镇学校教师
交流到薄弱乡村学校，22万余名义务段
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占全市义务段
学生总人数的83.2%。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教共
享”班车，是湖州推出的模拟公交车运行
模式促进教育公平、缩小城乡差距的一

种工作机制。在“教共体”建设中，承担
主体责任的市教育局担任“司机”，载着

“乘客”——全市216所义务段学校的师
生，努力驶向一个个“公交站点”，也就是
建设方案排定的一个个目标任务，并在
2025年抵达“全市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
务均等化全面实现”的“终点站”。

近日，吴兴区织里镇吴兴实验小学
的一堂科学课上，刚从湖州百年名校爱
山小学交流过来的何建红老师，带着学
生制作“水钟”，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掌握
科学原理。“我教书 20 年了，曾在原来
学校任科学教研组组长，到了这里也一
样，不仅上课，还帮着带年轻老师。”何
建红说，她将在吴兴实验小学帮扶带教
一年，尽自己所能帮助提升教学质量。

“班车”运行中明确，优质城镇学校
每年至少派出一名骨干教师和若干名
优秀教师到薄弱乡村学校任教，数量不

低于教师总数的10%。同时，乡村学校
的教师也可以到城镇学校交流任教，加
快进步。

除了教师交流，“班车”还推动“教共
体”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优质教育
资源跨时空共享。地处三省交界的长兴
县煤山中学与县城的长兴县实验中学是
结对学校。每两周，两校都会选一个班
开展同步课堂，共上一天课，涵盖全部学
科。长兴县实验中学的老师通过互联网
同时给两个班的学生上课，煤山中学的
老师旁听。课后，两校老师围绕课堂细
节展开交流研讨，取长补短，共同提
高。截至10月底，今年湖州市“教共体”
间已开展同步课堂2429节。

美术、音乐等专业老师紧缺是乡村
学校面临的另一个普遍难题。目前，湖
州“教共体”正在德清探索破解之道。
该县 55 名优秀美术老师组成“云上教

研组”，与乡村学校的美术“兼职教师”
结对。上课时，专业老师通过网络直播
讲解理论知识，“兼职教师”现场协助实
践指导。德清乡村学校已有 108 个班
级、4000 多名学生享受到这种“双师配
合”的教学模式。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教育资
源均等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一
环。”湖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保证“班车”开得又快又稳，湖州专门出
台激励政策，鼓励师资流动、优化。如
教师从城区学校流动到乡村学校任教，
视同农村学校任教经历，发放高于省均
的津贴、补贴；对“教共体”工作中表现
突出的教师，在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
方面优先考虑等。日前刚出炉的湖州
市首批 50 名基层教学能手中，就有 12
人是从城镇学校交流到乡村学校任教
的老师。

湖州探索“优教共享”推动教育资源均等化——

这趟“班车”开往教育公平
贯 彻 二 十 大 创 造 新 业 绩

解 码 新 动 能

不少人路过中国科学院基础医学与肿瘤研究所（下称
“中科院医学所”）时，常常不解：一家“国字号”的科研院所，
为何选址刚刚起步的位于杭州市钱塘区的杭州医药港小
镇。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医学所所长谭蔚泓对此十分淡定：

“这座年轻的小镇，给同样年轻的中科院医学所和生物医药
产业带来无限可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
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创新使命激发着中科院医学
所——占地 120 余亩的一期空间里，打造生命健康科创高
地的雄心脉动。

走进落户浙江刚满 3 年半的中科院医学所，勃勃生机
扑面而来——由60余名国家杰青、优青及海外优秀青年人
才组成的科研核心骨干队伍，平均年龄不到 37 岁；开放明
亮的实验室里，摆放着全球最前沿的仪器设备；已获批的
40 余项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激发年轻科研人员的创新
热情。

“浙江正在聚力打造生命健康科创高地，中科院首个以
医学命名的研究所在这里诞生，是有一片广阔空间的。他
们有责任更有动力为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带动浙江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作贡献。”谭蔚泓带记者来到他最为熟悉的
1号科研楼。每天，包括智能分子诊断中心、核酸适体筛选
中心、创新药物与精准诊疗中心、生命组学中心等在内的
10多个实验室在这里高速运转。

推开智能分子诊断中心的一扇磨砂玻璃门，国家优青
获得者李娟研究员正与团队成员进行一场动画模拟演示。
电脑屏幕上，一股深蓝色的液体在人体影像模型内高效“穿
行”，并时不时在几个特殊的“位点”稍作停留、标记；短短几
秒钟，若干特殊的“位点”就被点亮了。

“这个点亮的过程，全世界都在寻找。”李娟说，眼下智
能分子诊断中心正在忙碌的“核酸适体点亮肿瘤”课题，就
是利用核酸适体的靶向识别特性寻找肿瘤病灶。一旦点亮
的过程应用于临床，肿瘤被发现和诊断的时间将大为提前。

聚焦全球前沿，不久前，医学所还做成了一件颇为勇敢
的事。去年 5 月，两院院士大会后，在国内起步不久的
mRNA 疫苗研发进入谭蔚泓的视线。他从北京回到杭州
后，迅速组建了一支十余人的攻关队伍。未满30岁的谢斯
滔，因为有着交叉学科的优势，成为这支队伍的主要负责人
之一。“我们‘从零开始’，用了95天就取得了国内领先成果，获批4项国家授权专利，
目前正在与艾美疫苗公司、浙江省疾控中心等进行临床前测试。”谢斯滔说。

正是这种勇气，促成了医学所以核酸分子医学、智能分子诊断与靶向药物、恶
性肿瘤分子诊疗临床转化研究为主攻方向，并先后在国产 ECMO 的研发、核酸适
体药物、细胞治疗装备等多个领域率先破题。 （下转第五版）

在中科院医学所

，触摸建设生命健康科创高地的强劲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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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下，浙企时隔三年再次踏出国门，收获订单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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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涂佳煜） 近
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的“三农这
十年——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成就展”
上，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装备研究
所自主研发的“设施精准植保作业机器
人”精彩亮相。这个机器人可以自动进
退、转向，可以折叠、升降喷杆，还可以
精准喷洒药液到叶片背面，实现病虫害
精准防治。观众感叹，没想到田间地头
的作业也可以如此具有“科技感”。

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

科技的翅膀。省农科院装备所充分发
挥浙江省“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双强行
动的政策优势，在现代农业技术与装备
的前沿攻关创新。尤其是针对东南地
区丘陵山地广布的土地特点，装备所因
地制宜，开展了不少研发工作。

今年，省农科院获批建设部级科研
平台“农业农村部东南丘陵山地农业装
备重点实验室”。“这是对我们近年来工
作的一大肯定。”装备所所长俞国红表
示，接下来，装备所将聚焦重点产业，围

绕农机农艺融合技术模式、装备智能化
关键核心技术、适用农业装备创制与应
用、农机标准化与数字制造等方向建设
实验室平台，助力浙江建设国家丘陵山
区适用小型机械推广应用先导区。

围绕丘陵山地小型化农机具、设施
适用装备，装备所已取得了一系列代表
性成果。每年，都有多项技术被列为浙
江省农业主推技术。

今年，绍兴御茶村迎来了一位“新
帮手”——让茶农坐着就能独立完成茶

叶采摘、茶树修剪的“轻便自走式大宗
茶采摘修剪机”。这台设备实现了乘坐
式茶叶采摘机的国产化替代，在轻简化
动力底盘、液压动力传输、长宽幅切割
刀片、作业装置快速换装等方面均有突
破。此外，针对丘陵山地宜机化改造成
本高的问题，装备所还研发了山地轨道
智能运输系统，在丘陵山地安装模块化
轨道，配置动力牵引模块和自动装卸平
台模块，配备专用操作系统，打通农机
上山“最后一公里”。 （下转第四版）

省农科院加快建设东南丘陵山地农业装备重点实验室

打造农机“山地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