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志贤 通讯员 王振宇

“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哈沙图村
的第一书记葛勇勇在调查走访中，了解
到有一户只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的人
家，儿子遭遇过车祸，腿脚不便，母亲也
患有疾病。为了帮助这位饱经磨难的母
亲，书记拍下了她吃的药，并承诺帮其联
系义诊或带到大医院看病……”

这篇长约500字的工作日志，记录了
驻村第一书记葛勇勇在 3月 28日至 4月
3日的工作日常。它的记录者，是内蒙古
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大一学
生、“小云书记”志愿者关川琦。

“小云书记”志愿者项目是通辽市乡
村振兴局、团市委和内蒙古民族大学文

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联合打造的，面向乡
村振兴、引导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驻村第
一书记的志愿者项目，是 2020 年全国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2 年自
治区大学生思政精品推广项目。该项目
以“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为宗旨，自 2020 年 3月启动以来，一
批又一批大学生志愿者接续而行，志愿
者项目不断完善，志愿者队伍不断壮
大。目前该项目团队已经成功研发了一
款专门服务驻村第一书记的手机应用软
件——“小云书记”APP，并获得了国家版
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

驻村第一书记平时工作忙，日常工作
来不及总结怎么办？想宣传当地土特
产，不会做短视频怎么办？农作物遇到
虫害想找专家怎么办？想系统了解乡村

振兴政策怎么办……这些问题，“小云书
记”项目都能帮助解决。“小云书记”APP
设置了“小云见证”板块，有专门的志愿
者帮第一书记做周工作总结、月工作简
报；“小云书记”志愿者来自新闻传播类
专业学生，做短视频“小菜一碟”；“小云
专家库”板块搭建起高校专家与驻村第
一书记的沟通帮扶平台；“小云书记”网
罗各类乡村振兴政策，提供政策解疑释
惑平台……

“小云书记”项目指导教师之一、内蒙
古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
孙艳艳说：“‘小云书记’将家国情怀、专
业实践和思政教育紧密融合，打通专业
课程、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三重课堂，引
导学生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今，在“小云书记”项目指引下，学
校 60 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对接通辽市各
旗县 17名驻村第一书记，协助整理日常
工作动态，拍摄宣传乡村振兴工作的短
视频、建立各嘎查村的“乡村振兴发展档
案……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提振乡村振
兴精气神。

“‘小云书记’可帮我大忙了！”通辽
市科左中旗中章古台嘎查驻村第一书记
魏孝男说：“项目给我们选派了 5名志愿
者，他们协助我做工作总结、完成一些重
要活动的新闻稿写作等，大大减轻了我
们第一书记的工作压力。不仅如此，‘小
云书记’志愿服务平台还发挥高校优势，
围绕农牧民关切的种养殖难题开展系列
讲座，每期讲座老百姓的参与度都非常
高，收获颇丰。这样的服务对我们的乡

村振兴工作帮助太大了！”
经过近一年的志愿服务，志愿者白花

一次次接触到驻村第一书记们的感人事
迹，一次次接受着心灵的洗礼。她说：“在
这些驻村干部身上，我深切感受到了无私
奉献，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深刻感悟到了乡村振
兴对新时代青年大学生智慧与力量的迫
切需求与感召。志愿服务虽辛苦，但我一
定会坚持下去，希望能在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中贡献一份属于我的青春力量。”

●创新创业

●新青年

●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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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过程中，记者不断被志愿者们的热
情所感染。与驻村干部一起下地考察、主动
学习设施农业知识、帮驻村干部细心整理工
作总结、扛上摄像机深入田间地头记录乡土
故事……这些“00 后”年轻人不怕苦、不怕
累，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头上顶着骄阳，脚
下沾满泥土，心中装着老百姓，展现出新时
代大学生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他们是一
道道流动的风景，为乡村注入无限活力。

关于“小云书记”项目，他们还有很多事
要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继续发挥他
们专业所长，拍摄《嘎查第一书记》纪录片，
把一个个可敬可爱的人物带到公众视野中
来，充分挖掘驻村干部的感人事迹和奋发精
神，传播正能量。

就像志愿者席圆圆说的那样：“在乡村
振兴的沃土上，当代大学生大有可为、大有
作为！”

记者手记

□许雪峰（内蒙古高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一间房
养护所养护工、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

我的父亲是交通系统的老职工，我从小跟着他修路、夯土，对路竟生
出许多亲近感来。后来，我也成了交通系统的一员，更加深刻体会到了

“人在路上、路在心上”“无私奉献、甘当路石”的公路养护职业精神内涵。
其实，刚进公司时我是一名收费员，后来才从事的养护工作。我这

人爱琢磨，想着干一行就得爱一行，于是，就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研究养
护公路知识技术，并于2017年考取了公路养护工高级技师国家一级资
格证。在日常养护工作中，一些小型机械时常发生故障，为了不耽误工
期，我和同事们翻书查找相关知识、请教维修机械的老师傅，在大量实
践研究中，我学习掌握了一套疏通输油管路、清洗化油器滤芯、清除火
花塞积炭油污的方法，并运用到所内小型机械维修中，不仅节省了部分
维修经费，也减少了很多因机械小故障导致施工作业停滞带来的损失。

作为一名公路养护工，我每天都奔走在路上，发现路面有抛撒物
及时清理，发现路面坑槽及时修补，发现隔离栅损坏及时维修。公路
养护是需要体力的，一般人很难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下来。刚刚过去的
三四月份，是养护所常规路况调查时间，我一天要徒步十几公里，对路
面桥涵进行病害调查。这都不算啥，冬天就难熬了，尤其到了下雪天，

“雪停路通”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硬任务。记得有一年，呼和浩特市下
大雪一天一夜没停，我和同事们也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为了尽快通
车，清除积雪时需要机械人工一起上，我们一锹一锹地往路面洒融雪
剂，雪落在帽子上和衣领里，又被体温融化结成一层冰壳，融雪剂刮进
嘴里，又苦又涩，刮到眼睛里，蛰得睁不开眼。但我顾不上这些，那一
刻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晚上气温会更低，如果路面上有雪，加上融雪剂
的作用，就会结成冰。高速公路有冰，对于过往的车辆有多大危险可
想而知。所以我们不停地撒融雪剂，终于等到雪停了，路清了，才感觉
脸和手冻得已经没有了知觉。

粗略计算，从业 13 年来，我养护巡路、施工作业过程中徒步里程
已超过 6000 公里。公路养护工作虽然很辛苦，但能为群众出行提供
顺畅的行车环境，我还是由衷地高兴和自豪。

（本报记者 张璐 整理）

强国宣言：公路养护工作虽然很辛苦，但能为群众
出行提供顺畅的行车环境，我还是由衷地高兴和自豪。

●正青春

□本报记者 刘志贤

“太好了！没想到我们的专利成果竟然能落地转化。”不久前，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生李娜收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笔科技成果转让金，
她惊喜地说。

事情回溯到2020年下学期，为深化大学生实践教学改革，提高师
范生的教学基本技能和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内蒙古师范大学组织了首
届师范生教具制作大赛，大赛从126个作品中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作品共78个。大赛结束后，部分获奖作品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
交了专利申请。2021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给学校寄来无人机干扰器演
示教具、噬菌体侵染大肠杆菌演示教具、涡流演示教具、多功能断层演
示教具、声波动态演示教具、防尘擦等6个学生教具作品的专利证书。

为促进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这不，学校又马不停蹄联系自治
区科技厅咨询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和法规，并在自治区科技成果
（专利）交易平台实行交易，让这6项专利成果落地转化。

涡流演示教具的制作者、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学生蔚梓琪说：“当
得知我们用快递纸盒、废弃铝片等拼装制作的、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教
具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时，我已经很满足了。没成想学校还能为我
们争取到专利成果转化的机会，并且还获得了奖金奖励。”

噬菌体侵染大肠杆菌演示教具的制作者、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学
生李娜感慨地说：“从教具制作到参加院校比赛，再到获得专利证书，
再到签约专利转让事宜，整个过程我收获很多。不仅学到了很多专业
知识，更深刻领悟到了创新的重要性。我们制作的教具能够获得专利
以及落地转化，是对我们能力的一种肯定，鼓励我们展现青年人的力
量，大胆去挑战、去创新。”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苏贵斌说：“技术使用权的转让标
志着学生专利将产生社会、经济效益。这是学校推进师范生教育实践
改革的重要突破，不仅对实践育人体系建设提供了有效模式，也为自
治区乃至全国师范类院校师范人才培养提供了实践经验。”

苏贵斌介绍，2021年下半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继续举办了第二届
本科生教具制作比赛，目前16项获奖作品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专
利受理通知。

“没想到我们的专利成果竟然能落地转化”

□本报记者 于欣莉

“认定一件事儿，就要心无旁骛的
去做。”这是翟飞洪经常说的一句话。
他是一名自主择业的内蒙古退役军人，
带动近百名退役军人就业，走出了一条
自强不息、永葆军人本色的创业之路。

翟飞洪曾在部队从事多年军医工
作，刚从部队到地方时，他有些茫然
不知所措。拿着退役金，他本可以过
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可思来想去，他
不 顾 亲 友 反 对 扑 进 毫 无 经 验 的 商
海。2010 年，翟飞洪创建了一家超市
购物车媒体广告企业，凭着一股不服
输的精神和军人诚信重诺、干脆利落
的行事作风，他渐渐赢得了客户的尊
重和信任。

当别人都以为翟飞洪会就此“安
分”下来，他却又开始了新的“折腾”。
2014 年，战友因孩子近视的问题找到
他，他意识到青少年近视已经成为当
前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怀揣着
神圣的使命和对市场的了解，翟飞洪
把全部精力投向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事业。经过深入的研究，他发现坐姿
不正确是青少年近视眼高发的主要根
源。凭借着扎实的医学功底和人体力
学知识，他发现，坐姿状态下人的上身
无法有效地支撑，他似乎找到了“开锁
的钥匙”。

翟飞洪提出了“为脊柱科学解压”
的理论，利用三角形的原理，遵循教育

部“头正身直臂开足安”正确坐姿和
“一拳一尺一寸”标准读写姿势的要求，
构思了坐姿矫正器的雏形。经过反复
的核定尺寸，他用KT板组装了一个坐
姿矫正器，并顺利拿到了国家专利。

紧接着，他找到一家机械加工企
业，在这里绘制了第一张坐姿矫正器
3D图，用PP料机械加工了第一个真正
意义上坐姿矫正器。在反复体验，不
断修订后，他南下广东加工模具，2016
年 1 月，产品终于批量生产并投入市
场。

一款在人们心目中毫无概念的发
明产品，如何开拓市场、推广销售？难
题又一次摆在了翟飞洪面前。

全国教育装备展是教育行业的盛
大集会，从 2016 年第 70 届沈阳展到
2020 年 第 78 届 重 庆 展 ，他 一 场 没
落；展位由简单的标展发展到特装，
参展人数由他一人发展到十多人。
5 年的参展经历给翟飞洪的事业打
开了一扇窗，他的坐姿矫正器和正姿
课桌系列产品，入选第 77 届中国教
育装备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发
布会，正式亮相全国，受到业界的高度
关注和认可。

翟飞洪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希
望通过我的努力，让青少年都能拥有
一副挺拔的身姿，用一双明亮的眼睛
看世界，看未来。”未来，他还将持续发
扬军人“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的
优良传统，在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中，
为回馈社会而继续奋斗。

爱折腾的退役老兵

□文/见习记者 杨林枝
图/本报记者 王磊

在关鑫的手下，一件件传统的民族
服饰通过创新设计，融入时尚元素，变
成了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的服饰。

关鑫是一位“80后”创业者，从内蒙古
工业大学纺织学院服装设计专业毕业后，
她一直在服装厂工作。凭着对服装设计的
热爱，2013年，关鑫开了第一家自己的
服装店，经过一路坚守原创、实干拼搏，
2016年，她又创立了自己的服饰公司。
从最初30多平方米的服装工作室奋斗
到今天，源于关鑫的一颗“匠心”。从一
颗纽扣到一块面料，从设计到剪裁，无

数次的制作、修改，再制作、再修改，在
关鑫眼里，每件衣服都是有生命的，每
件衣服都是一件艺术品，它们不能被简
单的复制，而要有自己的特色。

因为热爱，所以坚守；因为梦想，所
以奋斗；因为创新，所以出彩。这位美
丽的姑娘，设计了一件又一件独一无二
的“艺术品”，不断迸发出属于她的青春
光芒！

我区开展“大手拉小手”润心教育

连日来，自治区教育厅统筹指导全区大中小学深入开展以“润心
育人，助力成长”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积极推动我区高校对口
支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活动由15个自治区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示范中心发挥专业优
势、整合各类资源，以“大手拉小手”的形式，示范带动对口支援盟市开
展包括心理游园会、家长心理课堂、团体沙盘游戏、朋辈心理微课大赛
等系列活动。例如，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与呼和浩特市各中小学手拉手，开展“青春向党，与爱同行”心理游园
会和家长心理课堂活动。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鄂尔
多斯市中小学结对，开展“认知自我，扬长避短”线下团体心理辅导
等。活动覆盖全区大中小学生、家长及广大教师，有利于构建学生积
极心理品质，营造家校社共同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氛围。

（见习记者 李存霞）

东胜区：
让作业由“狂轰滥炸型”变为“精准制导型”

为有效落实“双减”政策，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通过对信息技术手段
的充分利用，不断提升作业优化设计和管理能力，真正实现教育教学
减负、提质、增效，走“新”更走心。

各学校充分利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优化作业设计，通过智能扫描
等技术手段设计“好作业”，引导学生利用信息化手段把自己的易错
题、读书主题、英语绘本等制成“智慧作业二维码”等。同时，东胜区教
育体育局实施校领导联系年级组、学科组的精细化管理模式，利用云
平台随时记录作业管理巡查情况，确保作业总量协调，使作业由“狂轰
滥炸型”变为“精准制导型”。 （崔秀玲）

冲吧！游泳小将牛广盛

●青春飞扬

让服饰绽放独特魅力让服饰绽放独特魅力

““小云书记小云书记””志愿者来村里了志愿者来村里了！！
●强国有我

人在路上 路在心上

●新风

□本报记者 柴思源

今年 18岁的牛广盛，游泳已经 13年
了。身高一米八的他身体条件在游泳运动
员中并不突出，但只要一入水，他便显示出
强者风范，宽阔平坦的后肩背在水中有节
奏地上下起伏，充满力量的上肢牵动身体
高速前进，耐力优秀的他总能在后程带给
人惊喜。

2018年，内蒙古游泳队正式组建，那
时牛广盛正在广东深圳读初三，业余练习
游泳，偶尔参加一些比赛。凭借出色的天
赋，他被前来选才的内蒙古游泳队教练组
一眼看中，年仅15岁的牛广盛也作出了他
人生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来到内蒙古，
正式成为一名专业游泳运动员。

加入内蒙古游泳队后，牛广盛便投入
到了备战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的紧张训练
中。专业训练极为枯燥艰辛，但他天赋好、
肯吃苦，经过长期的意志磨砺、积蓄能量
后，他悄悄在蜕变。“游泳其实特别讲究‘水
感’，教练经常提醒我们不要用蛮力拍打水

面，要温柔地和水‘做朋友’。”牛广盛把教
练的叮嘱都记在心里，在一次次身体与水
的互动中领悟和成长。

去年的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是牛广盛
第一次参加国内高级别赛事，也让众人见
证了小将初露锋芒的时刻。全运会上，牛

广盛不仅一人参与了男子100米仰泳、100
米蝶泳、200米蝶泳和1500米自由泳4个
项目的争夺，还在200米蝶泳决赛中，以1
分56秒76的成绩获得第3名，给内蒙古带
来了首枚全运会游泳项目奖牌，取得历史
性突破。

“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整个人都特别
兴奋，当时我对自己也很有信心，因为平时
训练很到位，所以并不担心临场发挥。”牛
广盛信心满满。不过，收获好成绩的喜悦
并没有让他膨胀，因为站在200米蝶泳最
高领奖台上的是和他从小一起训练的昔日
队友陈俊儿。“陈俊儿夺冠的成绩1分54秒
61，已经非常逼近 1分 54秒 35的全国纪
录，我需要更加努力才行！”收获全运会铜
牌的那一刻，牛广盛也为自己定下了再快
一点的目标。

想要取得零点几秒的突破就意味着更
多的付出和训练。全运会结束后，教练团
队围绕牛广盛的技术特点展开了有针对性
的训练。被训练填满的生活让他觉得充实
快乐：“我喜欢游泳，每天都能干自己喜欢
的事儿就很幸福啊。”

眼下，牛广盛正在国家游泳队参加第
19届世界游泳锦标赛的集训，对于即将到
来的更大挑战，他满怀期待：“世锦赛6月
18日在匈牙利举办，这次比赛是我职业生
涯的第一场国际赛事，我已经迫不及待想
要见识一下那些国际顶尖的选手了！”

志愿者向驻村干部学习设施农业志愿者向驻村干部学习设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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