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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朝阳

近日，2023年“馆校合作中小学教
师科学教育实践能力提升”项目——基
于科技馆科普资源的项目式课程开发
培训在内蒙古科技馆举行。

培训班邀请国内有关高校、科研院
所专家与科技馆资深科技辅导员联合
授课，为馆校合作、共同打造科学教育
的新模式奠定基础，助力科学教育高质
量发展。来自内蒙古、新疆、甘肃、青
海、陕西、宁夏、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 100余名中小学科学教师及馆校
合作科技馆科技辅导员线下参加培训，
并同步进行网络直播。

据悉，此次培训由教育部教师工作
司、中国科协科普部主办，中国科技馆
牵头，联动山东、内蒙古、吉林3家省级
科技馆和日照、绍兴 2家市级科技馆共
同承办，围绕基于科技馆科普资源的项
目式课程开发和科学实践活动设计两
大主题，在全国举办8期教师培训。

（记者 白莲）

百 余 名 科 学 教 师
齐聚内蒙古集体充电

□□本报记者 白莲

“通过此次调研，我深刻体会到农村
农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我
们有了更加优质的品种、更加科学的种
植方式、更加节水高效的滴灌技术，许多
高科技已经应用在农村牧区。调研过程
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索
并解决的问题。作为一名水利专业博士
生，我更深刻理解了以实际问题为导向
服务基层、把论文写在田间地头的意
义。”内蒙古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建筑工
程学院博士研究生杨震说。

杨震是内蒙古农业大学暑期三下乡
“博士团实践队”成员之一。这个团队由
13位老师和 17名研究生组成，博士生
来自7个学院，所学专业涵盖畜牧学、兽
医学、作物学、植物保护学、水利工程、农
林经济管理、农产品加工与贮藏等学
科。团队兵分三路前往乌兰察布市四子
王旗、察右前旗、察右后旗，深入18个农
牧业生产企业、合作社开展实践活动，累
计行程 2 千余公里。通过实地走访调
研，博士团成员们针对所在地区肉羊、肉
牛、奶牛等高效养殖及疾病防治，马铃
薯、向日葵、玉米及番茄等农作物的种植
和病虫害防治，田间管理以及肉类加工
等方面开展调研交流和学习，并就农牧
民所提出的相关问题给出可行性建议。

与大地贴得更近，看天空才会更
远。内蒙古农业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作为课堂教育的延续，是连接
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桥梁。通过活动，师
生真正走出课本、课堂，深入农村牧区一
线了解农牧业发展现状，将所学知识转
化为实践行动，践行了知农爱农的初心，
也为他们日后成长成才奠定了基础。

“ 博 士 团 实 践 队 ”
走村入户助力乡村振兴

●青春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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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和自
治区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落下
帷幕，但盛会在全社会点燃的运动激情持
续高涨，内蒙古青少年在赛场内外掀起的
青春风暴依然燃动。

赛事有期，精彩无限。在“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感召
下，拼搏与奋斗的故事永不退场。

自治区十五运是历届全区运动会中规模最大、水平最高、亮
点最多的一届运动会。本次全运会，设置了盟市组、群众组两个
组别，共44个大项、1232个小项，参赛规模1.5万人次。

盟市组汇聚了来自全区各地的优秀青少年运动健儿，该组别
的较量也是全区运动会的“重头戏”。这场全区青少年体育竞技
水平的沙场点兵，体育健儿用拼搏的汗水、顽强的毅力、青春的豪
迈，交出优秀答卷。

本届全运会首次设立沙滩排球项目，以全胜战绩夺得男子甲
组冠军的包头市代表队无疑是最亮眼的存在。为备战比赛，包头
市代表队的杨杰和薛钧友提前半年组成“强势二人组”进行磨合
训练。攻防有序、飞身扣球、齐跃拦网，一个个拼尽全力的瞬间定
格着二人的精彩。赛后，薛钧友说道：“这次比赛给了我们很大的
信心，以后还要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训练！”

在网球项目的对决中，鄂尔多斯市代表队的王嘉怡、王嘉德
姐弟收获4枚金牌。这对在国内青少年网球运动员中小有名气
的姐弟，已经明确了成为职业网球选手的目标，自治区十五运赛
场上他们肆意挥拍，敲击梦想的大门。“我现在的偶像是莱巴金
娜，她的打法我很喜欢，我也希望自己成为下一个‘李娜’。”王嘉
怡自信满满。

竞技场上，青少年健儿为荣誉而战，也为自己而战，拼搏的汗
水从他们青涩的面庞滚落，追梦路上，他们步履坚定。

全区运动会里的“小明星”

自治区十五运各盟市代表队
中，不仅有来自专业体校的学生，也
有因学校特色项目开展而崭露头角
的小将，更有来自社会青少年俱乐
部培养的后备人才。随着体教融合
的不断深化，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
为内蒙古青少年体育扩充队伍，积
蓄能量的行列中。

“因为目前乌海市体育中学还没
有乒乓球项目，所以这些队员基本都
来自俱乐部，他们利用课余时间跟着
我练习。我的俱乐部这几年陆陆续
续也向自治区乒乓球队输送了不少
运动员。”在乒乓球项目比赛中，乌海
市代表队教练丁迦勒向记者说道。

丁迦勒认为，俱乐部的人员选
拔更具灵活性，训练方式也更为自
主，俱乐部通过和自治区体育局等
的合作交流，也能畅通运动员输送
的路径。乌海市代表队在本届比赛
中收获男子乙组团体和混双银牌、
丙组女子单打银牌，还有不少队员
获得前 8名，为乌海市乒乓球项目
创造了突破。

自治区十五运各单项竞赛规程
设置严格遵照青少年生长发育规
律、运动员成才规律、运动技能形成
规律，对各项目参赛年龄组别进行
科学划分，达到夯实基础、锻炼队
伍，发现人才的目的。

赛场边，来自自治区各竞训中
心的工作人员、专业队教练等都会
目不转睛地观察运动员们的表现，
他们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好苗子”。
在马拉松和竞走项目比赛中，自治
区田径和水上运动中心主任于辉找
到了未来项目发展的重点。于辉
说：“马拉松和竞走项目是内蒙古的
传统优势项目，多年来培养出了一
批又一批的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但是近些年来因为一些原因，马拉
松项目的人才储备和年龄结构显现
出一些问题。这次比赛乙组和丙组

的参赛人数多而且表现突出，我们
也发现目前竞走和马拉松项目的女
子运动员人数相对比较少。下一
步，我们也会在培养女子运动员方
面努力，争取培养出更多的世界冠
军和全国冠军。”

闭幕不落幕，乘风再出发。这
场盛会中，内蒙古青少年跌倒了爬
起来、落后了追回来，从此收获了最
好的自己；他们心怀梦想、敢于追
梦，至此学会了自信从容，放手拼
搏。敢于直面困难、接受挫折的他
们，将无惧于未来的任何挑战。

内蒙古体育积蓄“后浪”力量

自治区十五运上，努力拼搏的
不只有运动员们，赛场内外，到处都
能看到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身着
蓝色服装的他们化身青春靓丽的

“志愿蓝”，在各自的岗位上，见证来
自各盟市的运动员们在鄂尔多斯挥
汗拼搏，成就梦想。同时，他们也不
断超越自我，实现志愿服务精神。

开幕式中，志愿者和观众构成
了这场盛会的绝佳“气氛担当”。在
倒计时环节，志愿者们根据导演的
指令带动观众参与倒计时；在表演
环节，志愿者在关键节点，带动观众
使用道具互动，为开幕式演出营造
氛围。“通过这次经历让我学会了现
场氛围调动、现场秩序指挥等工作
是如何进行，能够为家乡出一份力
很自豪！”志愿者赵凌杰表示。

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赛事组
委会从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鄂
尔多斯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民族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及鄂尔多
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4所高校招募
2700名志愿者，分别在赛事服务、

接待保障、大型活动等岗位上，提供
咨询引导、颁奖礼仪、赛事播报等服
务，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们带
来贴心周到的“暖城”服务。

田径项目的比赛场地，一场比赛
结束之后，志愿者张欣茹早早地等候
在运动员休息室门口，为完成比赛的
运动员发放证件。张欣茹说：“工作
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怎么帮
助他人，如何更好地服务等。志愿者
工作虽辛苦，但收获颇丰。”整齐的队

列、灿烂的笑容，志愿者们积极为赛
事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服务，让自
治区十五运更有温度，也让“暖城”鄂
尔多斯的名片更响亮。

共青团鄂尔多斯市委员会副书
记王颖超说：“自治区十五运和自治
区六残运是鄂尔多斯市各族各界青
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通过这次赛
会的举办，丰富开拓了志愿者的视
野，让他们感受到了‘暖城’青年在鄂
尔多斯大有可为，能够大有作为。”

青春“志愿蓝”为赛场添彩

互相打气互相打气。。

劈波斩浪劈波斩浪。。

起跳拦网起跳拦网。。

山歌唱响党的好声音
□本报记者 白莲

●不燃怎young

竞速比拼竞速比拼。。●正青春

记者从呼伦贝尔市委组织部了解
到，近 5年，呼伦贝尔市持续用力抓选
调生工作，共接收选调生474名，激活了
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选调生队伍成
为乡村振兴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为帮助选调生提升能力，呼伦贝尔
市全面落实选调生到村任职“七个一”行
动 ，2022 年 以 来 ，选 调 生 入 户 走 访
43205户，结成联系对子448个，为民办
实事 3736件，组织集体活动 469次，参
加重点工作 304轮，建立村情档案 193
套，撰写调研报告243篇。

从校园到基层，对环境不适应、对
基层情况不了解……这些都是选调生
面临的现实难题，要让他们迅速转变角
色、融入基层，就需要到实践中去历
练。目前，呼伦贝尔市 14 个旗市区为
本地每名选调生建立了“一人一档”成
长信息档案，同时进行传帮带，有针对
性地帮助选调生熟悉“本土”情况，积累
基层工作经验。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把加强选调生
队伍建设、做好选调生工作作为着眼全
市干部队伍长远发展而实施的一项重要
举措，通过强化基层锻炼、严格教育管
理、择优选拔使用，不断完善选调生梯次
培养全链条机制，采取初任培训、集中轮
训、重点调训等多种措施，实现全市选调
生教育培训全覆盖。先后组织360多名
选调生参加赴外研修，提升专业能力；调
训 60余名选调生参与旗市区集中性重
点工作，推动各批次选调生在重点工作
一线、急难险重任务面前磨炼意志、提升
能力、增长才干。2019年以来，市、旗市
区共有177名选调生被提拔为处科级干
部，切实做到“成熟一个使用一个”，蓬勃
的青春力量为呼伦贝尔市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撑。

（记者 于欣莉）

精 准 培 育 选 调 生
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脱贫攻坚得胜利，乡村振兴上岗位。工作
重心要转移，三农工作落实地……”欢快的“山
曲儿”唱响校园，几百名学生围坐在操场上，聆
听着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近日，由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盛乐经
济园区文化站的青年志愿服务队带来的“山歌
唱响新思想”进高校活动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盛
乐校区举行。“朗朗上口的歌词，配着婉约多姿
的二人台、漫瀚调，唱出了百姓对小康生活的喜
悦之情。”现场的同学说。

“如何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党的新
政策传播到基层？我们在摸索中发现，将理论
宣讲融入二人台、漫瀚调等民间戏剧艺术中，更
易于让大众理解和接受。”和林格尔新区盛乐经
济园区文化站副站长兰凤岐说。

“让年轻人爱上传统文化，让基层百姓了解

大政方针。”内蒙古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年教
师郭玺平在教学之余，经常跟随志愿服务队深
入基层一线“传经送宝”。郭玺平笑着告诉记
者：“我可学会了不少本领呢！”

基层理论宣讲是打通政策传播“最后一公里”
的重要渠道，如何更好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
常百姓家？2017年，刚刚成立的盛乐经济园区文

化站组建了“田野里飞出欢乐的歌”志愿服务队，
探索以“小曲目”带动“大宣讲”的宣传模式，让宣
讲以更接地气、更有活力、更有温度的形式走入基
层。志愿服务队成立6年来，共吸纳青年志愿者
35人，累计服务群众5万余人。

和林格尔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煊凯介
绍，如今，“山歌唱响新思想”活动已成为当地新

时代文明实践的有效抓手。这些创新作品既有
宣讲创新思想、理论政策的，也有歌颂新变化、
新生活的，群众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一传就
开，起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借助民间戏剧艺
术载体，越来越多的群众从听众变成了志愿者。

“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广大
青年志愿者提供了广阔平台。青年是新时代文
明实践的先锋，是学习和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体力量，他们运用新
颖活泼、生动感人的方式方法传播新思想、引领
新风尚，一方面深化自身对政策理论的认识，同
时也与广大群众形成共识、凝聚力量。”自治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研究中心副主任边建平表示，
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志愿服务队深入基层一线
了解群众需求、开展服务项目，为新时代文明实
践带来生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