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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
乡镇看发展乡镇看发展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 9月 7日给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
师范生回信，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并
在北师大建校 120周年和第三十八个教
师节来临之际，向该校师生员工、广大
校友表示祝贺和问候，向全国广大教师
致以节日的祝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入学一年来，
你们通过课堂学习和支教实践，增长了
学识，开阔了眼界，坚定了到基层教书
育人的信念，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指出，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
最早的现代师范教育高等学府，为国家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希望你们继
续秉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

珍惜时光，刻苦学习，砥砺品格，增长传
道授业解惑本领，毕业后到祖国和人民
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
意的“四有”好老师，为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贡献力量。

2021 年起，国家启动“中西部欠发
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简称

“优师计划”），由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
与地方师范院校采取定向方式，每年为
832个脱贫县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中小
学校培养 1 万名左右师范生。近日，北
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代表给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入学以来的学
习收获，表达了毕业后扎根基层教书育
人的决心。

新华社南京9月8日电 2022全国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 8 日上午
在江苏省南京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
来贺信，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小企业联
系千家万户，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
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希望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在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
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
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

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刘鹤以视频方式出席开幕式，并
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

2022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
大 会 主 题 为 “ 专 精 特 新 强 基 固
链”，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江苏省人
民政府主办。有关部门和江苏省负责
同志、各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
同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代表等参加
大会。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包东流）9月 8日，我
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稳增长工作促进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加大力度、压实责任，奋战三季度，全力稳增
长，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市长克克，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常务
副市长甘国栋在随州分会场参加收听收看。

会议指出，当前，国家宏观政策靠前发力，
政策利好加快释放，为稳增长创造了良好环境
和条件。要坚定信心决心，认清形势、保持清
醒，积极应对困难挑战，有效解决经济运行面
临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确保经济持续平稳
健康运行，为全国稳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强调，三季度是决胜全年目标任务的
关键季，要咬住目标不动摇，聚焦重点、奋发而
为，坚决完成各项任务。要持续加力强化经济
运行调度，紧盯重点地区，推动“一主两副”多
作贡献、其他市州竞相发力；紧盯汽车、电子信
息、烟草、钢铁等重点行业和企业，强化联调联
动，确保稳定出力；统筹三次产业均衡发展，推
动服务业加快回升，促进外贸保稳提质。要持
续加力强化项目投资，加强向上争取，用好政
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
抓紧谋划申报一批高质量项目；优化审批服
务，强化要素保障，加快项目推进；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促进民间投资加快增长。要持续加力
强化消费提振，狠抓已出台政策落实，促进汽
车等大宗消费，合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拓展消费新业态新模
式新场景，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要持续加
力为企业纾困解难，精准精细做好助企服务，
确保纾困政策快达尽享，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持续为市场主体减负激活力。要持续加力
抓好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县域经济加快发展。
要持续加力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以赴做好疫情
防控、安全生产、矛盾排查、风险化解、民生保
障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敢为善为、克难
奋进，责任上肩带头抓，攻坚克难扎实干，严督
实导结硬账，坚决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以
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市领导罗栋梁、柴普军、徐锋、罗兰，市政
府秘书长金厚鹏、市政府党组成员刘军伟等在
随州分会场参会。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通讯

员刘晓俊）近日，随州市博物馆馆藏叶
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出土的 5 件青
铜重器 ，亮相郑州博物馆《繁星盈天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此次展览
于第九届中国“博博会”期间隆重开幕。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组

织评选出了“全国百年来100处大遗址出
土的代表性文物”。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
生100周年纪念活动的延续，在国家文物
局的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
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
南省文物局和郑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繁星盈天——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
展览时间从 9月初持续到 11月底。

该展览汇集全国文博力量，21 省
（区）79家考古文博单位参展，共同讲述
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重要考古发
现和研究成果。随州出土的 5 件青铜
文物在此次展览中闪亮登场，其中国家
一级文物 3件、二级文物 1件、三级文物
1 件，再现了汉水流域古代曾国的辉煌
历史，也生动展示了随州文博考古的丰

硕成果。
近期，我市积极推动文物展览“走

出去”，除郑州博物馆外，还与无锡阖闾
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美国旧
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等联合办展，促进
国内国际文化交流展示，深受各地观众喜
爱，进一步盘活馆藏文物资源，多平台、全
方位推广展示随州优秀传统文化。

曾国青铜器亮相郑州博物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

习近平回信勉励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

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

祝全国广大教师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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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信祝贺2022全国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召开强调

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
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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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婷、毛

貌）9月 5日，广水市举行回归创业园
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武汉
鑫明鸿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市金瑞
翔铝业有限公司、湖北义邦防腐设
备有限公司、东莞市三牛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湖北九圣达装饰材料有
限公司 5 家企业落户广水，掀起“请
老乡、回故乡、建家乡”高质量发展
篇章。

去年以来，广水市大力打造“回
归经济”，新建回归创业产业园，吸
引在外广水企业家返乡创业，着力
引进不锈钢（金属制品）类全产业链
条工艺门类企业，打响“广水不锈
钢”品牌。

本次签约的企业项目中，三牛
电子材料生产项目计划总投资 3000
万元，主要从事高分子材料、高新技

术产品、电子绝缘材料、塑料制品的
生产加工销售，项目达产后，预计年
产值 1 亿元。100 万平方米防火玻
璃、防弹玻璃及工艺玻璃加工生产
项目，投资主体为武汉鑫明鸿玻璃
有限公司，计划总投资 8000 万元，可
提供就业岗位近 60 个，预计年产值
8000 万元。金瑞翔挤压铝型材加工
项目，建设内容为东莞市金瑞翔铝
业有限公司新建两条挤压铝型材加
工生产线，项目计划总投资 3000 万
元，预计年产值 2亿元。

广水市委负责人表示，该市将
坚持“高位化调度、集成化作战、扁
平化协调、一体化办理”的工作模
式，用心用情提供全方位服务，对问
题进行集中化解，快速扫清影响项
目进度的“绊脚石”，促使签约项目
尽快落地开工、尽快投产运营。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

通讯员李翠）“尽量贴着地面收割，
稻茬留得越短越好。”近日，随州高
新区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深入淅河镇田间地头，现场宣贯
和督查秋季秸秆禁烧工作。

随州高新区抢抓秋收前的窗口
期，逐户签订《农户禁烧承诺书》，发
送《致农机手的一封信》，利用开学
季发送《致学生家长一封信》，采取
张贴通告、出动宣传车、悬挂标语、
广播“村村响”、召开村民大会等方
式，全方位开展秸秆禁烧宣传，加强
秸秆禁烧工作事前预防。各村（社
区）成立工作专班，制定秸秆禁烧值

班表、巡查计划和灭火预案，在秋收
季节实行 24 小时值班、巡查制度，确
保秸秆禁烧空间覆盖无空白、职责落
实无盲点、监督管理无缝隙。

该区还将秸秆露天禁烧工作纳
入各乡镇及各村（社区）年度目标管
理责任考核，严格考核奖惩，并与年
度环保目标考核、项目审批立项及环
保补助资金安排、农村生态创建等挂
钩，以健全的考核机制倒逼责任落
实。完善全覆盖网络化监管体系，一
经发现焚烧现象或卫星显示黑斑区
域，严格落实黑点倒查、点火必究、举
报必查，依法对田块户主进行处罚，
并倒查追究村、镇监管责任。

广水举行回归创业园
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随州高新区筑牢秸秆禁烧“防火墙”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王董斌 刘诗诗 通讯员 沈蓉 曾繁璞

广水市骆店镇——

骆店镇骆店镇““随州香稻随州香稻””万亩种植基地万亩种植基地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徐斌摄随州日报全媒记者徐斌摄））

广水市骆店镇积极创办乡村合
作公司，推进“三乡工程”，吸引乡贤
能人回乡发展特色种养殖业，共同缔
造幸福美好的乡村生活，乡村振兴之
路越走越宽阔。

8 月 31 日，随州日报融媒采访组
来到骆店镇，探访其中的奥秘。

山场变“银行”养殖来致富

在骆店镇青堆村一处茂密的树
林里，循着一声声鹿鸣，我们来到一
家梅花鹿养殖场。养殖场负责人黄
艳华是土生土长的青堆村人，“80后”
的他自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拼，在福
建泉州办有工厂。2021年，在骆店镇
党委政府的邀请下，他回乡参与村

“两委”换届选举，高票当选为村委会
主任。

面对村民发展产业无路径、投资
怕风险的状况，黄艳华多次外出考察
适合村级发展项目，经反复考量，
最终决定探索发展特色种养殖业。
他 成 立 了 双 华 种 养 殖 合 作 社 ， 自
2018 年 起 ， 先 后 投 资 400 余 万 元 ，
养 殖 黄 牛 200 头 、 养 殖 梅 花 鹿 20
头，种植水稻 50 亩，开发水面养殖
30 亩，年收益 100 余万元，带动周边
数十人务工创收，年支付劳务报酬 20
余万元。

8 月 31 日，在梅花鹿养殖场，黄
艳华将构树叶投进饲料池，梅花鹿纷
纷聚拢过来，大口大口地开吃。今年
4 月，黄艳华从吉林引进 20 头梅花
鹿，经过近半年的精心饲养，梅花鹿
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已繁殖了 3 头小
鹿仔。“村里生态环境好，水、林木资
源丰富，适合发展养殖产业。你看，
梅花鹿在这里吃得好，长得快，我们
干得也有劲头。”他笑着说。

黄艳华告诉记者，相较于牛羊
养殖，梅花鹿饲料成本可以降低三
分之一左右。而且，梅花鹿全身是
宝，鹿茸又是名贵药材，市场需求
量很大，最近几年的价格也比较理

想。“鹿茸长势非常好，目前已割了
30 多斤，主要销往福建。” 黄艳华
说，“每头鹿每年可割两茬鹿茸，共 2
斤左右，每斤鹿茸的市场价格达到
5000元，一头鹿仅鹿茸一项的年纯收
入可达 7000元。”

今年 3 月，青堆村成立了乡村合
作公司——广水市承望运营管理有
限 公 司 ， 黄 艳 华 担 任 公 司 监 理 一
职。如何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
动村民共同致富？黄艳华说：“我已
邀 请 公 司 和 农 户 入 股 自 己 的 合 作
社，依托村里优质山场资源，扩大
黄牛、梅花鹿养殖规模，探索土耳
其兔子养殖，带动村民发展产业，增
收致富。”

荒坡变花海 乡村变景区

在骆店镇石堰村，漫山遍野的红
栀子汇成一片绿色的林海。“咱们这
个红栀子基地占地近 700 亩，花开之
际，每天可吸引游客近千人，每年 11

月是果实采摘季，可带动百余人参与
务工采摘，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致富。”
基地负责人刘星介绍。

骆店镇积极引导在外乡贤回乡
创业，助力乡村振兴，刘星就是一位
典型代表。在外打拼多年的他，一直
心系家乡，在接到镇党委、政府的邀
请后，他果断决定回乡创业。经过多
地考察学习，他最终决定在石堰村发
展红栀子种植。“栀子果药用价值很
高，还可用作生产香料、精油、色素
等，市场前景好，根本不愁销！”刘星
说。

骆店镇大力支持红栀子产业发
展，沿着红栀子基地周边拓宽硬化公
路 3 公里，打通了该基地与镇区和市
区的通村公路；以石堰村废弃校舍入
股该基地，将原有的废弃校舍改造为
集餐饮、住宿为一体的综合民宿度假
空间，通过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旅游，
促进乡村振兴。

在离红栀子基地约 2 公里处，是

秦石雷的黑斑蛙养殖基地。秦石雷
是石堰村一名退役军人，以前在外从
事房地产营销，去年他回乡创办了乾
佑隆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200余亩，
发展水稻、胭脂红桃种植及黑斑蛙养
殖。走进基地，便听到蛙声一片，稻
丛里、水塘中，小青蛙在跳跃、嬉戏
……

秦石雷介绍，黑斑蛙是一种食材
佳品，目前市场价格每斤在 13-20 元
之间。他去年投资 60 万元养殖 20 亩
黑斑蛙，目前已卖出 2 万多斤，收入
40多万元。他说：“如果效益好，下一
步打算扩大养殖规模，带动更多村民
参与进来，有钱大家一起赚！”

石堰村党支部书记芦佳介绍，目
前石堰村乡村合作公司正在筹建中，
打算以该村特色种植养殖产业为依
托，充分发挥能人带动作用，大力推
进村级产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带
动集体增收、农民增富、乡村增色。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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