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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关俊喜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家里有什么着急
事儿，最快帮忙的都是身边的邻居。现在的
社区就像一个大家庭，‘梁善荟’更是拉近了
邻里之间的距离，心里感到特别温暖。”幸福
街小区居民王凤菊兴致勃勃地说。

6月1日，梁山县幸福街社区文明实践
广场上格外热闹，一场“珍爱地球，碧水蓝
天”为主题的“梁善荟”公益集市活动正在火
热进行。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以文体+
便民服务活动为载体，覆盖老中青幼不同群
体，设立互动游戏、便民集市、宣传展示三个
部分，搭建起邻里之间和谐互通的桥梁。

在邻里服务区，理发、磨刀、法律咨询、
按摩推拿，种类多样，服务暖心。居民除有
序排队外，纷纷加入到便民服务中来，用自
己的“手艺”为老年居民理发，用广场舞助
兴……

邻里温情在你帮我我帮你下瞬间显
现，孩子们也在一个个的游戏体验中建立
起深厚的友谊。“我现在交到了很多好朋
友，之前大家都在一个小区住，但是都不认
识，我们就是在‘梁善荟’上一起做游戏熟
悉的，现在我们上学可以一起走啦，晚上还
能一起去打羽毛球。”李俊逸小朋友拉着自
己的好朋友兴致勃勃地准备参与环保知识
竞答，“我俩提前做过功课了，这次肯定能

成功通关！”
活动多了，距离近了，邻里之间变得活

跃了，烟火气也更浓了。每月一次的“梁善
荟”公益集市活动，是梁山街道幸福街社区

“邻里文明实践”的一张“王牌”。每月集市
上不但有免费理发、免费缝补、义诊等服务，
还能体验非遗文化，进行闲物置换。居民温
艳说，“集市很贴近老百姓，这些都是我们生
活中需要的。”

2024年来，梁山县持续打造“邻里+”文
明实践活动，除了幸福街社区的“梁善荟”公
益集市，梁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还利用
各个城市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
展“爱我梁山·我的社区我的家”邻里文化

节，通过文化展演、志愿服务的形式，围绕邻
里互助、家风建设、组织各类集中性活动，让

“邻里+”文化与文明实践活动形成“固定搭
档”，持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潜移默化
影响群众生活理念，让群众在参与文明实践
活动中感受文明、传播文明。

“接下来，梁山县将持续把‘邻里文化’
的概念有机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培养从小
区、从胡同走出的志愿者，用志愿服务以点
串线，让‘熟人’效应连线成面，用‘来自身边
的典型’打破邻里壁垒，全面深化文明实践
工作，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梁山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服务中心副主任马喜说。

梁山：文明睦邻,幸福相伴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张泉 温竞华

6月3日，在中国工程院建院30周年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向全院院士和
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强调为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贺信饱含亲切关怀与殷切期望，在广大
工程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高屋建瓴指
出，工程科技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
擎，这是对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的褒奖与勉
励。”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铨院士说，30
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工程院团结
凝聚院士和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大力推动
工程科技发展，不断攻克科技难关，创新成
果举世瞩目。

汇聚一流创新人才、产出一流科技成
果、贡献一流咨询建议、打造一流学术平台，
广大工程院院士和工程科技工作者在为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而奋斗的进程中争当排
头兵。

“航空发动机是国之重器，是国家科技
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加快自主研制

是工程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总书记的
贺信让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向巧院士倍感自豪，近年来航空发动机
研制战线的工程科技工作者牢记总书记嘱
托，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初步探索出了
一条自主创新发展的新路子，努力让中国的
飞机用上更加强劲的“中国心”。

“对标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工程’早已
登上世界舞台，但工程科技创新没有止境。”
主持北京奥运会、冬奥会主场馆设计的李兴
钢院士，亲历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目前正在牵头研究设计更绿色、低碳、智能、
安全的“未来住宅”，“我们要按照总书记指
引的方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培育新
动能。”

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实验
室里一片忙碌。依托国家重大专项，中心主
任、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讲席教授程
京院士带领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遗传性耳
聋基因检测芯片，让出生缺陷预防有更多

“科技利器”。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能只靠二手甚

至落伍的科技，一定要加强原创性科技创

新，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展望未来，程京信心满怀，“守护好人
民健康，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
度融合，让更多新技术、好技术及时用起
来。”

“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强化国
家高端智库职能”……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
中提出的希望，为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指明方
向、提供遵循。

“坚持为国选题、为国立项、为国攻关。
我们将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聚焦国家战
略需求，继续系统性、针对性部署科技战略
咨询项目，认真组织开展科技评估与论证，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智库。”中国工程院
二局局长王振海说。

在新起点上，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勇攀
高峰。

不久前，中国船舶沪东中华LNG技术研
究所所长王磊带领团队研发的中国第五代
大型LNG运输船项目首制船“绿能瀛”号顺
利交付，技术性能指标世界领先。

“LNG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
明珠’，未来我们还将持续开展科研攻关，有
力推动船舶工业向高端化发展，加快实现我

国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的转变。”王磊说。
时速400公里的CR450动车组样车预

计今年内下线，相应的高铁线路、桥梁、隧道
等也将实现技术创新，共同承载起更快的

“中国速度”。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要让中国工程在

国际铁路领域持续领跑。”今年初荣获“国家
卓越工程师”称号的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
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李平，正在带领团队
打造运营速度更快、智能化水平更高的新一
代智能高铁，为世界铁路智能化发展提供中
国方案。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习近平总
书记在贺信中特别提到弘扬科学家精神，激
励工程科技工作者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接续奋斗。

“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伯
礼院士深感使命光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我们应肩负历史责任，瞄准国之所需，
更好弘扬科学家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投身于
国家科技创新事业，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上。”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工程院建院30周年的贺信激励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进一步投身

科技强国建设

■华峰

孩子有兴趣、家长有意愿、市场有需求。现如今，研学游
正受到越来越多学生及家长的欢迎，逐渐成为旅游市场新亮
点。作为新型旅游业态，研学游的特点是在游中“研”，在

“学”中游，寓教于乐。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到大千世界、草木
深处研学游，探访印于书本、讲于课堂之外的鲜活故事，将大
大丰富学生们的生活经验。由于叠加了研究性学习和实践
性体验，研学游日渐升温，市场蛋糕越做越大，衍生出户外跋
涉、乡村农耕等多种主题与形式。研学游往往将高校、博物
馆、红色遗址等具有人文教育价值的场所作为目的地。

对动辄几十人的研学团而言，组织好管理好孩子，培养他
们的文明旅游意识，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然而，有的研学团不
遵守参观秩序，有的讲师嗓门很高，有的孩子喧哗吵闹，不但
影响了其他游客的参观体验，甚至有可能造成安全隐患。

暑期将至，又到了研学游的旺季。我们要引导学生树立
文明旅游意识，遵守文明行为规范，关爱自然生态，爱惜公共
设施，遵守公共秩序，做到文明研学，健康成长。

文明研学 健康成长邹城市逐步构建起符合
市情、基本完整、覆盖城乡、
可持续发展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通过举办丰富多
彩的全民健身体育活动，持
续推进公共体育基础设施向
社会开放，群众性体育赛事
活动繁荣发展，全民健身参
与程度不断提高。图为在钢
山街道后八里沟村，群众开
展文体活动。

■记者 杨国庆 摄

麦收时节，他们是最忙碌的一群
人。从南到北，哪儿有亟待收割的麦
子，哪儿就是目的地。暴晒下，他们和
时间争分夺秒，抢割麦子，挣得辛苦
钱。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收麦路上，更
多的是需要平和，需要一个双方都能
够信任和沟通的平台，这样才能应收
尽收，颗粒归仓。6月1日，笔者跟随
这些麦客们在麦地里忙活，体会他们
的酸甜苦辣。

张茂印是任城区唐口街道梁南
管区高庄村村民，已经当了 8年麦
客。当天，张茂印正驾驶收割机在地
里忙活，突然发现损坏了一个零件
后，收割工作不得不停下来。张茂印
和妻子一边忙着打电话联系人，购买
相关零件，一边和笔者聊了起来，“俺
们庄上有3个机子，他们3个人都出
去收麦子了，我今年没出去，就在家
门口干些活。现在就是帮俺庄的人
收麦子。”

这几天，小麦收割进入最关键时
期。从早晨5点到晚上12点，张茂印
和妻子要忙活整整19个小时，“今天
一天就吃了一顿饭，顾不上休息，太
忙了。”张茂印的妻子告诉笔者，这几
天，就连照看孩子也得拜托亲朋好友
来帮忙。张茂印说，每年除了忙于收
麦，自己还在一个建筑工地干活，他
们已经干了8年的农机手，先后买了
2台机器。“这一台机器用了6年了，
也不行了，今年挣点钱，明年换台新
机器。”

下午3点，太阳照射下室外温度颇高，笔者在麦地里站上
一会儿，便感觉到阵阵热浪袭来，汗水浸湿衣服。而这时候，
对于麦客盛建来说，正是一天中最辛苦最疲惫的时候，大型
收割机不停运转产生热量，加之气温较高，人更是感觉闷热
难耐。当日，盛建的工作就是帮梁南村刘新民等几户村民收
麦。由于各种原因，这几户的部分地块麦子出现倒伏，小麦
抢收较过往显得格外急迫。不过，这种倒伏小麦却并不好收
割。为了能将麦粒都收进来，盛建没有选择像往常一样坐在
操作室里，而是一直站在收割机上操纵着机器。

烈日当下，趁着短暂休息时间，盛建从滚烫的收割机
上下来休息，汗流浃背。这时，盛建将脸上的口罩摘下，口
罩覆盖区和其他区域形成一个明显的黑白对比，“没办法，
割麦子的时候，有灰尘，太脏了，干上一天，全身上下都挺
脏的。”他说，农忙时节抢收麦子，就是和时间赛跑的活
儿。每天多干一些活儿，就能多帮农户早点割完麦子，自
己也能多挣一些钱。从早晨7点到晚上11点，十几个小
时，全在麦地里干活，甚至顾不上喝水吃饭，这就是他们日
常的生活状态。

麦客老徐和张茂印不一样，从河南周口老家，奔行200
多公里，赶到济宁加入收麦大军。“我们来了3台车，6个人，
一个机器得配两个人，一个驾驶一个管后勤，忙的时候两个
人轮流干，人休息，机子也不能停。本来以为这里活挺多，来
到才发现，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机器。”老徐告诉笔者，明天他
们又要启程，赶赴河北省收麦子。当了4年的农机手，他驾着
自己的收割机，在中国各省到处奔波。“今年我们是先在老家
干活，然后到周边省去收割，这儿农村的地块小，机器拐弯
多，有的农户说再晒晒粒，等两天再收，信息掌握得不太准，
明天我们去河北，河北忙完了，就直接去广东、海南那边收麦
子。”当然，他们每年的重中之重就是到东北三省跨区割麦。

对于像老徐这样常年奔波在外的麦客来说，居无定所、
风吹日晒、风餐露宿，这都是习以为常的事了，而令他们最担
心的就是没有一手信息，无法联系到生意。“去东北收麦也是
这样，好的时候你干上一个月，就能挣10万元；不好的时候，
你可能根本找不到活，还得倒赔差不多1万元的路费钱。”来
自微山的麦客盛建说，现在外出找活，除了联系老客户外，基
本上就靠碰运气。他希望，今后能有一个沟通平台，麦客们
不再一窝蜂似地到处乱走，少走些冤枉路，多干些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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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A）在国家发展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丁薛祥强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工程院要牢记建

院初心、传承光荣传统，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而奋斗的进程中争当排头兵。
要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排头兵，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奋力抢占科技制高点。要当工程科
技创新的排头兵，解决好重大工程科技问题，推进科技创新
成果产业化应用，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当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的排头兵，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加强

“卡脖子”技术攻关，力争在重要领域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
要当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排头兵，紧紧围绕具有战略性方向
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加强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战略研
究，支撑党和国家决策。丁薛祥希望广大工程院院士带头大
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
深怀爱国之心、秉持报国之志、勇攀科技高峰，不负党和人民
的殷切期望。

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负责人和院士代表作了发言。
中国工程院成立于1994年6月3日。30年来，中国工程

院牢记中国工程科技界最高学术机构职责使命，聚力科技创
新、汇聚领军人才、建设高端智库、坚持学术引领，取得了一
系列重大成果。

（上接1版B）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泗水县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中心主任司绪华说，“把文化建设放
在全局工作突出位置，以建设文化示范区核
心区为抓手，发挥先贤仲子故里、儒家学说
的重要发祥地优势，持续加大文旅项目招引
力度，积极融入济宁世界文化旅游名城建
设，不断提升泗水文化的感召力、传播力和
影响力。”

在兖州，优秀传统文化已深深根植于百
姓的日常生活中，一个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正成为群众学习文化、崇德向善、遵纪守法、
文明向上的集结地、宣传站。

2020年10月，济宁市兖州区被纳入全
国第二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全国试
点县（区）。仅去年，兖州区就设计了涵盖
295个项目的《兖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项目总库》，每月至少安排40至60项为
老、为小、为困难群体等“五为”文明实践活
动，打造了“爱心来敲门”“三人三扶三到位”
等30个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兖州区紧扣‘两创’要求，让传统文化

‘动’起来，通过讲、学、悟，广大人民群众在体
验中传承，激发出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
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兖州区委书记
王庆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殷殷嘱托，深入挖掘兖州历史文化资源，特
别是兖州战役、‘四乡师’等红色文化，创新弘
扬文化传承新模式，探索文化产业数字化、数
字文化产业化，打造‘端信兖州’文化品牌，全
面激活文化传承发展新势能，进一步增强广
大人民群众文化自信、民族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广泛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
设，抓好农村移风易俗，让现代文明理念在
乡村深深扎根。

“郁郁其盛，夫妻结发。慕其相随，羡其
孔嘉……”5月9日上午，任城区举办第三届
集体婚礼，在婚礼司仪庄重的祝福中，8对身
着周制汉服的新人在古运河畔喜结连理。

“在新一代青年群体眼中，传统文化不
再是‘老气’的符号，而是一种可以完美贴合
生活的方式，甚至是自我个性的表达。举办
此次活动，目的就是引导新人自觉摒弃大操

大办、铺张浪费等旧俗陋习，自觉选择和逐
步接受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模式，进一步
提升幸福指数。”任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时慧芬说。

近年来，任城区积极开展移风易俗志愿
服务活动，引导居民群众移风易俗、破旧立
新，让文明新风的种子在群众中间生根发
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精神，为我们下步工作指明了方向，
我们将担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坚定践行

‘两个结合’，更大力度推进文化‘两创’，广
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打造‘运
河文化特色区’。”时慧芬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繁荣发展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
力推进文化数字化，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
经济发展增动能增效益、为旅游休闲增内涵
增魅力、为城乡社会增正气增活力。

济宁是人口大市、文化大市，文化和旅
游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我市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强力实施文物保护活化工程，
着力构建“一区两园百馆”文物活化利用格

局，持续深入挖掘传统文化，推出了更多诠
释展现文明价值时代价值的优秀文化产品
和优质旅游产品，依托儒家文化、运河文化
等优秀传统文化富矿，加强文旅融合，打造
研学新地标，创新研学产品，塑强品牌影响
力，形成了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的“济宁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精神指明方向、催人奋进，是我们今后做好
各项工作的总遵循。”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书记、局长李艳华表示，“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嘱托，坚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发展，
深刻理解‘五个统筹’精髓要义，以文旅高质
量发展‘五大工程’‘五大行动’为总牵引，实
现重大项目推进、旅游品质提升、景区焕新
转型、新兴业态培育、客源市场深耕、服务体
系完善‘六大突破’，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和科
技赋能文旅场景建设，把济宁人文优势、生
态优势转化为旅游发展优势，大力发展人民
满意、人民受益的旅游，不断开创旅游产业
优先发展、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建设旅游
强国、旅游强省创造‘济宁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