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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直击项目一线⑤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2 日电
（记者胡喆）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
悉，根据遥测数据判断，5 月 22 日
10 时 40 分，祝融号火星车已安全
驶离着陆平台，到达火星表面，开
始巡视探测。

天问一号任务的科学目标是研
究火星形貌与地质构造特征、火星
表面土壤特征与水冰分布、火星表
面物质组成、火星大气电离层及表
面气候与环境特征、火星物理场与
内部结构等。

5月22日10时40分

祝融号火星车驶上火星表面

经过逾一周的布置，鼓楼和
中山广场立体花雕景观昨日亮
相。据介绍，此次鼓楼景观布
置突出海上丝绸之路元素。中
山广场以“当好东道主，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为主
题进行布景。据了解，两个点位
已摆放花草约 7 万盆，盆栽 250
盆。

（记者 陈朝霞 摄）

立体花雕景观立体花雕景观
亮相鼓楼和中山广场亮相鼓楼和中山广场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祝融号”火星车已安全驶离着陆
平台模拟图像 （5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象山县
委报道组陈光曙） 自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象山凝心聚力打造宁波
现代化滨海大都市“海洋板块”，
坚持规定动作做精准、自选动作做
精 彩 ， 创 新 推 出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12345”工作模式，紧紧围绕 1 个
目标、做好 2 大板块、覆盖 3 类人
群、形成 4 项机制、打造 5 大载体。

规定动作做精准，确保党史学
习教育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
联动、内外衔接。象山精心组织

“学党史 悟思想”专题学习、“追
寻党史印迹 悟真理力量”专题宣
讲、“回望百年路 奋进新时代”
专题宣传教育等 5 个专题活动，精
准推出党史学习专题培训等 20 项
重点举措。目前，全县各级党委

（党组、党工委） 共开展理论学习
中心组专题学习 203 场次，各地各
部门组织开展专题宣教活动 568 场
次、“六个一”党员活动 306 场次。

自选动作做精彩，在突出党史
学习教育“半岛特色、滨海味道”
中走新更走心。“象山通过平台共
建、资源共享等建设‘学习共同
体’，并涌现出了不少特色做法。”
该县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象山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通过数智赋能
创新开设“善行象山”云课堂，让

全县 3 万多名党员干部零距离直播
学党史，实现“一人授课、全员受
教”。高塘岛乡还针对辖区渔民党
员多、流动性强等特点，在伏季休
渔前夕开通“海鸥之声”海上党课
频道，为回港休整的党员“补好
课”。

始终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同解
决实际问题、推动象山发展紧密结
合，力促见行见效。总投资 51 亿
元的宁波生物基可降解新材料产业
基地项目在起草可行性研究报告
时，项目方需提供规划、环保等 8
个领域专业资料。西周镇“我为企
业解难题”工作小组迅速对接县级
职能部门，仅 2 天便帮项目方提供
了详实的基础材料，保障项目在 3
个月内顺利签约落地。今年 1 月至
4 月，全县累计签约项目 36 个，总
投资 124.6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
目 19 个。

截至目前，象山领导干部带头
深入一线开展“三为”专题实践活
动 1.8 万次，破解项目建设、征地
拆迁、低效土地治理等突出难点问
题 104 个，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向好
发展。一季度，该县规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42.7%，高于全市 9.6
个 百 分 点 ； 工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77.8%、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 2.7
倍，增速均居全市前三。

规定动作做精准 自选动作做精彩

象山党史学习教育
走新更走心

本报讯（记者黄合 宁海县委
报道组徐铭怿） 晒项目，争资源，
促发展。过去十年间宁海成百上千
名村社“领头雁”走上百村立功竞
赛的舞台，为自家村子的振兴发展
摇旗呐喊，争取政策、人才、资金
等方面支持，带动基层组织建设、
集体经济、美丽乡村、社会治理、
重大工程等齐头并进。

2012 年，宁海在全省率先开
展百村立功竞赛。自此，每年 369
个行政村和社区都要通过“五议决
策法”选出一件关乎本村发展的

“大事”，作为承诺项目参与竞赛，
每年年底再按对村庄发展的几十项
指标的“贡献值”进行评比，激发
村社组织创一流、党员干部争优
秀，切实以基层队伍高素质、基层
党建高质量助力“三个争先”和

“双优”宁海建设。“一方面竞赛竞

优，形成激励党员群众抢抓发展、
争先立功的干事势头，另一方面竞
赛赋能，引导资源力量齐下沉，最
终实现村庄的快速发展。”宁海县
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2012 年以来，全县村级集体经济总
收入实现翻番，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翻番，收入超百万村达到
133 个。与此同时，1027 个县级竞
赛项目、3956 个镇村竞赛项目高
质量完成，农田水利设施、镇村养
老院等 210 余个民生实事工程高效
推进，年均靠前完成竞赛目标占比
超98%。

曾经的海头村是一个垃圾遍
地、房屋破旧，几乎没有基础设施的
贫困村。这几年，借助“农房改造政
策处理”“菊花产业基地打造”等项
目参加竞赛， 【下转第4版②】

10年5000余个项目助村集体经济翻番

宁海“百村竞赛”
赛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记者 徐展新 孙佳丽
通讯员 高晓静

镇海区庄市大道和中官西路
交叉口西南侧，与中科院宁波材
料所一街之隔，四座大楼雏形渐
显 。 近 200 名 工 人 和 数 十 名 管 理
人员正奋战在工地一线，抢抓建
设进度。

这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材料
工程学院 （简称“国科大宁波材料
学院”） 项目的建设工地，该项目
占地约 101 亩，建筑面积 10.2 万平
方米，总投资 8.92 亿元，2018 年 2
月签约揭牌，2019 年 2 月开工。盛
夏的气息扑面而来，项目也进入了
热火朝天的冲刺决胜阶段，目前主
体建筑已封顶，即将全面开展内部
二次结构及建筑装修施工，计划明
年 6 月投用运行。

届时，宁波将迎来一座崭新
的、培养一流新材料高层次专业人
才的示范基地，为加快建设新材料
科创高地注入澎湃动能。

攻坚克难，“收获对
宁波的信任”

国科大宁波材料学院是中国科
学院大学首个京外科教融合二级学
院，委托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管理，
也是宁波实施“栽树工程”、引进
大院大所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有着
非凡的“出身”，但成长的过程并
非一帆风顺。

“启动建设至今，我们经历了
项目建设规模的调整，经受了疫情
的冲击，面临着原材料和人工费用
涨价带来的挑战。”中科院宁波材
料所副所长张瑞丽感慨，“得益于
宁波卓越的营商环境，政府相关部
门和参建各方的团结协作，我们才
能一路攻坚克难。”

面对困难，参建各方技术小组
走进现场“头脑风暴”，管理人员在
每周例会上探讨方案，达成共识后
与主管部门协商落实，政府相关部
门也主动实行联合办公机制，开辟

绿色通道，提高办事效率，在保证
质量的前提下，一次次按下项目建
设的“快进键”。如今，四座主要单
体建筑顺利结顶，工期从测算的
2022年 12月提前至 2022年 6月，有
望在研究生入学季来临前敞开大
门、迎接新生。

“各方力量齐心协力推动项目建
设的场景，每一位师生都看在眼
里。项目建设的点滴成果，都将化
作他们对学院、对宁波的信任。”张
瑞丽说。

切准刚需，“建成即饱和”

据了解，国科大宁波材料学院
学 生 规 模 为 2000 人 ， 目 前 已 招
1500 名学生，预计一年后投用时
达到饱和状态。

在 张 瑞 丽 看 来 ，“ 建 成 即 饱
和”，意味着学院的建设切准了宁
波产业发展、人才引育的刚需。

近年来，宁波重点推进包括新
材料产业在内的“246”万千亿级

产业集群建设，孕育了韵升、长
阳、激智等具有较强行业竞争力的
龙头企业。张瑞丽告诉记者，中科
院宁波材料所每年将向地方输送
800 名至 1000 名硕士以上学历的材
料领域研究生，随着宁波新材料
产业蓬勃发展和多项人才政策出
台，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引导力度
加大，他们留在宁波发展的意愿
逐年上升，留甬比例从前年的 10%
上升至去年的 30%，今年还将继续
增长。

建设中的国科大宁波材料学院，
将为人才加速集聚“再添一把火”。

到 2025 年，国科大宁波材料
学院将拥有学生 3000 名、导师 400
人，专业涵盖材料科学与工程、化
学、机械工程和
生 物 医 学 工 程
等，推行“精品化
教育”，以匹配市
场对高层次人才
的紧迫需求。
【下转第4版①】

科产教融合育新“材”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材料工程学院建设进入冲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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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最后的时光：

病危之际，还关心稻子长势
第4版

记者 孙吉晶

昨 天 ，“ 共 和 国 勋 章 ” 获 得
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湖
南长沙逝世，享年 91 岁。

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
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
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
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院士逝世的消息，震惊世人，朋友
圈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哀悼这位操
劳了一辈子的老人。

“我是来朝圣的！”
袁隆平认为河姆渡是

稻作之源

袁隆平曾两 次 来 宁 波 。 2009
年 5 月 26 日，袁隆平应邀来甬参
加 余 姚 首 届 国 际 河 姆 渡 文 化 节 ，
来自水稻科技界及考古界的专家
们共话“河姆渡稻作文明与世界
粮 食 安 全 ” 这 个 主 题 。“ 河 姆 渡
在中华文明成熟之前，起到了稻

作 文 明 的 奠 基 作 用 。” 袁 隆 平 表
示。

当时有记者问：世界稻作文明
的起源在哪里？袁隆平说，迄今为
止，在中国、印度等地均发现了几
千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但河姆渡
遗址中发现的水稻遗存是最丰富
的，在湖南、江西等地也有类似的
考古发现，这充分说明长江流域的
先民是把野生水稻人工栽培的先
驱，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突破。河
姆渡遗址中保留下来的稻谷遗存数
量多，这让我们觉得它的历史可能
还要更久远。

2011 年 5 月 26 日，袁隆平第
二次来甬参加第二届 （中国·余
姚） 国际河姆渡文化节。当日，首
届“中国河姆渡稻作科技贡献奖”
评选揭晓。众望所归，袁隆平获得
了杰出贡献奖并到场领奖。在参观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时，袁隆平笑着
说：“我不是来参观的，而是来朝
圣 的 。” 并 欣 然 在 博 物 馆 留 下 墨
宝：“河姆古渡 稻作之源”。

“这很了不起啊！”
袁隆平盛赞甬优超级稻

袁隆平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开
始研究杂交水稻的。超级杂交籼稻
的育成，让袁隆平在国内外赢得了

“杂交水稻之父”的美誉，并激励
了一大批科研工作者从事杂交水稻
工作。宁波的马荣荣团队便是其中
之一。

有别于袁隆平团队做的是籼稻
杂交，马荣荣团队做的是粳稻杂交。

2000 年 ， 杂 交 粳 稻 “ 甬 优 1
号”诞生，成为浙江省第一个比照
增产 10％以上的稻种，当年在全

省 推 广 了 20 万 亩 。 粳 粳 杂 交 的
“禁区”被打破了，马荣荣团队的
创新步伐并没有停顿。

籼稻和粳稻分属水稻的两个亚
种。与以往杂交稻在一个亚种群内
部选优杂交相比，利用水稻两个亚
种间的杂种优势，是国际公认更理
想、更具增产优势的方法，且可兼
具籼米的蓬松清香与粳米的柔滑甘
润。当时袁隆平也指明了从粳粳杂
交、籼籼杂交到籼粳杂交的技术线
路图。然而，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
来，国内外顶级水稻专家为之付出
不少心血，却进展缓慢，因而多年
来籼粳杂交稻项目被公认为世界性
难题。 【下转第4版③】

从稻作之源到甬优超级稻

袁隆平院士与宁波的稻之缘

易其洋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一些部门和
单位开展了不少宣讲活动，或进村宅
社区，或进工厂学校，或到田间地头，
向群众讲党史，形式活泼，气氛热烈。
但也要注意一种倾向，那就是，党史
学习教育，不能把让群众“听到”为能
事、为结局，而是要以此为起点，从群
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入手，实实在在
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让群众切身“感
到”党员参加学习教育的成效。

学是为了用，会用才能更好地
学。党员干部学党史，学得深不深，
悟得透不透，工作有成效、群众得实
惠，才是检验标准。这就必然要求，
在群众面前讲几分话，就要在背后
发几分力、做几分事，让群众真正感

受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而不是为
了吸引群众、营造氛围，说得头头是
道，一转身，却让群众失望甚至怨
恨。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当然要宣
传群众，但这只是起步，更重要的是
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把实
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这样的学习教
育，对党员来说，才称得上入脑入
心；对群众来说，才算得上有模有
样。中央强调，党史学习教育要同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相结
合，这也正是原因所在。

宣讲党史——

让群众“听到”，更要“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