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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老乡家里串门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鸡毛信”背后的生死时刻
□记者 彭文君

黑云压城，山雨欲来。

8月22日晚上8点，涞水县九龙

镇上空，突然乌云密布，不时划过一道

闪电，把黑漆漆的天空撕开个大口子。

镇政府办公室里，纪委副书记杨

春城眉头紧锁，心事重重。二十多天

前，这里刚经历过一场暴雨山洪，灾后

重建工作仍在进行中：有些道路虽达

到通车标准，但路基还没压实；部分桥

梁、堤坝、道路下方排查出的空洞，还

没完全修复；房屋被冲塌的村民虽然

得到暂时安置，但情绪还不稳定……

实在是放心不下。杨春城决定，

明天一早就去镇北边庄里沟山上的几

个村转一圈。

他有些心虚地看了一眼桌上的手

机：几分钟前，儿子杨英杰刚打过电

话，叮嘱他最近先别上山，好好养养受

伤的腿，他满口应承下来。

又食言了——杨春城也想不明

白，自己一个言出必行的老共产党员，

怎么就被最近接连的雨，搞成了一个

“谎话连篇”的人。

“下完这几天雨，我就回家”

时钟回拨到7月31日，暴雨如注。

杨春城一直负责九龙镇的防汛工

作。那天一大早，他就和镇党委书记

李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许杨，分头

冒雨带队进村，察看辖区内各村庄的

村民有没有按照要求提前转移撤离。

九龙镇背靠太行山脉，小西河、庄

里沟和峨峪东沟三条河流从这里流

过，在镇南端统一汇入拒马河。庄里、

峨峪、大泽三座水库如三颗明珠点缀

其间。每到汛期，灾害频发，镇干部们

一刻都不敢大意。

晚上8点10分，杨春城正在北庄

村指挥受困群众转移，突然接到消息：

太平村水位暴涨，村民们都被困在村

里一个地势较高的小院里，亟待救援。

杨春城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

眼：小院背后就是河堤，一旦河堤被冲

垮，后果不堪设想。事不宜迟，他带着

镇上唯一一辆大型钩机，车轱辘就有

一人多高，直奔太平村而去。

到了太平村，村里公路上最高处

的水位已经快两米了。杨春城指挥九

龙镇政府工作人员高玉飞、九龙镇动

物检疫站站长晋显涛跟随钩机，一车

一车地往外拉人。一车只能拉十五六

人，往返十来趟才转移完院子里的一

百六七十位村民。

“人数不够啊！”杨春城想了想，

“不行，我得进村看看，一个村民也不

能落下。”

“我对村里最熟，我跟您一起去。”

刚被转移到安全地带的村会计高永芳

二话不说，跟着杨春城折返回去。他

俩挨家挨户地敲门、喊人，陆陆续续叫

出来三十多个人。直到确认村里一个

人都没了，才慢慢移到村边，等待钩机。

“杨书记，这车只能再挤一个人

了，您先撤。”

“那不行，必须你们先撤！”

钩机把高永芳和村民们都拉走

了。杨春城仗着自己水性好，蹚着齐

腰的水，慢慢沿着公路，一寸寸艰难地

往外挪。

他低估了山洪的力量。快到村口

的时候，一股洪水突然从山上下来，杨

春城感觉好像被一头牛撞在胸口，被

拍得倒飞出去。当肆虐的洪水袭来，

任何游泳技巧都用不上，只能被水裹

挟着向下滚。

“完了！”杨春城脑子里就这一个

念头。公路只有四五米宽，旁边就是

河道。有经验的都知道，发洪水时一

旦被冲入河道，在乱石和洪水的夹击

下，基本没有生还的可能。

（下转第二版）

景剑峰和杨春城手写的“鸡毛信”。

记者 张谢雅 摄
8 月 23 日晚，杨春城冒雨连夜

部署防汛工作。 记者 张谢雅 摄

距开幕还有 天99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为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部

署，全方位培养和用好青年科技人才，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若干措施》强调，要坚持党对新时代青

年科技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用党的初心使

命感召青年科技人才，激励引导青年科技人

才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承“两弹一星”精

神，继承和发扬老一代科学家科技报国的优

秀品质，坚持“四个面向”，坚定敢为人先的

创新自信，坚守科研诚信、科技伦理、学术规

范，担当作为、求实创新、潜心研究，在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科技强国、人才

强国实践中建功立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奉献青春

和智慧。

《若干措施》提出，要引导支持青年科技

人才服务高质量发展。鼓励青年科技人才

深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结合实际需求凝练

科学问题，开展原始创新、技术攻关、成果转

化，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落实事业单位

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等相关政策，支持和鼓励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选派科研能力强、拥

有创新成果的青年科技人才，通过兼职创

新、长期派驻、短期合作等方式，到基层和企

业开展科技咨询、产品开发、成果转化、科学

普及等服务，服务成效作为职称评审、职务

晋升等的重要参考。

《若干措施》明确，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

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

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

急科技攻关大胆使用青年科技人才，40岁以

下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项目（课题）负责人和骨

干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鼓励青年科

技人才跨学科、跨领域组建团队承担颠覆性

技术创新任务，不纳入申请和承担国家科技

计划项目的限项统计范围。稳步提高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对青年科技人才的资助规模，将

资助项目数占比保持在45％以上，支持青年

科技人才开展原创、前沿、交叉科学问题研

究。地方科技任务实施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

的支持力度。深入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

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申报年龄可放宽到40

岁，不设职称、学历限制，探索实行滚动支持

机制，经费使用可实行包干制。

《若干措施》要求，国家科技创新基地要大力培养使用青年科技

人才。国家科技创新基地要积极推进科研项目负责人及科研骨干队

伍年轻化，推动重要科研岗位更多由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鼓励各类

国家科技创新基地面向青年科技人才自主设立科研项目，由40岁以

下青年科技人才领衔承担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60％。青年科技人才

的结构比例、领衔承担科研任务、取得重大原创成果等培养使用情况

纳入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绩效评估指标，加强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

《若干措施》提出，要加大基本科研业务费对职业早期青年科技

人才稳定支持力度。根据实际需要、使用绩效、财政状况，逐步扩大

中央高校、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对青年科技人才的资助

规模，完善并落实以绩效评价结果为主要依据的动态分配机制。基

本科研业务费重点用于支持3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开展自主研究，

有条件的单位支持比例逐步提到不低于年度预算的50％，引导青年

科技人才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前沿科学问题研究。鼓励各地通

过基本科研业务费等多种方式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对高等学校、科研

院所职业早期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

《若干措施》提出，要完善自然科学领域博士后培养机制。提升博

士后培养质量，合理确定基础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和工作站数量，合理扩大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博士后规模。国家科

技计划项目经费“劳务费”可根据博士后参加项目研究实际情况列支，

统筹用于博士后培养。强化博士后在站管理，（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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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金宗明）无论是行

走在码头看船来船往、潮起潮落，还

是驻足高新产业园凝视机器人手臂

上下翻飞、灵活运转，都能感受到唐

山工业发展的蓬勃气息。今年以来，

唐山全面推进运行调度、项目建设、

两化融合等重点工作，着力推动工业

经济创新绿色高质量发展，“新工业”

发展动能强劲。

创新驱动 工业发展添动力

天天“跑远路”，高铁列车脏了咋

清洗？在唐山百川智能机器股份有

限公司，国内首台列车车顶无人化检

修机器人正在大显身手。只见机器

人精准确定需要清洁的位置，举“手”

仔细擦拭，又快又准。该公司总设计

师金强介绍，与人工作业相比，列车

车顶无人化检修机器人具备稳定性

强、精度高、可长时间持续运行等优

点，避免了检修人员的操作风险，提

高了检修效率。

作为国内轨道交通检修检测设备

生产领域的“扛把子”，百川的产品设

计和工业服务处于同行业领先地位。

近日，百川“特种机器人产业共享制造

项目”获评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项目，

为全省唯一；总投资3.1亿元的百川轨

道交通智能装备产业化二期项目已开

工建设，建成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轨

道检测装备机器人研发制造基地；百

川智能地铁列车无轨化运转系统等

31个项目入选省工业互联网创新发

展重点项目库。

抓创新发展，强竞争能力。唐山

把技术创新作为提升产业和企业竞争

力的关键。加快推进实施科技转化项

目，上半年159个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4.74亿元。培育壮大“专精特新”和单

项冠军企业，上半年新增创新型中小

企业163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130家，10家企业入围省“专精特

新”骨干企业创新发展项目，数量居全

省第二位，43家企业申报2023年省

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绿色转型 工业发展增活力

站在京唐港4号码头，河钢集团

唐钢公司新区尽收眼底。厂区内随处

可见巨龙一般的全封闭通廊和介质管

道。通廊将原料和产线连通，海上运

来的物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厂区，直

接投用到生产中。

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以“打造绿色

低碳钢铁企业的典范”为定位，把绿色

发展理念贯穿于设计建设和经营发展

全过程，在更高标准上推动绿色制造、

低碳发展，打造现代钢企绿色低碳发

展新标杆。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唐山

积极推动全市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

制定《唐山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

案》，明确了构建绿色低碳工业体系、

推进降碳增效、推行绿色制造、发展循

环经济、加大低碳技术工艺开发应用

等5大方面20项重点任务，积极有序

推动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建立

“节能环保专家库”“绿色示范培育库”

“绿色低碳项目库”，加快建设绿色设

计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

应链管理企业“四位一体”的全流程绿

色生产模式，全市省级、国家级绿色工

厂分别达到96家、41家，数量均居全

省第一。

特色集群 工业发展聚合力

近日，玉田县盛田印刷包装机械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忙碌景象。

技术工人正在对装配完成的模切机进

行调试，经过最终“试跑”后，设备将发

往全国各地，交付客户使用。

盛田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的

这番景象，只是该县印刷包装机械产

业火热生产场面的一个缩影。玉田

县持续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

展，引导企业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延

伸上下游产业链。近日，玉田印刷包

装机械产业集群成功获评首批国家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成功进入

“国家队”。

抓特色集群，建产业生态。唐

山大力实施“领跑者”企业培育行

动，指导县（市、区）加强集群的挖掘

培育，乐亭精细化工、乐亭精品钢

铁、丰南绿色钢铁、丰南高端装备制

造、丰南新型建材5个产业集群和芦

台、汉沽的1个自行车零部件制造、2

个家具制造共8个集群推荐纳入省

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序列，全市省级

集群有望达到26个。唐山市板栗制

品产业集群、唐山市河豚制品产业

集群列入了国家重点地方特色食品

产业集群。

唐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孟祥

印表示，下一步，唐山将坚持“产品高

端化、制造智能化、生产绿色化、链条

安全化、质量标准化、分工国际化”全

面集成的“新工业六化”发展理念，推

进传统产业转型创新，加快新兴产业

培育壮大，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深度融合，建设多业态梯度共存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唐山：全力打造“新工业”激活发展新动能

近日，沽源县长梁乡大石砬村的

村民们纷纷走上街头，跳起来、舞起

来。得益于“大石砬里百合开”，沽源

县连续两届花卉旅游文化节都在这里

拉开帷幕。

当日一大早，村干部赵树华在开

幕式现场忙前忙后，生怕哪一点小细

节不到位影响游客的观赏，“我们村现

在成了花海，特别漂亮，为了搞好花卉

节，我也把老伴儿叫来帮忙！”

60岁出头的赵树华，走起路、干

起活毫不逊于小伙子，在村里担任村

干部，更是一名种花能手。

“走，到我家看看去！”中午时分，

游客歇晌时，赵树华邀请记者到他家

串门。推门进院，菜畦围墙下是赵树

华精心侍弄的各式花草，有的花开正

艳，有的含苞待放。门前“美丽庭院”

的标牌引人注目。

“村里定期会开展‘美丽庭院’评

比，鼓励家家户户美化自家小院。我

这个小院可是获得了一等奖呢！”赵树

华领着记者走进里屋，拿出他的奖状，

滔滔不绝地说起了村里的变化，“我们

村因为石头多而得名大石砬，过去只

能在较缓的荒坡上种些燕麦等大田作

物，收入不高。现在全村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房屋翻修一新，路宽阔平整，

处处鸟语花香，来的人都夸好。”

这些变化，都源于花卉种植这一

“甜蜜的事业”。

“特别感谢河北省林草局驻村工

作队，是他们为村里请来了专家，把大

石砬富硒黑沙土变成花卉肥沃地。从

2018年起搞试点，我和老伴儿就参

与，学到百合花种植技术。”赵树华说。

赵树华告诉记者，不少村民最初

不敢轻易尝试种植，在村党支部书记

孙喜玲的带领下，村里引进20亩食用

百合花，试种后产量很高，获得了不少

收益，这才给村民吃了“定心丸”，大家

纷纷开始尝试种植。

大石砬村一年一个新台阶，精心

打造成花卉作物种植基地。盛夏时

节，盛开的百合花、金莲花、万寿菊、

葵花、油菜花，成为草原天路脚下的

花田草海。

“村里花卉产业发展得好，村民也

都能参与进来，（下转第四版）

大石砬里百合开
8月26日，秦皇岛市海港区驻操营镇花厂峪村软枣猕猴桃种

植基地的工人在采摘软枣猕猴桃。

近年来，秦皇岛市海港区引导山区群众因地制宜发展软枣猕

猴桃、板栗、花椒等特色农副产品种植，并积极推动特色农业与乡

村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促进传统农业向特色农业、高效农业转变，

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记者 郑世繁 章紫薇 通讯员 闫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