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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田雁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参赛
学生代表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希望。

习近平指出，你们以大赛为平台，用在课堂和实验室学到

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创新实践中增本领、长才干，在互学
互鉴中增进中外青年的友谊，这很有意义。

习近平强调，创新是人类进步的源泉，青年是创新的重要
生力军。 （下转第三版）

教育，关乎发展大计，关乎民生福
祉。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
加强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根本要
求，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积极回应
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美好期待，教育工
作发展重心正逐步从“学有所教”向“学
有优教”跃升，展现了新时代教育工作
的新担当新气象。

“五育”并举 为多彩校园注入
新活力

近年来，我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坚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不断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
体系，将德智体美劳的“单弦独奏”
升华为“五育”并举的“交响乐”，持
续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为多彩校
园注入新的活力。

为了让孩子们爱上劳动，我市各
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一些
学校在校园一角开辟了“开心农场”，
让孩子们通过种植、养护、收获、分
享，充分体验劳动的艰辛与快乐；一
些 学 校 引 导 学 生 在 烟 火 气 中 体 味 生
活，作为实践作业之一，今年暑假期
间，很多孩子在家里煮饭、做菜，一
展厨艺……形式多样的劳动教育逐步
融入我市中小学生的校园生活，孩子
们在热火朝天的劳动中播种希望、全
面发展、健康成长。

在大同大学附属小学举办的第四
届校园科技节活动中，怒发冲冠、仙女
散花、液氮冻鱼、涡环大炮等科学实验
吸引了众多学生参与，让学生在有趣的
互动中探索未知世界……这是我市各
学校开展科技创新教育的一个缩影。
我市各学校不断强化课程改革，充分利
用网络、实验室、博物馆、教育实践基地
等地域特色资源，丰富教学内容，通过

机器人、无人机、智能编程等社团以及
创客教育系列活动，开展科技创新教
育，着力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

“加法”，让孩子们能够在课程与实践中
乐享创新、品味科技。

“双减”政策下，我市各中小学切实
把握学校育人导向，以美育人、以文化
人，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融入美育
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建设和教育教学全
过程，持续关注学生多样化的学习和发
展需求，不断丰富美育特色内涵、提高
学生审美素养，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
让“美”在孩子们的心里生根发芽，全面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双减”赋能让教育回归本真，“五
育”并举让梦想精彩绽放。现如今，“五
育”并举已成为新时代大同教育的鲜明
底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每一所校

园里成为具体的风景。

扩优提质 构建基教优质均衡
新格局

走进云州区倍加造中学，粉刷一新
的教学楼映入眼帘，宽敞平坦的操场上活
跃着学生的身影，多媒体教室、理化实验
室、微机室、图书室、阅览室、舞蹈室、美术
室、古筝室、陶艺室、乒乓球活动室等一应
俱全……曾几何时，这所学校的硬件设
施落后，无法满足正常教学需要。现如
今，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我市像倍加造中学这样旧貌换新
颜的学校不胜枚举，一座座新教学楼里传
出琅琅读书声，一条条塑胶跑道上孩子们
在欢跑，这些已成为我市各学校的“标配”。

缩小义务教育差距，是实现教育起
点公平的先决条件。近年来，我市不断

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
距，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县域
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在加强农
村寄宿制学校和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
设的同时，实施薄弱学校改造、义务教
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等专项工
程，比全国提前五年、比全省提前一年
实现了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老师，声音能在固体中传播。”在云
州区倍加造中心小学三年级科学课堂
上，学生们边敲桌子，边把耳朵贴近桌
面，跟随老师一起做声音传播的实验。

同一节科学课，同一位老师，在云州
区解庄小学、独树小学、西村小学、谢疃小
学、邢庄小学、营坊沟小学6所小学的三年
级课堂上同时进行，学生们全部盯着屏
幕，跟着老师一起做实验，科学的种子悄
然在孩子们心间生根发芽。（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 （记者 吴华 见习记者 杨
星仪） 2024 年 9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
外币各项存款余额突破 5000 亿元，达
5005.67 亿元，同比增长 7.1%，较年初增
加 305.24亿元。

从结构来看，住户存款依然是拉动
存款增长的主要因素。9 月末，全市住
户 存 款 余 额 3798.3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87%，较年初增加 226.93 亿元，增量占
全市各项存款增量的 74.34%。单位存
款增量较去年同期明显提升，其中，非
金融企业存款余额 864.53 亿元，较年初
增 加 26.34 亿 元 ，增 量 比 去 年 同 期 高
42.2 亿元；机关团体存款余额 272.69 亿
元，较年初增加 31 亿元，增量比去年同
期 高 26.41 亿 元 。 财 政 性 存 款 余 额
51.12亿元，较年初增加 10.47亿元。

存款增长实现跨越的同时，贷款增

速也势头良好。9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2895.53 亿元，同
比 增 长 13.11%，较 年 初 增 加 335.33 亿
元，已超过去年全年增量（296.88 亿元）
38.45 亿元。9 月末，全市余额存贷比为
57.85%，较去年末上升 3.38 个百分点；
1-9 月份增量存贷比为 109.86%，连续
两月超过 100%，有力支持全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大同市分行相关负
责人表示，存款余额达到大同历史最高
水平，这说明居民收入提高，实现了一
定的财富积累，有更多可支配收入进行
存款理财，生活水平迈上新台阶。从存
贷比来看，贷款增速高，说明消费与投
资在增长。接下来依然要促进贷款发
放，企业有贷款投资的需求，经济才会
发展。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参赛学生代表

弘扬科学精神积极投身科技创新
为促进中外科技交流推动科技进步贡献青春力量

我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
存 款 余 额 突 破 5000 亿 元

从“学有所教”向“学有优教”跃升

图 为
2024 年 大
同市中学生
田径运动会
场景。

本报记
者 戎禹仁
摄

本报讯 （记者 纪元元） 第四季度
已经开局，全年工作即将收官。连日
来，左云经济技术开发区围绕高质量发
展要求，锚定服务、项目、招商三个着力
点，全力以赴向年度目标发起冲刺。

这是一组提振信心的数据：今年
1-8 月 ， 左 云 经 开 区 完 成 工 业 投 资
10.65 亿元，同比增长 15.3%。转型项
目累计完成投资 10.42 亿元，占工业投
资比重为 98%，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完

成 12.33 亿元，工业增加值完成 4.78 亿
元。

“第四季度是定全年、保全局的收
官阶段，也是明年工作起好步、开好头
的关键节点，左云经开区将充分发挥统
筹作用，主动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简
化办事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对所有在
建项目按行业分类进行包联，紧盯节点
促增量，推动各项目加快投资建设。”据
该经开区党工委书记于海滨介绍，他们

还将利用好当前煤炭供应黄金期，引导
所有规上企业开足马力生产；以“链主”
鹊盛活性炭项目为中心，积极引进新的
活性炭制造项目，推动活性炭深加工及
活性炭应用项目尽快开工，做强园区活
性炭链条，为省级活性炭专业镇和晋北
煤质活性炭加工生产基地的实现奠定
坚实基础；进一步拓宽能源深加工，尤
其是强化煤矸石分选高岭岩、发热发电
等煤化工配套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

与此同时，该经开区积极谋划今年
最后一次“三个一批”活动，确保签约项
目早日落地开工，开工项目早日完工验
收，完工项目早日投产达效，充分发扬

“ 拼 ”的 精 神 ，强 化“ 抢 ”的 劲 头 ，保 持
“争”的状态，努力把“力争实现”变为
“确保完成”，把“确保完成”变成“超额
突破”，把“超额突破”变成“历史新高”，
以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作为“答卷”，

“满弓紧弦”决胜收官。

左云经开区“满弓紧弦”决胜收官

秋风送爽，金秋十月，全市有机旱
作农业迎来丰收季。田野上农机穿梭，
秋收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在云州区、云冈区等有机旱作农业
种植基地，金灿灿的谷子、红彤彤的高
粱绘就出一幅多彩的田园画卷。各级
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抓住晴好天气，及
时组织协调各类机械投入秋收工作，加
班加点抢收快收。“我的谷子、黍子用机
器收割，一天能收 30 余亩，现在都已经
收割完毕，快得很。”云冈区高屯村村民
殷福元高兴地说。

近年来，我市将有机旱作农业作为
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加大资金、技术投
入。今年重点实施有机旱作农业膜下
滴灌 81.5 万亩，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和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项目区粮食单产
提升 200 斤以上。还实施了阳高县、云
州区 20 万亩玉米单产提升、10 万亩“吨
粮田”创建、新型经营主体单产提升等
项目，实现玉米大范围大幅度均衡增
产。同时因地制宜引进选用新品种，在
云冈区七峰山下海拔 1400 多米的坡梁

地上，市青山兴谷农业专业合作社采用
全膜覆盖种植的 1000 余亩蒙龙香谷，
产量突破当地旱坡地亩产最高纪录。
该合作社理事长殷兴文兴奋地说：“刚
才 测 了 一 下 ，每 亩 地 产 量 在 550 斤 左
右，属于大丰收了。”

随着粮食的收割，我市承担粮食仓
储、烘干、加工等任务的企业也进入繁
忙时节。在云冈区国禾天元现代农业
公司，每天前来销售玉米的车辆络绎不
绝。秋收开始后，该公司敞开收购，解
决了农民存放粮食缺少场地的问题，加
快了秋收进度。

目前，全市各县区秋收工作正有序开
展。据市农业农村局最新统计，截至 10
月 12日 18时，全市秋收面积 261.8万亩，
完成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59.5%，其中，玉
米124.8万亩，大豆16.4万亩，马铃薯14.6
万亩，谷子26.7万亩，高粱11.1万亩，大豆
玉米复合种植2.4万亩，油料17.2万亩。

下一步，我市将组织各县区加快秋
收进度，确保颗粒归仓。同时，做好秋
翻地、地膜回收、秸秆综合利用等相关
准备工作，为高标准完成明年粮食生产
打好坚实基础。

有机旱作农业云中大地绽放璀璨光彩

本报讯 （记者 李雪峰） 10 月 14 日至 15
日，团中央青年发展部、农业农村部农村社
会事业促进司联合主办的全国乡村振兴青
年先锋宣讲活动走进灵丘县。

本次宣讲活动邀请了全国乡村振兴青
年先锋代表、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
会员代表在田间地头、村屯农家进行现场宣
讲。青年代表们通过“接地气”的宣讲形式、
充满“泥土味”的宣讲内容，分享成长经历、
创业故事，并进行田间指导、技术交流，该县
农民群众就土地流转经验、农业技术运用、
农业产业运营等关心的问题与代表们交流
互动。

据悉，自 1998 年中央明确共青团中央结
对帮扶灵丘县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灵丘从摆脱贫困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次宣讲活动旨在为
农业、文旅领域的优秀创业青年代表和当地
的干部群众搭起桥梁，为灵丘发展建言献
策，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在左云，从一座教堂感受多元文
化交融的历史；在浑源，从一座陵墓
体悟清代治河名臣栗毓美的家国情
怀。随着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爆
火，众多“天命人”纷纷走进我市感受
古建文化。其中，在清代建筑中，左
云八台子教堂和浑源栗毓美墓等也
凭借独特的建筑艺术和多元的文化
呈现，吸引人们驻足欣赏。

沿着长城一号旅游公路走进左
云摩天岭风景名胜区，这里有一座教
堂与长城为伴，与村庄为邻，上演着
多元文化的交融之美，它就是位于左
云县三屯乡八台子村北部的八台子
教堂。八台子教堂又叫八台子天主

教圣母堂，初建于清光绪二年（1876
年），如今仅存圣母堂西式立面即钟
楼，也称塔楼、大单巴，上嵌各式精美
砖雕图案。在遗址处，记者不禁被宏
伟壮观的塔楼所吸引。只见其尖塔
高耸，下部为正方形，往上则是与六
边形交错形成的穹顶和四面通透的
塔楼顶端，高、尖、直营造出轻盈修长
的飞天感，体现了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特征。细看这座建筑，还可以发现其
中也融入了不少中国建筑元素，如砖
雕、各种云纹和牡丹花图案的使用以
及二层的暗窗装饰等，呈现出中西合
璧之美。

栗毓美墓坐落在浑源城东北隅，
又叫栗氏佳城，俗称“栗家坟”，是珍贵
的代表性清代墓葬历史文物，也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主人栗毓美
（1778 年-1840 年）为山西浑源人，其
所创的“抛砖筑坝法”在中国治黄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走进栗毓美墓景区，
只见一座高大宏伟的砖券拱门楼格外
醒目，陵园前后布设大门、牌坊、华表、
享殿、石像生、墓冢等，门前还有御祭
碑、神道碑，建筑肃穆壮观，布局严谨
对称。据介绍，陵园内汉白玉华表为
历代大臣墓葬中所仅存，三门火焰牌
坊列入全国 100 座著名牌坊之列，丰
富多彩的汉白玉石刻更是清陵石刻中
的精品和瑰宝。近年来，该景区还通
过丰富展厅布展、开发相关文创产品
等，挖掘弘扬栗毓美廉政文化，也让众
多观瞻者不仅能欣赏宏伟建筑，还能
进行一次入脑入心的精神洗礼。

畅游清代建筑 品味多元文化

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
宣讲活动走进灵丘县

金秋十月，全市有机旱作农业迎来丰收季。 本报记者 申力摄

本报讯 （记者 陈杰） 日前，省文
旅厅对 2024 年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名单进行公示，记者从市文旅局获悉，
我市 5个乡村入选其中。

据了解，4 月起，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开展了全省乡村旅
游重点村镇遴选推荐工作，旨在在全省
培育一批文化康养旅游资源富集、旅游
产品特色鲜明、旅游市场规范有序、旅
游配套服务完善、村容村貌美好宜居、
乡风淳朴、风俗文明、带动乡村产业振
兴和村民致富效果良好、具有典型示范
和 带 动 引 领 作 用 的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镇。此次我市入选乡村分别是平城区
小石子村和马家小村、阳高县守口堡
村、灵丘县西庄村、云州区于家寨村。

据介绍，小石子村将区域内的自然
景观、人文景观等旅游资源进行整合，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利用线上线下渠道
进行旅游营销和推广，蹚出了一条“农
林文旅康养”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马家小村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依托北
魏鹿苑、梦太空嘉年华等景点，以及当
地特色农副业、民宿等资源，为游客提
供了多样化的旅游体验；守口堡村依托
长城历史文化积淀和旅游资源，以“艺
术乡村”为视角，通过“文创驱动、艺术
引领、生态筑底”形成乡村旅游多点产
业、联动布局、多点引爆的项目格局；西
庄村辖区内泉眼众多，水源丰沛，是山
西省内少有的富水区，该村大力发展集
休闲度假、休闲农业、农事体验为一体
的乡村旅游新业态；于家寨村围绕“健
康、养老、养生、研学、旅游、艺术创作”6
大主题，为游客提供难忘的乡村体验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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