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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定西市委主管主办

　　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
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作风建设，就要
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
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
修养。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前
不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的公
开通报中，有的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有的以学习考察名义公款旅游；有的
在政务服务、信息化建设等方面不作
为、乱作为。思想上的“总开关”没拧
紧，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
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

就在所难免。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修炼共产党
人的“心学”，要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
全面提升个人修养和政治品格，做到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
有戒。心中有党，时刻同党中央要求

“对标”，拿党章党规“扫描”，才不会在
政治方向上走岔走偏；心中有民，用人
民群众新期待“透视”，不断叩问初心、
守护初心，才不会把政绩凌驾于民意
之上；心中有责，锐意进取、真抓实干，
才能处理好发展中的各种矛盾问题；

心中有戒，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
矩，才能做到依法廉洁用权。
　　知行合一，担当作为。“知”的目的
在于“行”，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目
的在于学以致用、指导实践，最终要落
到用实干推动发展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形势环境
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
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治国理政考验之
大前所未有。这就要求党员干部把功
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下转第二版）

修 炼 共 产 党 人 的“ 心 学 ”
新华社记者 杨 柳

新华时评·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当抗旱麦种在旱塬上掀起金色波
涛 ，当试验示范为种子筑起“防火
墙”……在定西的创新版图上，科技人才
正以“顶天立地”的姿态，深耕农业命脉，
用一项项科研成果在定西现代寒旱特色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书写使命和
担当。

“麦田守望者”捧出“金种子”

  “‘西优麦1号’是咱们定西自己培育
的，可以做成面包的小麦品种。”“西优麦
1号”培育人牟丽明说。这个历时14年培
育的中强筋春麦品种，藏着一段“自强不
息”的故事。
  2010年，牟丽明带领团队，结合现代

生物育种技术，以及全面的面制品评价
等多种育种方法和检测手段，培育出了

“西优麦1号”。
  “西优麦1号”，2024年通过甘肃省品
种定名，2025年以300万元转让费签署
定西首个有植物新品种权小麦品种的全
国独占实施许可，实现亩产量504.4斤，
是中部寒旱区最优更新换代品种之一。
  说起牟丽明和小麦育种的渊源，他
们是“命中注定”。1997年牟丽明加入市
农业科学研究院，开始了她的小麦育种
之路。2020年，45岁的牟丽明有了更大胆
的决定，花一年的时间去中国农业科学
院“小麦品质研究与新品种选育”创新团

队学习。“这段经历于我而言意义非凡，
行业的专家，前沿的知识、技术，这些全
新的变化，也成了我育种工作的新开
始。”作为第十七批“西部之光”访问学者
中年龄最大的学生牟丽明感慨道，“也更
加确定了我必须‘育好种’的职责和使
命。”
  将近三十载，牟丽明先后主持培育
小麦新品种9个，其中国家审定品种定西
40号1个，甘肃省审定品种定西38、39、
41、42、48、49号和西优麦1号、定麦1号等
8个，参编甘肃省小麦生产和品种志专著
2部，取得实用新型专利2件，是甘肃省领
军人才、定西市“寒旱区小麦新品种培
育”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优秀科技特派
员、“三区”科技人才服务团团长。
  近年来，在牟丽明的牵头下，我市依

托旱地小麦育种学科优势，联合中国农
业科学院、青岛农业大学、甘肃省农科院
等研发平台开展生物育种技术攻关，构
建了旱寒优质小麦新品种生物育种
体系。
  “我们将继续以打造定西农业科技
创新、科技合作新样板为目标，助力定西
小麦优良品种走向国际化，为种业振兴
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量。”面对
未来，牟丽明信心满满。

为每一粒种子“验明正身”

  在市种子站的实验室里，市种子站
站长、正高级农艺师、市科技领军人才席
旭东正在观测当归、党参、黄芪种子的发
芽率。不久前，这些微微发芽的中药材种
子经历了一场严格的“选拔赛”。
  （下转第二版）

“产”“才”融合 激活农业“芯”动能
——— 看定西科技人才如何破解“种子密码”

新定西·定西日报记者 魏姣 张越

奋 进 强 国 路  阔 步 新 征 程

  窑火明灭间，五千年的文明在指尖
流转。在临洮马家窑彩陶文创体验中
心，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件陶器的诞
生，更是一种文明的当代苏醒。可见，
传统文化若要在当代真正“活”起来，必
须从博物馆的展柜中走出来，成为人们
可以触摸、体验甚至创造的“活态”
存在。

  马家窑彩陶文创体验中心的可贵
之处，在于它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承中常
见的单向度展示模式。在这里，彩陶不
再是遥不可及的文物，而是游客手中可
塑的泥土、可绘的素坯。这种参与式传
承模式，让马家窑文化从静态的知识变
成了动态的体验，从外在的观察对象转
化为内在的生命感悟。
  马家窑彩陶文创体验中心的创新

之处，还在于当代文化创意与传统工
艺的结合。这里文创区的马家窑纹样
茶杯和书签，不是简单的图案移植，而
是让古老的纹样在现代器物上重新找
到功能性依托，从而获得持久的生
命力。
  在这里，雷浩锋指尖流淌的不仅是
泥浆，更是一条连接古今的文化之河；
游客带回家的不仅是陶器，更是一颗被

传统文化浸润的心灵。当那些印着指
纹的陶胚在恒温箱中等待下一个黎明
时，我们似乎看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社
会破晓的希望——— 它不是作为标本被
保存，而是作为活体被延续。这种延续
需要更多像马家窑彩陶文创体验中心
这样的空间，让传统技艺在当代人的参
与中不断重生，让文明的火种在亲手实
践中代代相传。

让 马 家 窑 文 化 在 当 代 苏 醒
新定西·定西日报记者 朱红霞

  窑火在特制的玻璃幕墙后明灭跳
跃，彩陶技艺制作非遗传承人雷浩锋手
抱泥盘，正将一抔黄泥塑成圆腹陶罐。
  “这是从洮河滩头取来的澄泥，要经
过很多道筛洗。”雷浩锋的指缝间渗出细
腻的泥浆，“经过层层关卡的陶土，又得
过五关，才能制成一件完整的器皿。”
  雷浩锋口中的“五关”，说的就是拉
坯“五步法”：抱泥-取泥-开口-拉高-
扩形，这也是他在景德镇学习总结的制
陶经验。说话间，原本松散的土块在雷
浩锋反复揉捏中逐渐泛起绸缎般的光
泽。当转轮启动的刹那，泥柱在离心力
作用下舒展身姿，仿佛五千年前的彩陶
纹样穿越时空，在指尖重新绽放。

  雷浩锋说，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暗
藏玄机：用力过猛会破坏泥坯气孔，力
度不足又难以塑形。五步法中最难的还
是拉高，得稳稳地拉，大气都不能喘，不
然器皿就容易变形。
  另一边，素坯晾晒区犹如现代艺术
展厅，未上釉的陶器陈列在错落的原木
展架上。陶艺师融花正指导游客在烧制

好的器皿上绘制旋涡纹，“马家窑先民
把对生命的崇拜刻在陶器上，我们的学
习还远远不够。”作为彩陶的忠实粉丝，
融花眼神中透露出对马家窑文化的崇
拜与向往。
  据相关资料记载，锯齿漩涡纹陶
壶，属于距今约4700—4300年的半山
类型。农业加速发展导致对大型陶器储

藏粮食的需求增加，此时彩陶器型逐渐
变大，以壶、翁等大型储藏器为主；纹饰
由单一黑色变为黑红搭配，对比鲜明，
更显层次感；装饰纹样除了传统的漩涡
纹外，出现了锯齿纹、网格纹、葫芦纹
等，造型与图案浑然天成，把中华彩陶
文化推向新的高度。
  （下转第二版）

让 马 家 窑 彩 陶“ 活 ”在 当 下
——— 陶艺文创体验中心见闻

新定西·定西日报记者 张莉芳

陇陇西西：：馆馆藏藏文文物物引引客客““穿穿越越””古古今今

  “五一”假期，陇西县博物馆成为热门文
化打卡地，众多游客走进博物馆，通过一件
件珍贵文物和精心布置的展览，沉浸式感受
陇西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文化之旅
中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新定西·定西日报记者 张爱平
      通讯员 崔翔龙 摄影报道

　　记者近期在甘肃省定西市岷县多个农村走
访，看到了不少青年返乡发展，有的成了中药材种
植和加工的规模户，有的发展电商助农拓宽销路，
有的当起了村干部带领群众增收。这些敢担当、
重实干的青年群体，成了乡村振兴“大潮”之上的
“弄潮儿”，为家乡的发展注入新时代青年力量。
　　岷县是“中国当归之乡”，当地百姓几乎家家
户户种中药材，但流转土地种植超过1000亩的却
不多见。
　　1986年出生的侯虎平就是其中之一。十多
年前，他辞掉了电力部门的工作返回岷县梅川镇
梅川村。起初家人不解，当他从安徽亳州带回一
台中药材切片机之后，家人才开始理解并支持他。
　　“那时候村里以卖原药为主，中药材加工尚未
起步。”侯虎平说，中药材切片可以分多个等级销
售，价格比原药高，附加值提升明显。他家是梅川
镇最早发展庭院经济的家庭之一。
　　随着当地中药材产业不断提质升级，规模种
植户逐渐增多，侯虎平也撺掇着父亲流转土地扩
大规模。可在“中国当归之乡”，不是所有的土地
都适宜种植中药材，有些流转地种苗死苗、药苗减
产等情况时有发生。
　　“年轻人脑子活泛，他主动联系有关研究机
构，通过土壤检测、配方施肥等技术，可以精准找
到适宜的流转地。”父亲侯宝庆说，儿子的几番操
作让他意识到依靠过去传统经验的种植模式，已
经跟不上产业发展进程了，于是把家里的种植和
经营交给了两个儿子。
　　在距离梅川村20公里外的十里镇，很多人都
知道李爱军。这个返乡利用电商平台销售中药材
的年轻人，仅用11年时间，将销售额扩大至1.8
亿元。
　　“最关键的是中药材的品质好。”李爱军说，通过各大电商平台大数据
分析创新产品也是企业快速发展的秘籍之一。
　　在李爱军销售的产品中，除了传统的中药材切片制品之外，一些针对
“上班族”的护肝茶、针对睡眠障碍群体的百合茯苓茶等时尚茶饮产品在
市场逐渐走俏。“这些是企业拥抱大数据研发的新产品，去年新产品销售
额占全年比重20%。”李爱军说，即便现在是中药材销售淡季，每天也有至
少两辆挂车的订单。
　　在岷县，还有很多像李爱军、侯虎平这样的青年。有的返乡当了村干
部，自己流转土地向药农示范中药材标准化种植模式；有的利用电商、直
播等平台优势，帮助村民销售中药材、猫尾草等农副产品；有的挖掘当地
自然、文化等优势，发展乡村旅游……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返乡，一些有想法、有能力、有恒心的年
轻人正在为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岷县农业农村局粗略统计，仅去年
至今，岷县超过1400名青年返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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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媒 体 看 定 西

  青山叠翠，山林秀丽，荒山沙
丘披上绿装，城市园林美丽舒适，
乡村环境干净整洁……
  近年来，漳县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筑牢生态底
线，加快项目建设，全力推动高质
量绿色发展。

根植绿色理念，擦亮生态名片

  时下，顺着漳县东泉乡能岸村
河滩社的一条盘山公路来到山顶，
陇盛园林农民专业合作社千亩苗
木种植基地的苗木郁郁葱葱，长势
喜人。
  东泉乡地处漳县东南部，有林
地23.8万亩、草场3.55万亩，是漳县
森林覆盖面积最大的一个乡镇。
2018年，成贵子从林场退休后，牵
头成立了陇盛园林农民专业合作
社，带领东泉乡5个村的300多名农
民栽植城市园林苗木，在荒山、荒
沟、撂荒地上种下了“绿色银行”。
  近年来，漳县着力实施国土绿
化行动，全面开展全民义务植树，
统筹经济林果、苗木花卉、生态旅
游协调发展，生态环境大幅改善、
资源管护持续强化、林下经济稳步
发展。
  如今，绿色已成为漳县的鲜明
底色。截至目前，漳县林地面积
133.11万亩；森林面积59.56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到18.34%；草地面积
65.47万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78.41%。

聚焦乡村振兴，奏响产业欢歌

  走进位于盐井镇杜家庄村的
漳县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一排排
日光温室矗立田间，整齐排列。这
里是由漳水润农农业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承建的，通过复制山东寿光
高端农业模式，以发展高原夏菜
为主。
  “我们今年着重打造杜家庄黄
瓜品牌，同时提升五彩椒的种植水
平。园区每天提供岗位73个，每个
工作岗位每月增收3000多元。”产
业园负责人刘玉江说。
  近年来，漳县立足自然禀赋，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将设施农业作
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全力
培育高原夏菜，打造绿色蔬菜基地
大县。
  韭菜是漳县设施农业中的一
张特色名片，已先后通过“国家A级
绿色食品”认定和“省级无公害蔬
菜产地”认定。
  目前，漳县武阳镇已在柯寨、
新庄门、董家庄、孙家峡4个行政村
建成韭菜大棚4200余座，占地
4400余亩，年产值达6600万元
左右。
  漳县的食用菌产业同样发展
得有声有色。已建成食用菌标准化
生产基地9个866亩，木耳菌棒加
工厂1个，年挂棒能力达到1082万
棒，年产干木耳81万公斤。
  （下转第二版）

漳县：以绿为笔绘就发展新画卷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杨唯伟 通讯员 李志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