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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开幕还有 天1616

5月以来，不少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办事的
群众享受到了“专属停车位”，不用再“兜圈子”，
为停车费神了。

小小停车位，浓浓为民情。4月27日，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曹炯芳在全市精神文
明建设表彰暨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推进会上
提出“要为办事群众留车位”。全市广大机关、
企事业单位积极行动，开辟办事群众专用的“便
民停车位”，解决办事群众停车难题。

这是我市坚持“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
惠民”的生动实践，也是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初心与使命。

顺应人民群众的期待。近年来，我市持续
深入开展文明城市建设，“做文明人、办文明事”
的氛围日益浓厚，推动了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湘潭，这座全国文明城市从

“面子”到“里子”，从“颜值”到“气质”都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聚 力

倡导勤俭节约、自觉排队、喜事简办、使用
公筷公勺等文明行为，鼓励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实施见义勇为行为、关爱和尊重空巢老人及留
守儿童等特殊群体。重点治理交通、公共秩序
等不文明行为……

为了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引导促进文明行为，制止不文明行为，提升
社会文明程度及推进社会和谐进步，1月21日，
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湘潭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该条例将于6月正式实施，标
志着我市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步入法治化轨道。

以法律“硬制度”促进市民文明习惯“软着
陆”，是我市文明创建工作的一项得力抓手，充
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持之以恒深入推进全国
文明城市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在文明创建的路上，湘潭的步伐坚定而执
着。

2017年，我市成功捧回了“全国文明城市”
金字招牌。2020年11月，我市以连续三年获评
全省第一、位列全国第一方阵的成绩蝉联“全国
文明城市”。2021年3月25日，在全省精神文明
建设表彰大会上，湘潭市作为蝉联的全国文明
城市代表作典型经验交流。

成绩有目共睹，来之不易。这是全市上下
勠力同心、攻坚克难的结果。

在文明实践中，我市始终坚持“人民满意、
人人参与”为核心，建立“上下联动、全域创建”
长效机制，构建“全民参与、共建共享”创建格
局，久久为功，持续发力。

组织保障上，由市委书记任顾问、市长任组长
的创建领导小组领衔全市各部门，构建起“创建领
导小组抓创建办、创建办抓工作组、工作组抓责任
单位、责任单位抓责任点”的四级工作机制。

考核激励上，开展“周督查、月曝光、季测
评、年考核”，深化创建“红黑榜”，强化示范引领
带动作用，用曝光问题、督促整改，助力创建工
作经得起历史、实践、群众的检验。

工作举措上，每周五下午开展“联点共建”
活动，各城市区、园区，市直及驻潭各单位成立
党员干部志愿服务队，下沉到一线，一对一联点
市内社区、路段，指导督促、带动参与联点社区
做好志愿服务、帮扶、解难等工作，助力基层文
明建设。大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让文明实践活动有阵地、有队伍、有保障。截至
目前，全市已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5个、所
64个、站 890个。通过推行“群众点单、中心供
单、所(站)派单、队伍接单、群众评单”的“五单机
制”及项目化运作，已完成各类群众点单 4150
项，建立和完善 7类 135个文明实践项目库，开
展文明实践活动3万余场，服务群众达260余万
人次。

在党委政府的引导和带动下，人民群众积
极主动建言创建、融入创建、参与创建。大家自
觉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做到言行举止讲文
明、公共场所讲文明、行路驾车讲文明、排队礼
让讲文明、外出旅游讲文明、居住环境讲文明，
画出了共美一座城的最大同心圆。

铸 魂

52岁的李军是湘乡市壶天镇山坪中学一名
教师。因双下肢三级残疾，他一直拄着拐杖给
学生们上课。从教近 30年来，尽管行动不便，
且多次遭遇骨折，但他一天也没有影响过孩子
们上课。

在李军的努力下，当地学生从当初的失学
率70%，变成如今入学率100%。他教过的学生
有 100多人考上了本科，220多人考上了大专、
中专。学生们都亲密地称他“拐杖爸爸”。

谈及所做的一切，李军说：“我的成长离不
开党和政府的关怀，记不清有多少人曾帮助过
我，今天我能自食其力，当上人民教师我已很满
足。教好学生、回报社会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今年，李军入选中央文明办发布的 2021年
2月“中国好人榜”。 下转7版①

让“金字招牌”更加闪亮
——我市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杨阳

“夜幕下，心情沉重，朝着前方走能见
到您吗？袁老师，亿万人民都在呼唤共同
的恩人——您……”5月 22日晚，湘潭县

“深耕一亩田”创始人邓述东夜不能寐，一
遍又一遍回忆着袁隆平院士生前对他的技
术指导和精神鼓励，情不自禁地在微信朋
友圈里写下了这段话，寄托哀思。从素昧
平生到常来常往，邓述东因水稻与袁隆平
院士结缘，并结下深厚情谊。

邓述东扎根湘潭县射埠镇农技推广一
线多年。2013年，邓述东经过反复选育和
试验栽培的富硒五彩稻获得成功，得到袁
隆平科研团队的关注。惜才爱才的袁隆平
表示，2014年秋季他要到邓述东的五彩稻
试验推广基地考察。

2014年 9月 26日，袁隆平院士带领科
研团队的部分成员，来到射埠镇邓述东的
五彩稻生产基地，经过全方位考察论证，给
予了五彩稻科研成果高度评价，并欣然题
词“邓述东先生培育的五彩稻：新奇、珍贵，
质优良”。袁隆平说，他带领科研团队专注
水稻高产稳产，重点解决吃饭的问题；而像

邓述东这样的农业科研人员，努力探究提
高水稻品质的问题，让人们在吃饱的基础
上吃好，也是难能可贵的。当年，邓述东精
心培育的富硒彩米在全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上获得“金奖”，袁隆平院士第一时间发来
了贺电。 下转7版③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

2021年 5月 22日 13时 07分，“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
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协
原副主席袁隆平溘然长逝。

听到袁隆平去世的消息，全国劳模、雨
湖区姜畲镇泉塘子农技站站长李罗斌泪如
雨下，悲痛万分。

5月 23日，79岁的李罗斌从长沙悼念
袁隆平院士后，回到了泉塘子农技站。在
这个小小的农技站和泉塘子杂交水稻基
地，与袁隆平探讨“杂交水稻”的往事，又一
幕幕浮现在李罗斌的脑海中……

镜头一：“以后凡是有好的种子，都放
到你这里试种！”

“巨星陨落，天下皆悲！只有饿过肚子
的人，才更晓得袁先生的伟大！”回忆起与
袁隆平院士的往事，李罗斌泪流不止。

他说，袁隆平院士关于“杂交水稻”的
科研成果，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而且为人类远离饥饿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罗斌说，第一次听说“袁隆平”的名
字是在1971年的一次旱粮制种学习班上。

这个学习班的讲课内容是“杂交高
粱”。课堂上，李罗斌向老师提问：“水稻生
产为什么不能利用高粱三系杂交配套呢？”

老师回答：“听说怀化安江农校有个叫
袁隆平的老师在研究，但目前还没有找到
雄性不育株。”

从此，“袁隆平”这个名字就在李罗斌
的脑海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作为农技站的站长，李罗斌希望袁隆
平能早日研究出“杂交水稻”，并实现大面
积推广。他希望有一天，能一睹袁隆平老
师的风采。

1985年 7月 18日，李罗斌第一次见到
了袁隆平。

“当年，袁老师研究的杂交水稻‘威优
49’就放在泉塘子示范田。”李罗斌说，也就
是在泉塘子杂交水稻基地，他第一次见到
了心中的偶像——袁隆平。

“能不能搞早稻和晚稻‘双杂配套’试
种？那样产量会不会更高？”第一次见袁隆
平，李罗斌便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凡是有好的种
子，都放到你这里试种。”袁隆平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

下转7版②

邓述东：

“袁院士是我的良师益友”
本报记者 黄武平

袁隆平夸赞邓述东培育的赤松茸。
（资料图片）

李罗斌：

“只有饿过肚子的人，
才更晓得袁先生的伟大”

本报记者 王希台

袁 隆 平
与李罗斌在
一起。
（资料图片）

因为东山，毛泽东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行
走得更加从容、更加坚定；因为毛泽东，一代代
东山学子在祖国富强、民族复兴之路上更加豪
情满怀、奋勇前行。

日前，“百年风华看今朝”大型蹲点采访团
走进湘乡市东山学校，重温毛泽东与东山学校
的红色故事，喜看新时代湘乡教育从东山出发，
朝着优质均衡发展的道路温暖前行。

求学东山

东山学校原名东山精舍。从少年毛泽东开
始至今，一直是莘莘学子向往的知识学堂。

回望历史的硝烟，甲午战败，举国震惊，“倡
实学以育真材”的声浪高涨。东山精舍激流勇
进，分科造士，开湖南新式教育之先河，影响波
及全国。东山高等小学堂秉承精舍办学精神，
成为远近闻名的新式学堂。

1910年秋，少年毛泽东辞别父母，怀着求真
知、救国民的理想，走出偏僻的韶山冲，来到湘乡
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在这里，他开始接受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式教育，受到康有为、梁启超
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影响。东山高等小学堂为毛
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和世界的全新窗口。

东山学堂的求学经历成为毛泽东成长过程
中的重要里程碑。在这里，他开始了从一个充满
抱负的乡下少年到壮怀激烈的青年知识分子的
转变。从此，他将个人前途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
相连，开启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征程。

伟人励志出东山，成就了毛泽东与东山学
校永恒的传奇。2010年，21集大型红色励志电
视连续剧《东山学堂》在这里开拍，2013年在央
视八套播出，毛泽东与东山学校的传奇故事，在
全国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今，一批又一批的东山学子在这里求学
成长。琅琅读书声穿透历史的烟云，在这座历
史与现实的学堂上空，久久回响。

励志东山

如果说，东山学校给予毛泽东的是全新的
知识、全新的思想，为他点亮了一盏通向真理之

途的明灯。那么，毛泽东赋予东山学校的是灿
烂与荣耀，还有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与责任。

如今，东山学校旧址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
次，其中有20万大中小学生。

自 3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东山学校
这个浸染红色文化、锤炼党性修养的历史课堂，
成了省内外党员群众红色教育网红“打卡地”。

“4月份接待 391个单位 19000多名党员参观。”
东山书院旧址管理所所长苏建清介绍，东山学
校与湘乡市东方红学校、湘乡市起凤学校合作，
创新培养了 100多名小小红色讲解员，带给游
人不一样的“红色体验”。

小小讲解员的讲解很有仪式感。每一次讲

解，都是从一首“乡关”诗开始。“孩儿立志出乡
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
处不青山。”五一假期，20名来自湘乡市东方红
学校的小小讲解员整齐站立于东山书院门口，
高声齐诵“乡关”诗。这首诗表达了少年毛泽东
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决心，也表达了新时代少
年学好本领、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

伟人立志出乡关的故事，感染了一代又一
代湘乡学子。从东山学校出来，就来到湘乡市
励志大道。这条道路因毛泽东与东山学校的故
事而出名。励志大道两旁，高楼林立，东山新城
崛地而起。励志大道旁，湘乡市芙蓉学校如一
朵出水芙蓉，“绽放”在新城中央。“新城最漂亮
的房子在学校，最美的风景是校园。”漫步绿茵
校园，市民由衷赞叹。 下转7版④

励志东山
本报记者 陈静 见习记者 陈锦

东山学校全貌。（本报记者 方阳 摄）

实事求是，从这里走来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湖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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