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战时讯

咸阳民进
“同心·彩虹行动”走进兴平

本报讯（王太泉 记者 韩永国）11月27日，民进

咸阳市委会“同心·彩虹行动”青少年健康成长进校园

活动在兴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民进咸阳市委会

副主委胡平出席并讲话，民进咸阳师范学院支部主委

王薇应邀作专题讲座。

活动中，胡平简要介绍了开展“同心·彩虹行动”社

会服务活动的初衷、目的和意义，以及今年以来民进

咸阳市委会开展“七进”系列社会服务活动情况。王薇

以“青春与冒险——我的青春期”为题，以深入浅出的

讲解、具体详实的案例、幽默的语言，给大家上了一堂

生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参训教师表示，通过此次培

训既丰富了心理学专业知识，转变了心理健康教育理

念，又拓宽了视野，对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能力、

实现共育新人教育目标将发挥积极作用。

兴平市各学校负责家校共育工作的主管领导、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等100余人参加了培训。

本报讯（实习记者 庞浩楠 通讯员 李娟 记者
唐冰）11月30日，民盟安康市委会组织部分盟员医生

赴紫阳县洞河镇二台子社区开展义诊送健康活动。

活动中，医疗专家开展了脑卒中健康知识宣讲，

4位盟员医生针对口腔、消化、呼吸、神经内科常见的慢

性病、多发病，为70余名群众进行了免费诊疗，并对疾

病的预防和治疗进行专业指导，发放健康教育宣传资

料100余份，有效提高了群众的常见病防治意识。本

次义诊送健康进社区活动为群众搭建了便利的健康咨

询平台，让乡村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及时了解自身的

健康状况，做到疾病早知道、早预防、早治疗，切实增强

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康民盟
赴紫阳开展义诊送健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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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杨杰：教育应该让每个孩子都闪光
□ 记者 满淑涵

粒粒“致富米”浓浓“九三情”
——西安市九三学社助力乡村振兴的“稻地江村实践”

□ 首席记者 李荣 实习记者 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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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情民意

沙棘的主产地主要分布在河北、

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地，

在陕蒙晋接壤的黄土高原和毛乌素

沙地极为普遍。多年来，陕蒙晋等

地区大力推广沙棘种植，取得了砒

砂岩区水土流失治理的成功经验，

同时通过对沙棘经济价值的全面开

发利用，形成了规模化的沙棘产业，实

现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共赢的可持

续发展局面。

然而由于沙棘产业发展周期

长，成林速度慢，后续抚育管理难度

大，特别是采摘困难、加工滞后、沙

棘产品销售困难，导致经济效益难

达预期，群众对沙棘产业发展信心

不足。

作为一项朝阳产业，沙棘产业的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已得

到社会广泛认可，在陕蒙晋地区具备

做大、做强、做优的有利条件。一是

种植沙棘生态价值显著。沙棘具有

耐寒、抗旱、耐贫瘠、耐盐碱等特性，

且根系发达，涵养水源、防风固沙、

固土保肥和净化空气等作用明显。

二是沙棘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沙棘

果中富含多种维生素，果叶在提高人

体免疫力，防治心血管疾病、高血压、

慢性支气管炎，美容养颜等方面具有

较好的功效。其产品符合现代人对

无污染、安全、营养型食品的诉求，市

场前景广阔。三是发展沙棘产业可

实现企业增收和农民增收。

为进一步改善黄土高原和毛乌

素沙地地区生态环境，发挥沙棘生

态 及 经 济 效 益 ，带 动 农 民 增 收 致

富，建议：

一、加大沙棘基地建设力度。

中央和各地政府财政列出专项资金

支持沙棘产业发展，以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地及周

边作为重点区域建设原料林和原料基地，在水土流

失、荒漠化严重的地方种植沙棘生态林，选用优良的

沙棘杂交新品系，重点推广适宜当地自然条件的丰

产品种，发展稳产、高产、优质的沙棘果园，充分发挥

其生态效益。

二、加快沙棘产业开发。扶持和发展有市场竞争

力、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的龙头企业，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引进科技含量高、实力雄厚的骨干企业开展精深

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鼓励引导企业、单位等社会力

量，以承包、入股、转包、租赁等形式获取宜林地使用

权，并给予政策倾斜支持；企业和农民自主种植的沙棘

林，可按同类造林标准给予补贴或奖励。

三、加强沙棘产业技术研发工作。成立地区性

沙棘产业技术研发中心，聘请高级技术人才，加强同大专

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沙棘新品种选育、新产品

开发、新工艺研究、新技术推广和病虫害防治等工作，

对纳入科技和人才引进项目的沙棘科研项目，给予一

定的财政补贴，并对产品、技术、工艺进行认定。

“爱满天下，乐育英才”“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行是知之始，知是行

之成”“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

做真人”……走进西安高新第二学校，常

常会被走廊间、墙面上醒目的教育箴言

所感染。在这里，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

生的教育思想被融入日常，一节课、一场

活动、一次研学，爱的教育像汩汩清泉浸

润孩子们的心田。

让学生对人生有追求、对学习有兴

趣，让教育和社会生活发生关联。这与校

长高杨杰践行“爱注九年，知行一生”理念

是分不开的，他主张学生没有不好、只有

不同，倡导教育应该让每棵“苗儿”在“拔

节孕穗期”能“水足肥饱”“壮筋强骨”。

今年教师节前夕，作为民进陕西省

委会教育专委会主任、民进西安市委会

副主委，高杨杰获得了民进中央首届

“叶圣陶教师奖”。在他看来，这是荣誉，

是责任，更是新的起点。

爱的教育
用心做好孩子们的成长守护者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从教33年，高杨杰扎根杏坛、孜孜

不倦、上下求索，秉持以德立教、以爱施

教，为学生成长寻找坚实路径。

2010 年，高杨杰履新西安高新第二

学校校长。这是一所基础教育九年一贯

制学校，也是高新区第一所公办学校，社

会关注度高、群众期盼值高。为了带好

队、办好学、育好人，高杨杰用一个学期

时间，听遍了全校老师的课，带着老师们

赴北京、上海等地名校参加学习培训，聘

请专家走进课堂进行专业指导，还制定

了周密的教师队伍建设方案。

办学理念是一所学校的灵魂，西安高

新第二学校应该亮出怎样的特色教学名

片？高杨杰组织学校课程建设团队，从进

一步促进学生个性成长与全面发展、增强

教师课程领导力、提升学校课程特色的现

实需要出发，建立了包含知行德育课程、

知行学科课程、艺体活动课程的校本课程

体系。他说，知行课程是学校实施教育改

革浓墨重彩的一笔，经过多年探索实践，

实现了理论、实践和机制体制的创新。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

期，也是一段独特的、光彩夺目的、不可

复制的生活经历。如何厚植爱国情怀，

培养时代新人，在润物无声中把家国情

怀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灵深处，是我们

常思常新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肩负的

时代使命。”在知行课程基础上，高杨杰

带领学校教师研发构建“大美陕西”主题

化综合课程，融合地方文化和学科知识，

以“厚德陕西”“博雅陕西”“活力陕西”

“尚美陕西”“勤劳陕西”五大课程模块促

进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

在西安高新第二学校，跨学科融合

课堂不胜枚举——

思政课教师带领学生去陕南、陕北、

关中采风考察，“打卡”名胜古迹，制作特

色美食，共同开发“我和我的家乡”课程；

语文、地理、历史教师联袂登台，以“大秦

岭”为主题，将各学科知识融合在“道汇秦

岭”课程，学生们沉浸式领略秦岭风姿，绘

制峪口地理位置图，创作诗词歌咏壮美山

河；体育教师将历史故事融入情境教学，

一堂“秦王破阵舞”课程寓教于乐、寓学于

趣；音乐、美术教师搭档，以“秦文化”为主

题，开展“秦韵”特色课程，还衍生出安塞

腰鼓、秦筝、彩绘马勺脸谱、陕西剪纸、泥

塑、盘画等各具特色的艺术社团……

实效是最有价值的赞誉。“大美陕

西”课程2020年获得陕西省第十一届教

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22年又摘得“国家

教学成果二等奖”。华东师范大学教育

管理学系副教授白芸评价“大美陕西”课

程时说，孩子们表现出较强的口头表达

能力、展示能力、动手能力、研究能力。

“感受到孩子们热爱家乡的情感是非常

真挚的，是发自内心的。”

爱的播撒
一盏星火点亮远方的希望
教 育 部 中 小 学 名 校 长 领 航 工 程

“高杨杰校长工作室”主持人、首批陕西省

教育专家、陕西省基础教育领航校园长、

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主持人……

尽管近年来各种头衔加身，高杨杰始终

怀揣赤诚、坚守初心——为理想而教、为

创新而教、为未来而教、为幸福而教。

今年西安市在八个方面重点工作中

提出，培育群众家门口的“新优质成长学

校”。高杨杰认为，教育是一个灵魂对另

一个灵魂的唤醒。一所有品质的学校，

一所充满活力的学校，其根本是为学生

奠定成人成才的可能。

以名校、名校长、名师联动为平台，

西安高新第二学校依托教育部中小学名

校长领航工程“高杨杰校长工作室”，以

及学校骨干名师的省市工作室、坊、站等

平台，对安康市岚皋县等地相对薄弱学

校开展结对帮扶，辐射省内外近50所学

校，“大美陕西”课程随之落地开花，具象

化为本土特色的“大美灵沼”“大美草堂”

等课程，这些课程育人案例荣获“全国立

德树人落实机制”优秀案例。

此外，高杨杰作为领航校长，组建

西安市和高新区两级“名校长”领航研修

共同体，邀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专家学

者深入工作室成员校调研，为学校发展

出谋划策，借助北京大学基础教育中心

优质资源开展教师培训，先后组织优秀校

长和教师赴陕西省渭南、铜川、商洛、汉

中、安康等市，以及甘肃省秦安县等地送

教送培，助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应教育部教师司教育帮扶计划号

召，高杨杰校长先后选派优秀年轻教师9人

次前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展教育

帮扶工作，在那里建立第一个领航校长

图书室，开展第一次学校足球赛，组建第

一个心理咨询室……这些难能可贵的

“第一次”开阔了孩子们的视野，也锻炼

了青年教师队伍，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下

沉，为提升乡村教育水平注入了新动

能。2020 年，教育部门专门致函，感谢

高杨杰教育帮扶团队在教育扶贫工作中

作出的贡献。

“我们希望，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输

出的过程中，‘大美陕西’课程也可以走

出陕西，延展到‘大美中国’，培养学生以

中国心、世界眼面向未来发展。我也将

同老师们、孩子们结合社会实践继续开

展调研，深入其中，做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践行者和传播者。”高杨杰说。

爱的延展
把履职作业写在群众心坎上

深入其中，也是高杨杰高质量履职

的经验之谈。“不论参政议政还是社会服

务，都要全身心扎进去。”

翻开高杨杰多年来的建言成果，现象

列举、问题剖析、务实建议是基本框架，数

据、图表、旁注是常见标配。他说，要用做

学问的标准来履职，“一点都不能马虎”。

1994 年，高杨杰如愿成为一名民进

会员。在众多良师益友的鼓励和支持

下，他在教育这块热土上“深耕细作”，从

市区十佳青年教师到省级领航校长，再

到全国素质教育创新人物，一路跋涉、一

路收获。高杨杰感慨地说：“是组织的关

心和会员的帮助，让我迅速成长起来。”

马叙伦、雷洁琼、谢冰心、周建人、

许广平、郑振铎……每每念起这些民进

先贤，高杨杰总是心潮澎湃。“先辈们高尚

的人格魅力、严谨的治学精神、宽厚的胸

襟气魄感染着我、激励着我、指引着我。”

作为教育界政协委员，高杨杰把履

职视角聚焦民办幼儿园管理、“小饭桌”

管理、偏远新建学校设施完善、学校体育

场地对外开放、“双减”背景下良好教育

生态构建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

见建议，得到了党委政府的重视。“事不

在小，有心才行。我习惯把发现的问题

随手拿笔记下来，仔仔细细列清楚。”

兼任西安高新区第九初级中学校长

时，高杨杰注意到，城郊师生上下学乘车

难，迫切需要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增加公

共交通线路。他随即走访学生、老师、家

长，了解大家出行方式、花费时间，分析潜

在的安全隐患，查找市政建设有关政策。

在他的奔走呼吁中，学校附近路宽了、灯

亮了、车通了，大家直夸“是办了实事”。

以信仰之光照亮奋斗之路。前不久，

西安高新第二学校在陶廊举行了陶行知

纪念铜像揭幕仪式，这座陶行知先生的半

身像神情坚毅、目光深邃，铜像基座上“爱

满天下”四个字公正大方、流畅有力。

高杨杰说，这也是他将奉行一生的教育观。

高杨杰参加陶行知先生铜像揭幕仪式

“杜总好，今年基地的稻谷大丰收，

卖了好价钱，我也想把家里的5亩地放到

基地，行吗？”

“只要大家伙愿意，可随时跟基地签

订协议，收益肯定有保障。”

……

12 月 6 日，西安市长安区王莽街道

稻地江村，九三学社西安市委会企业家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玖叁智慧田园商贸

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江刚一走进村委会大

院，就有几名村民来找他，想把自家的土

地放到村上的实践基地。

稻地江村地处秦岭北麓终南山下，

村北有大峪河、村南有小峪河，一直有种

植水稻的历史，这里出产的桂花球大米

远近闻名。

“村子种植大米历史悠久，但由于种

植分散，没有形成规模和品牌，效益也没

有保障。”杜江说。

稻 地 江 村 是 西 安 市 政 协 的 帮 扶

村。自2021年开展帮扶工作以来，西安

市政协先后为该村引进帮扶资金220余

万元，为助力乡村振兴贡献了政协力

量。一次偶然的机会，西安市政协副主

席、九三学社西安市委会主委王晓萍在

稻地江村调研，当看到稻地江村自然条

件优越、又有种植桂花球大米的历史

后，就想利用西安市九三学社的力量助

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为积极

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经过多次调研和论

证，九三学社西安市委会企业家工作委

员会最终形成《九三学社西安市企工委

助力稻地江村科创融合示范基地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得到了九三学社

中央和九三学社陕西省委会的高度重视。

今年3月，九三学社西安市委会企业

家工作委员会决定在稻地江村建设“九

三学社稻地江村乡村振兴融合实践基

地”，与农户签订协议，种植了150亩“稻

地江”桂花球大米。该基地按照统一种

子、统一技术、统一收购的要求，指导农

户规范化、科学化种植。

经过多方努力，霜降过后，稻地江村

种植的稻谷迎来大丰收，村民们将晾晒

好的稻谷送到村委会大院，杜江和西安市

政协驻村干部及村委会工作人员指挥

大家有序排队，等待称重装车，村民逐一

核对重量签字确认。与丰收后的喜庆场

面不同，在产业发展之初，有不少农户都

抱着观望态度，甚至还有群众持反对意

见，67岁的村民高忍忠就是其中之一。

“要是稻谷长势不好怎么办？卖不出

去又咋办……”面对群众的疑虑，西安市

政协驻村干部和九三学社西安市委会相关

社员耐心讲解。最终，高忍忠抱着试试

的态度，用家里的1亩地作为“试验田”。

但令他欣喜的是，这块“试验田”今

年获得大丰收，基地以每斤5元的价格对

稻谷进行收购，高出市场价2倍多，这也

让他尝到了甜头。

为助力稻地江村发展经济，九三学

社西安市委会企业家工作委员会联合陕

西鼎邦实业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成立

了西安玖叁智慧田园科贸有限公司，专

门负责稻谷种植、产品销售、农家乐餐

饮、农作物轮种等工作。目前，该公司已

经在稻地江村形成了集水稻种植、收购、

生产、加工、仓储、销售于一体的完善产

业链条。

“稻谷丰收了，大家都很高兴，这多

亏了村里的乡村振兴融合实践基地。”得

到实惠的高忍忠逢人便夸实践基地的好

处。随即，高忍忠决定将自家剩余的6亩

土地都放到基地，并动员身边亲戚朋友

也都把家里的土地统一交给基地管理。

杜江说，公司以每斤5元的价格从农

户手中收取稻谷，收购价格高出市场价2

倍多，极大地保障了种植农户的利益。

收购来的稻谷经过陕西西瑞粮油工业有

限公司加工后，再以“稻地江”桂花球大

米品牌推向市场，极大提升了稻地江村

桂花球大米的品牌效应。

“第一年就取得了良好的收益，想加

入基地的村民也越来越多。截至目前，

基地已经签约土地280亩。”站在稻地江

村的观景台上，看着眼前刚收割完稻谷

的土地，九三学社西安市委会企业家工

作委员会主任唐岢说，目前，稻谷地里都

撒上了油菜籽，明年春天这里将是一片

油菜花海。稻地江村也将以水稻种植为

基础，以延长产业链为目标，倾力打造农

旅融合、产销融合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今年9月，“九三学社稻地江村乡村

振兴融合实践基地”正式揭牌成立。

王 晓萍说，实践基地是九三学社西安

市委会企业家工作委员会经过长期调研

和论证，以自身资金、资源优势，深挖稻

地江村资源禀赋，依托天然、有机、无污

染的“桂花球”水稻种植，打造的绿色

种植、文化依托、多业态发展的九三乡村

振兴新模式。

唐岢表示，下一步，实践基地将以稻

田观景长廊及打卡大相框、稻花香农家

面庄为基础进行深度开发，着力建设高

标准农田、山货大集、稻田民宿等，积极

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真正实现立足农业、

发展农村的乡村振兴理念。

实践基地对农户种植的稻谷进行统一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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