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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邯郸市依托全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组织“板凳课
堂”“文艺汇演”等形式多样的宣讲活
动，走入田间地头、社区广场、生产一
线，深入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推
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深入人心。

“流动课堂”紧贴基层实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牢牢守住十
八亿亩耕地红线’‘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
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近
日，在邯郸市邯山区北张庄镇西孙庄村
的丰收广场上，“惠民实践团”联动宣讲
小分队成员赵扬帆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容，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进行了宣讲。

村民们结合自己的生产生活实际，
你一言我一语，议报告、谈体会。当听到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
渠道”时，村民们一致认为，“这个提法
好，对咱的路子。”

“党的二十大报告里提到的各种举
措，每一件都说到了咱老百姓心坎里，让
俺们更有奔头了！”村民杜彩平听完宣讲
后信心满满地说。

这几年，西孙庄村发展艾草种植业，
通过“公司+村委会+农户”模式，已建成
艾草种植基地5000余亩，艾草成为农民
致富增收的“黄金叶”。

“大家最关心的、讨论最多的就是报
告中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容。”西
孙庄村党支部书记孙亚男听完宣讲后表
示，他们将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
神，继续带领群众发展好特色产业，把艾
草产业做大做强，用党的二十大精神引
领乡村振兴。

增信心、鼓干劲。邯山区发挥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作用，组织“惠
民实践团”进行联动宣讲，40 名基层理
论宣讲员组成的宣讲小分队将学习阵地
搬到群众身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党
的二十大精神原原本本、原汁原味送到
基层群众中。

在田间地头、社区广场、生产车间，
党的二十大精神基层宣讲员变“固定讲
台”为“流动课堂”，宣讲内容紧贴基层
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宣讲方式也有所
创新。

“宣讲用的是大白话，讲的是小故
事，让人一听就明白。”峰峰矿区大社镇
大社村村民张进军在村里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广场听完惠民政策宣讲后，感觉

大有收获。
“通过讲故事，激发听众兴趣，然后

联系大家的切身实际引起共鸣，最后和
大家一起讨论该做些什么。”当地“惠民
实践团”市级联动宣讲小分队成员薛丽
萍总结这段时间的宣讲经验时，颇有
心得。

不仅“讲故事”，还有“小马扎”“唠家
常”，宣讲员们用各种群众乐意听、记得
牢的宣讲形式，讲好党的二十大报告。
与此同时，宣讲一改过去“你说、我听”单
向灌输模式，变为“我听、我问”双向互动
式宣讲，让群众不仅听得懂，还能用得
上，真正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传递到群众
心里。

“文艺+宣讲”入脑入心

“老区涉县就是美”“文艺宣讲接地
气”……随着歌舞《看山看水看涉县》音
乐响起，各种好评打在了“涉县宣传”抖
音直播间的公屏上。

近日，一场由邯郸市委宣传部主办、
涉县县委宣传部承办的文艺宣讲云直播
活动，在涉县 129 师纪念馆广场举行。
活动历时2个小时，吸引了1.6万人线上

观看。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丰富宣讲形式，拓宽宣传渠道，涉县
通过“文艺+直播+宣讲”，开启党的二十
大精神宣讲新模式，用群众听得懂、记得
住、用得上的方式，让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入人心。

当天的文艺宣讲节目包括歌曲、舞
蹈、朗诵、快板等。诗朗诵《绝不背叛》
讲述了革命先辈用负重前行换取人民
群众的岁月静好，激励着大家珍惜当
下，一棒接着一棒跑、一锤接着一锤敲，
用实干苦干换取宏伟蓝图的实现。歌
伴舞《领航》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不忘
来时路、不忘人民呼声、不忘时代要求，
以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姿态，阔步走
在新征程上……

“这样的文艺宣讲真好，让我们在看
节目中了解了党的二十大精神，听得懂，
更记得牢。”一名全程观看了直播节目的
观众在直播间留言。

“为了增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有效
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我们不断拓宽宣传
渠道，打造新媒体宣传平台，精心运营

‘涉县宣传’抖音号、视频号，提高全县群
众的学习参与度。”涉县县委宣传部有关

负责同志介绍说，该县将继续创新宣传
形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好党
的声音，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落地
生根。

整合优质宣传资源，聚合网络传播
优势，邯郸市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为主阵地，采用“宣讲+文艺”
“线上+线下”的方式，推动联动宣讲持
续深入开展。

“竹板打，顶呱呱，我来说说二十大。
二十大就是好，‘两个确立’最重要……”
在峰峰矿区临水镇西泉头村文明实践
站，区文化馆送来的自编自演的快板宣
讲赢得了村民们的满堂喝彩。不少村民
表示，看完文艺演出，对党的二十大精神
理解又深了一层。

武安市北安庄乡积极组织文艺志愿
者，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以精彩
的舞蹈、朗诵等文艺节目，为村民们带来
一场场视觉上的享受，让党的二十大精
神入脑入心。

线下演出好评不断，线上直播人气
十足。截至目前，邯郸市依托全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共开展党的二
十大精神宣讲2000余场，受益群众30余
万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线行】邯郸市

基层宣讲接地气 声声入脑又入心
河北日报记者 高 珊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我的
家风故事没有动人心魄的故事情节，
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有的只
是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息。

我的姥爷是抗美援朝志愿军中的
一员，也曾参加了淮海战役和解放西
南、解放华中南等战斗。听姥姥说，姥
爷在世的时候，常常看着泛黄的老照
片出神，总说多么希望与他并肩战斗
过的牺牲战友能一起回来，也能看到
这伟大的胜利。姥爷一遍又一遍擦拭
着自己的军功章和纪念奖章，军功章
上的色彩始终光彩熠熠。姥爷在 1974
年去世，但是姥爷那自强不息、艰苦奋
斗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成为家族
代代相传的家训。

姥姥常说，“多亏了共产党的领
导，才有了现在的好日子，我们一定要
学会感恩，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姥
姥虽然没上过什么学，大字不识几个，
但却清清楚楚地记得《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这首歌中的每一句歌词，
到现在我还经常听她唱起。姥姥这一
辈子苦过也累过，却未曾有过抱怨，无
论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还
是在姥爷离世后，独自一人拉扯四个
儿女，她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
度，坚信生活是美好的，用乐观向上、
积极进取的心态去迎接人生中的各种
挑战，领悟美好人生的真谛。

如今，姥姥虽已 90 岁高龄，却依

旧干劲十足，时不时给我们这些小辈
们送一些自己种的蔬菜、玉米，又或者
是自己种的小麦磨成的面粉。闲不住
的老太太甚至还做起了“生意”，每天
清晨骑着三轮车去地里把新采摘的青
菜和玉米带到集市售卖。我问姥姥，

“你又不缺钱花，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
呀？”姥姥总说，“咱们有手有脚，在什
么条件下都不能忘记艰苦奋斗，这是
老祖宗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传家宝！”自
那以后，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想
起姥姥对我的教导，微笑去面对。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同样成了
父母坚守的信条。我的父母是普通的
农民，像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他们用
勤劳奋斗教会了我们“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那长满老茧、满是伤痕的手，
是他们的勋章，更是对我们无声的
教育。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是我青春
征途的座右铭。我始终将长辈们的
教诲铭记于心，始终坚信艰苦奋斗终
能创造奇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
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作为
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当以青春之
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
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在今后的学习
和生活中，以勤奋自强之笔，书写人
生壮美篇章。

（作者系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学生）

用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迎接人生中的挑战

蔡辰曦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马明明、张
河）近日，张家口市首家“爱坐标”公益
超市在桥东区菜园街社区正式开业，
向参与志愿服务、人居环境整治、公益
劳动以及有效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的志
愿者提供折扣优惠和免费兑换商品服
务。依托公益超市，充分调动社区群众
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有效推动社
区志愿服务可持续、高效率、高质量
发展。

“爱坐标”公益超市是张家口慈
善义工联合会志愿服务回馈服务系
统下的公益超市项目。公益超市由社
区提供用房，由张家口慈善义工联合
会党支部牵头运维管理。超市是公益
和商超的综合体，盈利的 100%用于

社会公益事业，其中 50%用于志愿服
务回馈，30%用于属地社区志愿服务
工作经费，20%用于运维公益超市的
公益组织活动经费。

据悉，参与志愿服务的居民下载
注册志愿服务回馈平台后，参与平台
发布的志愿服务活动，并将参与志愿
活动时长转化为志愿服务积分，通过
积分到公益超市兑换商品。下一步，张
家口慈善义工联合会将于 2023 年底
前开办 100 余家“爱坐标”公益超市，
不断创造公益事业人人可为、志愿服
务人人乐为的社会氛围，让更多有公
益心的人士通过公益超市来关注公
益、参与公益，为搭建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贡献力量。

张家口市首家
“爱坐标”公益超市开业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何欢、刘晓
庆）日前，经过路演答辩，评委、监委
线下集中评审，由沧州市残联推报、
盐山县总工会培育的“残云之家——
京津冀残疾人相亲志愿服务项目”荣
获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全国赛银奖。该志愿服务项目是全省
唯一获奖的助残类项目。

此次大赛由共青团中央、中央文
明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终评采用
线上“项目路演+答辩”的形式进行，
在济南的6个评审会场与北京的评审
会场同时进行，全程直播，为期2天。

据悉，“残云之家——京津冀残疾
人相亲志愿服务项目”由盐山县职工
志愿服务协会主办。2018年，为实现
全国联动，多省市兄弟组织作为协办
单位，加入此项助残志愿项目，推荐并
帮助当地残疾人士参与本活动。去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协会将残
疾人相亲会搬到了网上，通过抖音、快
手等平台同步直播，成功地将线下相
亲会升级为“互联网+残疾人云相亲
大会”。同年5月7日，协会为15对残
疾人举办了集体婚礼。截至目前，该
协会累计成功举办 10 届残疾人相亲
大会。

我省一志愿服务项目荣获中国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全国赛银奖

河北日报讯（记者高珊）十几名热
心群众手拉手结成“人梯”，你拉着我、
我拽着你，最终将落水的一家三口全部
营救上岸……近日，魏县一家三口相继
落水，危急时刻，出现了这暖心一幕。

当日19时30分，在魏县县城盛世
魏都小区附近长安河边，一对夫妻带
孩子在河边散步时，孩子意外落水。不
擅长游泳的父母先后入水施救，三人
同时被深水所困。“出事儿了，快救
人！”危急时刻，一名中年男子纵身跳
入水中，将被困的父子推向岸边，紧接
着，又一名身材高大的青年跳入水中，
合力将被困的孩子母亲救起。在岸上
的热心群众也纷纷加入救援队伍，十
几个人手拉手组成“人梯”，最终，遇险
者全部获救，而搭起“人梯”的救人者
却悄悄消失在夜色中。

随后，在志愿者和该县魏州街道
办工作人员帮助下，获救的一家三口
找到了几位救命恩人——当日第一位
跳水救人的是 53 岁的共产党员贾永
杰，他是邯郸交投集团魏县城市基础
设施改造工程滨河路西段工程施工队
队长，还是邯郸市道德模范。第二位
跳水救人的是 24 岁的工行魏县支行
青年职工程奕霖，事发时，他正和同伴
宁庆坤在附近餐馆吃饭，听到呼救声，
两人迅速跑去参与救援。

“如果不是这么多人见义勇为一
起施救，也许就没有我们一家三口了，
感谢所有好心人！”被救者张女士激动
地说。目前，参与救人的“人梯”英雄，
还有2位正在寻找中。魏县将为施救
人员申报见义勇为荣誉称号，并号召
全县干部群众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

魏县一家三口落水
群 众 合 力 施 救

“冬小麦进入了越冬期，苗情长势
良好。”日前，在深州市王家井镇西李秋
村，冬小麦长势喜人，站在麦田中，孙仁
中十分激动：“看样子，明年又是一个丰
收年。”

出生于农村的孙仁中是当地有名
的致富能手，2010 年，他牵头成立了仁
忠农机专业合作社。十几年来，这家合
作社从只有 5 户家庭的小组织扩大到
500 余户的大组织，从只有几台拖拉机
到上百台安装卫星定位的大型机具，孙
仁中带领乡亲们一同致富，被大家亲切
地称为致富路上的“领头人”。

记者：听说您最开始从事饲料生
意，为什么要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

孙仁中：说实话，咱文化水平不高，
但有一种敢闯敢试的精神头。初中毕
业后，我最开始做饲料生意，经过几年
的经营积累，家里有了一些积蓄，成了
十里八乡的致富典型。

小时候，父母一直教导我，要在自
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帮助需要帮
助的人。在我自己手头宽裕之后，就
萌生了和乡亲们一同致富的想法。后
来我发现在农村，不少青壮年外出打
工，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每到农忙
时节，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必须回家轮
种轮收，往返车费、人力物力上都造成
了浪费。

为解决村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借
着国家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的春风，
2010 年 7 月，我联系 5 户村民组织成立
了仁忠农机专业合作社，并任理事长。
为了把合作社干好，我们对农机统一调
度安排、统一维修保养、统一质量标准、

统一收费价格，将农田整合成以“水井”
为单位集中连片种植，更适合大型农业
机 械 作 业 。 慢 慢 地 ，合 作 社 发 展 了
起来。

记者：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
您和农机专业合作社遇到过什么样
的困难，农户又是怎么从合作社中受
益的？

孙仁中：都说万事开头难。虽然
买了农机，但合作社的起步并不是很
顺利。刚成立合作社的时候，村里不
少人都犯嘀咕，农民靠土地为生，突然
把 土 地 交 给 合 作 社 来 经 营 ，难 度 很
大。群众加入的积极性不高，所以土
地 连 不 成 片 ，农 机 作 业 的 效 率 大 打
折扣。

我们认识到，要让大农机真正发挥
作用，土地就要集中连片、规模作业。
我们先试先行，第一年分红的时候，入
社的农户不仅得到了土地流转费，还在
此期间空出时间外出打工，多挣了一份
工资。看着别人尝到甜头，其他村民也
慢慢加入进来。

对耕作有困难和不想种地的部分
村民，我们还实行土地入托服务项目。
他们的土地由合作社接管，根据当年的
亩产量和粮食市场价格，除去机耕费、
化肥、农药、种子等费用，剩余粮食全部
返还。

我们的服务赢得了广大村民的认
可，目前，合作社拥有社员 516户，大小
农机具 206 台套，流转土地 1600 亩、托
管土地 5000 余亩，农机作业服务覆盖
面积达20000亩。

记者：听乡亲们说，您心里有一团

火，是个热心人。
孙仁中：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关键时刻就要站出
来。2017 年麦收期间，村里麦田起火，
火借风势，很快烧光 50多亩小麦，当时
有数百名救火人员，但仍没办法控制火
势。眼看全村小麦将毁于大火，我当机
立断，驾驶着拖拉机冲进火海，旋耕土
地“旋”出一条隔离带，大火终于被扑
灭，全村 4000亩小麦免受损失，村民们
纷纷伸出大拇指。

对于社里的困难户，我平时也是能
帮则帮。前年，村民鲁志席突发脑血
栓，知道消息后，我帮着跑前跑后，开车
把他送到医院，并帮忙垫付医药费，直
到老人家安顿下来才离开。

记者：这次入选“中国好人榜”，对
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未来，您有什
么打算？

孙仁中：这次入选对我来说，既是
鼓励也是鞭策，我会继续努力，带动大
家伙儿把我们的农业做好做强，让乡亲
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现 在 科 学 种 田 ，离 不 开 智 慧 农
机。目前，我们合作社引进了精准施
肥施药、北斗卫星导航、无人机驾驶等
精准作业技术，140多台（套）大型农机
都安上了智能监控设备。每到农忙时
节，哪台机械在哪个地块工作，作业质
量如何，进行到什么程度，是否有机械
故障……只需查看手机上的智能监控
平台，就能了如指掌。

未来，我们将继续利用智慧技术有
效提高农机管理效率，提升田间机手的
作业效率，为实现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深州市仁忠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仁中

做群众致富路上的“领头人”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对话河北好人

好人名片：孙仁中，1970

年 7 月出生，衡水市深州市

仁忠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牵头成立农机专业合作

社 12 年来，孙仁中扎根乡

野、勤劳致富、敢闯敢试，带

领深州市王家井镇西李秋

村的乡亲们走出了一条“农

机富民路”；他乐于助人，坚

持为村里的困难户免费提

供农机服务，曾荣获河北省

劳动模范、河北省第四届道

德模范、“河北好人”等荣誉

称号，今年 11 月入选“中国

好人榜”。

峰峰矿区大峪镇“峪音绕梁”宣讲队以戏曲形式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邯郸市文明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