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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以坚守诠释担当，用行动践行使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杨璐

7月6日清晨4点43分，“老杜问您早
上好”微党课更新，一段约200的文字发
到了微信群和朋友圈。这种特殊形式的
党课，自2017年11月上线，3年多来一天
也没落下。现在，杜鑫德正在准备学习贯
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党课提
纲，已被预约了三场党课。

老杜名叫杜鑫德，今年78岁，是济南
市历下区建筑新村街道绿景嘉园社区的
一名老党员。他每天早上3点多就起床，
保证早上6点前完成“微党课”编发，即使
生病住院也没有断更。

杜鑫德退休前是济钢党校的一名老
师，从2012年3月开始担任绿景嘉园社区
党校讲师，先是给社区党员群众讲，后来
到街道、机关、大中小学、企业、农村讲，
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把党的声音传播
到最基层。

杜鑫德在社区党校里有一个外号，叫
“老九十”，就是每堂课他都要讲90分钟。
为了备好一堂党课，最少得准备一周，他
的党课总是深入浅出、举例生动，党员们
听得津津有味。社区党课9年来，他已经讲
了八十多场，涉及课题40多个，撰写讲稿

近20万字，听课人数从一开始的十几人发
展到七八十人，有时达到几百人。

一摞摞读书笔记，一堆堆书籍报纸，
为了时刻保持思想上的先进性，杜鑫德
坚持每天学习4小时，撰写的读书笔记有
40余万字。30多年的党课宣讲经验，让他
总结出一堂好党课的三大特点：既要有

“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初心情怀；又要有
“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责任担当；更要有
“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实践行动。深入浅
出，才能帮党员群众更深刻地理解党的
理论，达到成风化人的教育目的。

“只要大家愿意听，我就一直讲下
去，直到讲不动了为止！”杜鑫德说，有生
之年一定要尽己所能讲好党课，做好传
帮带，带动和影响一批青年党员。

老杜的清晨微党课，三年来从未断更 不忘初心，把论文写在齐鲁大地上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并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继续为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连日来，记者先后采访了多位山东省“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大家表示，要牢记初心使命，新的征程上，在不

断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展现担当作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范佳

“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会盛况，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的心
情无比激动，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百年
伟业倍感骄傲和自豪。”山东省优秀共产
党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三级研究员郑礼说，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要时刻牢记嘱托，不忘初心，不辱使
命，继续砥砺前行。

郑礼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参
加工作30多年来，郑礼一直从事天敌与
授粉昆虫产业化的研究工作，研发了多
种天敌昆虫和授粉昆虫大规模繁殖技
术，如地熊蜂、丽蚜小蜂、食蚜瘿蚊周年
化繁育和应用技术、桨角蚜小蜂工厂化
生产技术、利用麦蛾卵工厂化繁育赤眼
蜂和田间应用技术等。

他完成的“天敌昆虫防治蔬菜害虫
技术应用”被科技部列为“国家科技成果
重点推广计划”，从事农业害虫的天敌及
授粉昆虫熊蜂的规模化繁育和应用技术
推广工作，打破了欧美国家在该领域的
技术垄断，成为我省天敌和授粉昆虫研
究领域的领军专家。同时他积极响应“一
带一路”倡议，在朝鲜、老挝、缅甸等国家

建设了30多个赤眼蜂工厂，为当地的农
作物害虫绿色防控和农业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技术支撑，为缩短我国与国外发达
国家在天敌和授粉昆虫工厂化生产技术
的差距做出了杰出贡献。我国著名昆虫
学家郭予元院士评价他为“全国生物防
治领域的一面旗帜”。

郑礼谈道，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
者，一定要按照“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
膀”的要求，在自己所从事的农作物病虫
害生物防治研究领域开拓创新、锐意进
取，为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
环境安全提供更多、更好、更有价值的新
成果、新技术，把论文写在齐鲁大地上，
为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学霸不上辅导班，让焦虑的家长看到另一种可能

农村学校若想开设暑托班也存在一些困难。比如城市学校里常见的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能够安全度假的公共
场所，有些农村学校就没有，至于教师资源，也比城市学校匮乏。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在乡村教育方面继续加强投
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为农村学校提供场地和人力，让暑期托管服务真正为农村孩子撑起保护伞。

提供暑期托管服务，为农村孩子撑起保护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张泰来

又到了满屏励志故事的季
节。广东一高考生取得608分好成
绩，房东主动为其免租4年，知名
主持人谢娜的侄儿以692分考上
清华大学，江苏淮安中考生张学
妍12门功课8门满分，一个个都是
实打实的学霸。

梳理三个学霸的相关报道，
有个细节很耐人寻味。几乎所有
媒体的报道都突出了“没上过辅
导班”的细节，各级媒体包括中央
媒体都概莫能外，有的甚至将此
细节做到了标题里。给人的感觉
是，媒体在用一篇篇报道传递这
么一个信息：不上辅导班也可以
培养出学霸。

媒体出奇一致关注学霸不上
辅导班，也从一个层面反映出家长
们在上不上辅导班问题上的焦虑
和纠结。不可否认，不管内心如何
纠结，在面临实际选择时，绝大多
数家长还是会把孩子送到辅导班。

这大体出于两方面考虑。其
一，是迫于竞争的压力。家长们肯
定不愿意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一边是家长望子成才的殷切希
望，一边是辅导机构“你来，我培
养你的孩子；你不来，我培养你孩
子的竞争对手”的鼓动宣传，又有
多少家长有足够定力呢？

其二，家长迫于工作压力，在
看管孩子上也确实存在困难。尤
其是对于低龄儿童，家长要上班，
假期、课余时间，接送都难以保证
按时按点，这样的情况下，送孩子
去辅导班就成了一个比较可行的
选择。

对于究竟什么是理想的教
育，不同的家长有着不同的理解
和认识，但相信绝大多数家长都
认可：孩子的成长绝不应该只有
学习，孩子的课余也绝不应该只
有辅导班。

基于此，多数家长虽然做出
让孩子上辅导班的选择，但内心
却未必真正认同这样的选择。在
这个问题上，多数家长是纠结的，
焦虑的。虽然内心反感，但自己没
时间看，又想让孩子成龙成凤，不
上辅导班又能怎么办？

三名学霸的可贵之处在于，他
们用自己的经历证实了这个问题

的另外一种可能，不上辅导班同样
也可以当学霸。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可以纾解家长的焦虑与纠结。

值得一提的是，时下，各级部
门正在对线上线下的辅导机构进
行规范管理，教育部门也正在着
力推进课后延时服务、假期托管
等便利举措，解决孩子接送难、看
管难问题。未来，家长面临的两个
难题都有可能得到纾解，家长们
也应当放平心态。

毕竟，不上辅导班也是可以
成为学霸的。

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朱文龙

7月7日21时34分，山西永济
市公安局110接到群众报案：当日
16时许，6名放假在家的学生在城
西舜帝坝黄河边玩耍至今未归。
接报后，永济市立即启动紧急救
援响应。目前，已搜寻出5名失联
学生，均无生命体征。

五名花季少年的夭折，无疑
是生命最大的悲剧。这件事提醒
人们，正在放暑假的农村孩子，其
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安全。

农村孩子放假后，监管责任
便从学校转移到了家长身上。但

与城市孩子不同的是，有些农村
孩子的家长长期处在“缺位”状
态，在城市里面拼搏的他们根本
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对孩子进
行全天候监管。对于这些孩子来
说，暑期由此成为安全监护的“真
空期”。相对于城市的孩子，他们
更容易遭遇意外伤害。

以溺水事故为例。与城市相
比，农村的娱乐去处和设施都非
常缺乏，随着暑热天气降临，农村
孩子没有解暑降温的场馆，河流
池塘也就成为孩子们选择的目
标。孩子们没有游泳技能还缺乏
安全意识，对水面状况一无所知，
诸多不安全因素叠加，溺水的惨

剧往往就此发生。
农村孩子的暑假安全问题需

要引起重视。由于家长在暑期也
有各自的事情要做，不可能长期
在家陪伴孩子，这就需要相关部
门发挥兜底作用，积极承担责任，
想方设法保障农村孩子的暑假安
全。

相关部门要加强孩子的安全
教育。比如在防溺水教育方面，老
师、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要不厌
其烦地宣传野浴的危害，用近期
各地发生的溺水事故让农村的孩
子们警钟长鸣，少下水，不下水，
起码在没有会游泳的成人陪伴的
前提下绝不能私自下水野浴。

另外，开设暑托班也是个好
办法。如今，很多地方都推出了
暑期托管服务。对于这种新形
式，教育部也表示了支持。7月9
日，教育部官网发布了《关于支
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
知》，指出鼓励有条件的学校积
极承担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工作。
此外，这份文件还对托管学校提
出了具体要求，“提供托管服务
的学校应开放教室、图书馆、运
动场馆等各类资源设施，在做好
看护的同时，合理组织提供一些
集体游戏活动、文体活动、阅读
指导、综合实践、兴趣拓展、作业
辅导等服务，不得组织集体补

课、讲授新课”。
这些措施若能够顺利实施，

对于减少和防止暑期安全事故的
发生，具有积极的作用。不过也要
看到，农村学校若想开设暑托班
也存在一些困难。比如城市学校
里常见的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能
够安全度假的公共场所，有些农
村学校就没有，至于教师资源，也
比城市学校匮乏。这就需要相关
部门在乡村教育方面继续加强投
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为农
村学校提供场地和人力，让暑期
托管服务真正为农村孩子撑起保
护伞。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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