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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社会各界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 王立彬）当前全国夏粮生产
形势较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基本就绪，预计收购量同比增加，各
地仓容、资金准备充分。

据调度各地数据汇总，预计今年夏粮旺季收购量7000万吨左
右，较去年略有增加，其中小麦6300万吨左右。各地预计小麦开秤
价格大体在每斤1.25元—1.35元，早籼稻在1.3元—1.35元，高于小
麦每斤1.18元、早籼稻1.27元的最低收购价格水平，大范围启动托
市收购的可能性不大。

日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有关部门单位联合印发收购
通知，对夏粮收购作出全面安排部署。各地围绕“有人收粮、有钱
收粮、有仓收粮、有车运粮”等积极工作。河北、江苏、安徽、山东、
河南、湖北等6个小麦主产省准备小麦仓容近8000万吨；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初步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100亿元。各地收购仓容充足，
收购资金到位，为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打好基础。

记者5月15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实施
新一期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计划（2024—2027）。今年计
划依托培养基地，对入选的300名左右优秀中小学教师校长进行
为期三年的集中培养，同时新增一批高水平综合大学作为名师名
校长培养基地承担培养任务，培养基地累计已达32家。

在2022年的基础上，这一计划持续推进名师名校长培养，培
养造就更多具有鲜明教育理念和成熟教学模式、能够引领基础教
育改革发展的教育家型教师校长。计划培养对象为普通中小学、
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从事一线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教师和党
组织书记、校园长，以及教师发展机构从事教育教学研究并指导一
线实践的教研员。

据介绍，新一期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计划将积极推
进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建设，推动名师名校长与区域内骨干教师校
长团队合作、共同发展，带动区域内教师校长队伍素质整体提升；
将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实践点，通过驻校支教、线上联
合教研、课题共研等方式，建立精准帮扶机制；还将在国家中小学
智慧教育平台为名师名校长建立线上工作室，吸纳全国教师参加，
开展远程备课、线上教研，共享优质教育教学资源。

据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 王立彬）今年前四个月，全
国土地供应高速增长，要素保障有力，国务院批准项目、面积同比
增加达275.86%、240.32%。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永梅15日在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说，今年1至4月，全国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准面
积107363.63公顷，同比增加56.57%；其中，国务院批准项目218
个、同比增加275.86%，批准用地面积51145.61 公顷、同比增加
240.32%。自然资源部批准先行用地项目50个、同比减少2.00%，
批准用地面积2864.49公顷、同比增加76.05%。

在不动产登记方面，截至今年4月，全国累计2000多个县市实
施“交地、交房即交证”改革，颁发558.9万本权证，惠及6.19万个项
目、1285万企业群众。各地积极推进不动产“带押过户”改革，累
计办理带押过户业务18.6万件，涉及带押金额2875亿元。

据新华社南京5月15日电（记者 秦华江）15日，生态环境部
发布了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名单，天津市滨海新区、江苏
省扬州市等39个市（区）入选。

5月15日是2024年“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低碳
美丽中国”，主场活动在江苏常州举办。生态环境部在此次活动上
发布了这份名单。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夏应显介绍，本次纳入试点
的39个市（区）涵盖从超大城市到小城市的不同规模，覆盖全国7
大地理分区，发展水平、气候类型、要素禀赋等具有代表性，预期具
有较强示范带动作用。

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名单发布

滨海新区等39个市（区）入选

国务院批准项目、面积同比增加达275.86%、240.32%

全国土地供应保持高速增长

有人收粮 有钱收粮 有仓收粮 有车运粮

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基本就绪

新一期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计划启动

对优秀教师校长进行三年集中培养

（上接第1版）

“张所的离开，应该是他太累了。就
在他出事的前一周，他给我打电话说，要
去一趟医院。我问他，‘怎么了？’他含糊
地对我说，‘没事。’之后，他又很快出现在
单位。”在挂甲寺派出所副所长兼社区警
务二队队长罗杰眼中，张明是时时刻刻都
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人，盯警情、盯案
件、紧盯百姓烦心事，张明把工作安排得
满满的。

痛惜、惋惜，在回忆张明生前点滴时，
他的战友无不眼眶湿润。

4月22日是周一，张明一早到单位。
要知道，这已是他连续工作的第三个星期
了，两个星期没有休息过一天，不是不能，
而是不肯。头一天是周日，分局本是下午
召开会议，明明可以在家休息半天，张明
却一早到达所里。因为，他放不下没了结
的事务。晚上，张明又与辖区的一户居民
通了近两个小时的电话，倾听心声、宽慰
人心，进家门时已是晚上快9点。看到丈
夫疲惫不堪的样子，妻子虽然心疼不已，
但拗不过丈夫工作起来“忘我”的劲头。
转天一早，妻子劝张明工作悠着点儿，一
句“没事”竟成为夫妻俩最后的告别。
“如果我再‘强势’一点儿，是不是他

还在……”自打张明离开，妻子周欣（化
名）一直处在自责中，“要是我拦着他点
儿，或是‘押’着他去医院，也许就不会发

生这样的意外。”
自打4年前，经历过命悬一线的生死

时刻，周欣就经常提醒丈夫，一定要注意
身体，要定期去医院进行检查。而丈夫的
回答却总是：“回来再说。”

4年前，张明在家中突感不适，送到医
院，心脏血管堵了95%，抢救加上手术，几
乎用了一天的时间，才把他救回来。短暂
的休整后，张明将不能劳累的医嘱抛到一
边，埋头在案卷中。公安河西分局法制支
队四大队大队长姚玉发是张明在法制岗
位上的同事，在他的脑海里，张明就是“拼
命三郎”。“他真的是用生命在工作，我曾
经问过他，‘你这么拼，是不要命了？’他笑
着摆摆手不说话。”姚玉发说。

以工作为重，出事当天，当身体出现
不适时，张明若是顾及自己，能早一点儿
去医院，也许他现在还在我们身边。

他把最重最累的活儿扛到自己肩上

“遇事，张队总是默默地自己扛着。”20
多年的刑警生涯，张明曾带出不少徒弟，
从“小白”到“尖兵”，张明对徒弟不仅手把
手传授破案“秘籍”，还在急难险重任务面
前为他们遮风挡雨。

现任公安河西分局下瓦房派出所所
长的吴延广就是张明带出来的徒弟，他
说：“不光是对我一个人，他对所有弟兄都
一样，抢着把最重的活儿揽在自己身上。”
和张明在一起工作，让吴延广最难忘的就
是在极寒天气下蹲堵嫌疑人的情景——

一家教育机构的收银员报警称，钱款
被抢。作为分局打击侵财犯罪的“专业
队”，张明迅速带队展开侦查工作。经过走
访、排查，警方认为收银员有监守自盗的嫌
疑。果不其然，以收银员为线索，警方查到
了钱款的去向——在收银员的男朋友那
里。为了尽早抓获嫌疑人，及时止损，张明

带队前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得知出发的
消息，很急，我们谁也没有做准备，可是到
了那儿，零下35摄氏度，把我们冻得直跺
脚。”即使是在如此低的温度下，张明和队
友们依旧每天坚持外出蹲堵嫌疑人。让吴
延广感动的是，在蹲堵时，张明一直坚守在
车外。“他让我们轮流到车上取暖，队员可
以歇，队长不歇，在佳木斯一个星期，我们
就是这样过来的。”吴延广说。
“有时抓人，我们一干就是几个通

宵。在返回队里的路上，张队总是主动请
缨，他开车，让大家在路上睡会儿。有时
案子破得漂亮，给嘉奖时，他却把荣誉让
给别人。”
“有一次审讯，嫌疑人就是不肯交代，

大家从收网到审讯，已经连轴转了好几天，
累得不行了。有人说，‘不行先歇会儿，再
继续攻口供。’张队则表示，一定要乘势而
上。他让大家分组，一组休息，一组继续审
讯，倒替着来，而他却是全程盯着审讯。”
……
谈及张明，战友们有说不完的故事，

那些故事简单平凡却打动人心。

他把真心捧给身边的人

干刑警时，有时两三个月不回家；来
到法制支队，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号角吹
响后，在240多天里，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
深夜；在派出所，从早忙到晚，像陀螺一般
“高速旋转”，错过了陪伴，错过了团聚，错
过了孩子的成长。

因为相处时间少，在张明的儿子眼
中，父亲是一个话不多的人。然而，当看
到父亲与辖区居民的微信聊天记录时，儿
子才知道父亲也有说不完话的时候。

这些说不完的话，是将群众的“心上
事”变成自己的“上心事”。为了守住群众
的“钱袋子”，他不仅仅是防范宣传，还有

“苦口婆心”式相劝。
龙都花园社区居民徐力就亲眼目睹了张

明如何唤醒受骗群众。“当天，我正好外出锻
炼，在小区门口，看见急匆匆跑来的张所堵住
了一位大姐的去路。”出于好奇，徐力凑上前，
一听，原来是这位大姐要出去汇钱。无论张
明怎么说这是骗子编织的骗局，这位大姐就
是不听。“后来，张所跟身边的一名民警说了
几句话，没过多久，就看见这位民警把银行的
人也叫来，几个人一起劝，才将被洗脑的大姐
唤醒。”徐力说。

细心、热心、耐心，张明用自己的真心温
暖着辖区居民，也温暖着挂甲寺派出所里所
有人。

如今，挂甲寺派出所里的民警、辅警，每
人都有一份保险，这份保险保障着他们在遇
到重大疾病困扰时可以减轻经济负担。为他
们购买保险的人正是张明。
“有一天，张所让我统计所里人有没有上

过其他保险，或者当前有没有因为看病陷入
经济困境的。统计完，我才知道，张所要给大
家上保险。当时，我还问他，上保险的费用从
哪来，他只跟我说，‘你甭管。’事后，保险公司
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投保人竟是张所，是他
自掏腰包给大家买了一份保障。”挂甲寺派出
所综合指挥室四级高级警长李宏利肩负着所
里的内勤工作，她深知张明购买保险背后的
故事。“这是因为他得知所里一位民警因为看
病，每月需要担负上万元的经济重担，张所总
说，解决问题，不能止于‘一时’，限于‘一事’，
要从根上入手。所以，张所不仅为这位民警
解难题，还想到了其他人。”李宏利说。
“路途遥远，一定要平平安安。”看着手机

里的这条信息，挂甲寺派出所民警张世鹤泪
如雨下。所里办案民警出差多，工作再繁忙，
张明都会给出差的民警发上一条信息，让人
心生暖意。无论谁过生日，包括所里的保洁
人员，他都会送去一份祝福。

职业生涯或有尽头，爱与付出永无止
境。在有限的生命里，用实干拓展生命的宽
度，丰富生命的内涵，张明以行动诠释“平凡
的人生，也是一份有价值的人生”。

平凡的人生，也是一份有价值的人生

■新华社记者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
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
爱国情怀。”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
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
信，深刻阐释了长城的独特价值和守护好
长城的重大意义，勉励大家“把祖先留下
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

长城沿线各地干部群众和广大文物
工作者深受鼓舞，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回信精神为指引，全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近日，北京市八达岭长城脚下的石峡
村村民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自发参
与长城保护工作和村里的发展变化等情
况，表达继续守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的
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给予肯定，这让石
峡村长城保护员刘红岩激动不已：“我是
看着巍峨的长城、听着长城的故事长大
的，守护长城、弘扬长城文化和长城精神
是我的光荣使命。我将继续努力工作，不
辜负总书记的期望。”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进一

步传承长城文化，并依托长城资源推进乡
村振兴指明了前进方向。”北京市延庆区

八达岭镇党委书记李清华表示，将以优化
生态环境、展示长城文化为重点，塑造长
城生态文化景观，加强长城文化与旅游体
验深度融合，谱写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乡
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刚刚游览了八达岭长城的湖南游客
邓杰看到新闻报道后说：“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
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登上长城我深刻
感受到一种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我要
把感悟到的力量与更多的人分享。”

近年来，《长城保护总体规划》《长城
维修工程施工规程》相继发布，国家文物
局不断加大长城文物保护修缮力度，加强
重要点段巡查与工程检查，持续推进国家
级和省级长城监测预警平台建设，谋划依
托长城重要点段保护利用建设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长城文物主题游径。
“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
中的这句话，让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司
长邓超深感使命在肩：“要让长城保护更
加深入人心。下一步，我们将推动长城保
护与沿线地区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让
世代守护长城的群众真切感受到古老长
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魅力。国家文物局
还将举办‘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题词40周
年纪念系列活动，共同守护好长城家园。”

长城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遗

产。它分布于15个省份，翻崇山峻岭、穿
沙漠戈壁，上下两千年、纵横数万里。守
护巍巍长城，需要多方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说，‘像守护家园一样

守护好长城’，这道出了我们的心声。”打
小生长在长城脚下，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
关区长城保护员张鹏动情地说，将通过现
代科技手段守护好长城，立体化地对长城
进行拍摄记录，为做好长城本体的巡查保
护工作贡献力量。

守护好长城，更要弘扬长城文化，讲
好长城故事。

扼守河西走廊枢纽，甘肃嘉峪关关城
静静矗立数百年。关城景区内，以长城文
化和边塞英雄故事为蓝本的长城史诗剧
《天下雄关》精彩上演。
“近年来，我们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

条件，深度挖掘长城文化、边塞文化、丝路
文化，不断丰富长城文化内涵。”嘉峪关丝
路（长城）文化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晓燕
说，“我们将持续挖掘长城所蕴含的文化
价值和精神力量，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开
展系列研学活动等方式，带动更多人了解
长城、保护长城。”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不仅为长城保
护工作指明了方向，更是对全体文物工作
者莫大的鼓舞。我国是文化遗产大国，
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国有
可移动文物，星散在广阔中华大地上、绵

延于岁月长河中。
江苏扬州，运河三湾风景如画。不远处，

“运载千秋——新时代大运河重要考古成果
展”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开展，展现大运
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的
新变化、新成就。

扬州市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宣传推
广处处长杨家华说：“大运河作为‘流动的文
化’，是润泽百姓的水脉，更是传承历史的文
脉。我们要继续做好大运河文化的挖掘、研
究、保护工作，协助办好世界运河城市论坛，把
祖先留下的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

河南安阳，今年 2月开馆的殷墟博物
馆新馆里，一场“考古公开课”吸引着观众
目光——考古工作者轻轻刮落遗迹表层泥
土，再用竹签沿着土层纹路慢慢清理，一个清
晰的车轮印记便显露出来。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殷墟遗址
考察，强调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
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总书记这次关于守护好长城的回信，让

我们深感讲好殷墟故事、传承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责任之重大。”殷墟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赵清荣表示，“我们将继续通过多样化的传播
手段、鲜活的视听语言，向大家讲述商文明的
悠久历史，展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不断增
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为更好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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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左）生前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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