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农业生物制造科学家圆桌会议在贵阳举行

中外专家共话科技兴农
本报讯（记者 岳端）6月 10

日，由贵州省科协、贵州大学
和贵州科学院联合举办的“一
带一路”农业生物制造科学家
圆桌会议在贵阳举行，来自国
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
话科技兴农、共研前沿趋势、
共绘合作新篇，为深化“一带
一路”农业合作、推动各国农
业现代化建设集智聚力。

农业是人类文明延续的根
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
近年来，贵州加快步伐沿着“一
带一路”走出去，凭借自身与众
多共建国家在农业领域资源禀
赋、发展阶段和技术需求上的高
度互补，成为中国农业对外合作
的开放前沿。

“以更加高效、更加绿色、
更加智能的农业科技推进农业现
代化建设，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农业生物制造作为现

代农业科技的前沿领域，蕴藏着
驱动农业绿色革命的巨大潜
能。”贵州省科协党组书记、副
主席朱洪波在致辞中指出，深化
科技交流合作，抢抓新一轮农业
科技革命机遇，是携手增进人类
福祉、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必然
选择和内在追求。

朱洪波表示，贵州省科协
将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农业高
质量发展，致力于促进人才交
流、组织联合攻关、促进成果
共享，努力为不断拓展更高水
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农
业合作共赢贡献力量。希望大
家利用本次会议机会，深入交
流、互学互鉴、共谋良策，共
同为深化“一带一路”农业合
作、推动各国农业现代化建设
贡献智慧和力量。

洪都拉斯财政部信息技术司
司长雅各布・普鲁多特在致辞中

表示，洪都拉斯拥有丰富的热带
农业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中国在
生物育种、生物反应器技术、农
业循环经济等领域的成熟经验，
恰能与洪都拉斯的资源禀赋形成
互补。通过这次活动，将把中国
的相关创新实践技术和成功案例

带回祖国，推动其与洪都拉斯产
业的合作。

主旨演讲环节，泰国苏兰
拉里理工大学前副校长维塔瓦
・莫里，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光敏，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生物、医学

与农业研究所实验室研究员普
朗姆・查拉塔，贵州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张利博，分别
围绕动物遗传育种、小麦非对
称体细胞杂交遗传渐渗技术、
基因保护与环境修复、茶叶绿
色防控技术等内容进行分享，
带来来自农业生物制造技术前
沿的满满干货。

现场，与会代表还进行了交
流发言。来自泰国、巴基斯坦、
老挝、柬埔寨、冈比亚、斯里兰
卡、洪都拉斯、多哥、塞拉利昂
等国家的专家代表，以及我省相
关高校、省级学会、科研机构等
的专家代表130余人参会。

接下来两天，嘉宾们还将
前往贵州省农业科学院、贵州
农业职业学院开展交流活动，
并参访“中国天眼”FAST，调
研其科技优势及在相关领域的
技术创新。

会议现场。

防欺凌护成长
检察官走进长顺营盘中心校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郭兴刚）近日，贵州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官程丹（黔南州长顺县摆所镇城伍村
驻村第一书记）带着满满的关怀与责任，走进长顺
县营盘中心校，为孩子们带来一场以“防校园欺
凌 护孩子成长”为主题的法治课堂。

活动中，程丹结合生活中的案例围绕“什么是
校园欺凌”“校园欺凌的种类”“如何预防校园欺
凌，珍惜同学之间的友情”以及“发生校园欺凌
后，我们应该怎么办”等问题通俗易懂地向同学们
普及校园欺凌方面的知识。

为了让同学们更深入地了解校园欺凌的危害和
应对方法，程丹通过情景模拟，让同学们分别扮演
欺凌者、被欺凌者和旁观者。在模拟过程中，扮演

“欺凌者”的同学一开始还有些放不开，在检察院
警官们的引导下，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而“被欺
凌”的同学则一脸委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让台
下的同学们都感同身受。

本次法治进校园活动如春风细雨般滋润了同学
们的心田，不仅让同学们对校园欺凌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也增强了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
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同学们会带着这份“法律武
器”，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健康快乐地成长。

资讯

学以致用“职”给自足
贵定职校举行技能实践活动

本报讯（记者 郝梦）近日，黔南州贵定县中等
职业学校第三届“‘职’给自足”主题活动在校园
操场热烈开展，师生齐聚、热闹非凡，一场充满

“烟火气”的技能实践盛会精彩上演。
褪去实训服，学生们自信地立于精心布置的摊

位前，俨然化身校园“创业家”，将专业课堂中的
知识与实践能力转化为现实操作与服务体验。他们
或熟练掌勺，起锅翻炒，色香俱全的麻辣小龙虾、
爆炒花甲香气扑鼻；或巧手调配果茶饮品，每一杯
都创意十足、赏心悦目；或操控烧烤架，烤串翻
滚、嗞嗞作响，令人垂涎欲滴……

活动吸引了众多教师与家长前来“打卡”。老
师们一边走访品尝，一边与学生交流操作流程与制
作心得，为孩子们的成果鼓掌点赞；家长们则目光
柔和，记录下孩子认真工作的身影，用真情支持孩
子的劳动成果，也用行动见证成长蜕变。

这一活动既为学生提供了技能锤炼的实战平
台，也有效培养了其市场意识、团队协作能力与创
业精神——对初入校门的新生而言，是一堂鲜活的
入门实践课；对即将走上岗位的毕业生而言，则是
一份厚实的经验积累。

松桃天龙湖小学

把博物馆“搬”进校园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龙正舟）近日，铜仁市松
桃苗族自治县天龙湖小学举办“博物馆进校园——
新形势下欧百川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为主题的教育
活动，来自天龙湖小学六年级的300余名学生共同
参与。

现场，松桃苗族自治县爱国主义教育研究会会
长滕建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堂情感真挚、内涵深刻
的爱国主义教育讲座。他以生动的语言、翔实的史
料，从欧百川少年投身革命、抗战前线英勇作战、
最终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出发，讲述了这位松桃籍
抗日英烈在民族危难时刻所展现出的坚定信念与大
无畏精神。滕建还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引导学生
深刻理解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价值，引发大家对历
史与现实的深入思考，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的民族
自豪感与爱国热情。

据了解，欧百川故居陈列馆近年来不断拓展公
共文化服务路径，通过“博物馆进校园”等系列活
动，致力于推动革命传统进课堂、进头脑、进心
灵，在全社会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活动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活
动，我更了解了欧百川，更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
国。”“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将
来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黔南幼专“专升本”再创佳绩

27个寝室的学生集体“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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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国虎 特约
通讯员 鲍伟）近日，黔南民族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专升本
考试中，1299名学生报名，746
名被本科院校录取，报考录取比
去年提高14个百分点。其中，27
个寝室集体被本科院校录取，该
项数据相比去年大幅提升。

“并肩逐梦莫回头，共赴春
山皆盛景。”这是该校11119寝室
集体上岸的誓言。清晨教室的朗
读，夜晚图书馆的读书分享，还
有课堂上的相互交流，实训室里
的彼此鼓励，三年并肩时光，成
为她们青春最闪耀的注脚。她们
不仅是团结和睦、朝夕相处的舍
友，更是携手共进的学习搭子。
相互鼓励和帮助，朝着目标不断
努力，最终得偿所愿、集体上
岸。

“奋斗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
勇，志同道合的同行者会让追梦
之路更加明亮。”11207寝室分享
了她们共同上岸的“秘诀”。寝
室的灯火曾彻夜长明，笔尖划过
的沙沙声见证过每个凌晨的星
光，她们用行动证明，那些互相
督促的晨读、分享笔记的瞬间、
深夜里的加油打气，最终都化作
了上岸的捷报。

“一室同心，五人同梦。有
人说，努力的过程是孤独的，但
我们很幸运，前进的道路上遇到
了志同道合可以并肩前行的人，
熬过的夜有人陪，上岸的梦有人

懂！”11220寝室全体同学的故事
未完待续，她们将带着勇气继续
奔赴下一场山海。

“快活三里”莫滞留，星光
不负赶路人。“专升本”一直是
黔南幼专的优良传统，良好的学
风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有利条
件，专升本的再创佳绩，更是该
校紧扣“抓教风、促学风、转作
风”专项建设 （以下简称“三
风”建设） 工作的具体生动实
践。

毕业班辅导员贾莹表示，我
们班多个寝室集体上岸，好的学
风是基础，同学间的相互鼓劲和
共同努力产生了“1+1>2”效应。
在新生入校时，我们会给学生分
析未来就业形势，引导他们做好
学业规划，并邀请优秀毕业生为
新生讲述学习经历和备考经验，
引导学生好好把握大学时光提升
自己，激发学生的内生动力。

近年来，黔南幼专落实新时
代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以学生为根本，高度重视
学生毕业就业工作，针对当今社
会就业的形势，在培养学生职业
技能的同时，将专升本工作作为
提升学生学历的有力抓手，以

“三风”专项建设为保障，通过
教育引导、教育管理、培训指
导、志愿填报等具体举措，助推
学校专升本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专升本录取率常年保持全省高职
高专前列。

如何教孩子们学习古诗词？

毛文红：兴趣为先，感悟为本，生活为源
本报讯（记者 王奇）毛文红是

黔西南州晴隆县第三小学副校长，
作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学校语
文组的骨干教师，她深知诗词在语
文教学中的重要性。她认为，古诗
词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瑰宝，更是培
养学生审美情趣、语言表达能力和
文化底蕴的重要途径。因此，她在
教学过程中，始终将古诗词教学放
在首位，通过诵读、赏析、创作等
多种形式，让学生充分领略古诗词
的魅力。

毛文红在教育岗位上默默耕耘
了15年，古诗词教学不仅是她倾注
满腔热情与无尽心血的领域，更是
让她深切体悟到传统文化在培育人
才过程中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与诗词结缘，是一次不经意的
翻阅，让她邂逅了叶嘉莹先生的
《叶嘉莹—古诗词课》，为毛文红打
开了古诗词世界的大门。“之后，
我热切地翻阅了叶嘉莹先生的众多
古诗词讲解及诗意教学文章，激发
了我对古诗词的热爱。”毛文红说。

在她看来，中华诗词历史悠
久，不仅是文学的瑰宝，也是历史

的见证者。通过诗词，学生不仅能
够理解其语言文字、结构形式和韵
律特点，领会诗词的意境和情感，
还能深刻感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智慧，增强文化
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该如何教孩子学习古诗词？”
在古诗词教学中，毛文红秉持“兴
趣为先，感悟为本，生活为源”的
理念。

为了能让学生对传统诗词感兴
趣，每逢传统节日，她都会挑选适
合小学生诵读的诗词，通过“课前
一诵读”“一天一首诗”的计划，
确保学生每天都能沉浸在诗词的世
界里。这样的做法，不仅能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帮助记忆，打开他们
的想象力，也能让他们在音韵之美
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
力。

给孩子们讲诗时，毛文红会
带着学生们，尝试把古诗词内容
与生活情境相联系。比如，在教
授杜牧的 《清明》 一诗时，她会
让学生们观察“清明时节雨纷
纷”的自然景象，让同学了解清

明节的习俗和礼节等，通过这样
的实践，学生对诗词的理解变得
更加直观且深刻。

毛文红认为，学习古诗词，应
该走到山水之间去感受，与日常生
活的点点滴滴紧密相连，通过这样
的方式，深入理解并真切感受诗歌
所要传达的意境与情感，日积月
累，终将迎来厚积薄发的一天。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
发全民对诗词的热爱，由中共贵州
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
育厅联合主办的“华韵悠扬·诗润
心田”2025贵州诗词大会自今年3
月正式启幕以来，已在全省范围内
掀起热烈反响。目前，各市（州）
初赛已全面展开，决赛将于10月在
贵阳举行。

“诗词大会对于青少年而言，
不仅是一场文学盛宴，更是激发他
们对传统文化兴趣、提升文化素养
的重要平台。”毛文红希望能有更
多的青少年被诗词的魅力所吸引，
从中汲取精神、智慧、勇气和力
量，感知到世界的美，成为更美好
的人，这正是诗词的价值所在。

学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