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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奇妙之旅即将开启！中国
空间站“天宫课堂”第四课于今日15
时45分开课，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景
海鹏、朱杨柱、桂海潮作为新晋的“太
空教师”，面向全国青少年进行太空
科普授课。作为全国五个地面课堂
之一，桐城中学88名高二学子与“太
空教师”交流对话。

（《安庆晚报》9月21日）
今朝高声语，天地有强音。神舟

十六号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
与桐城中学88名高二学子进行“太空

授课”，展示介绍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
舱工作生活场景，演示球形火焰实验、
奇妙“乒乓球”实验、动量守恒实验以
及又见陀螺实验，并与地面课堂进行
互动交流……这注定是一场别开生面
的“天宫对话”，必将点燃莘莘学子航
天梦、爱国情。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两千多
年前，爱国诗人屈原的《天问》叩击着
人们对宇宙苍穹的疑惑。虽经后世无
数探索实践，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的太空梦才逐渐变为现实。从神舟
一号到神舟十六号，从仰望星空到走
入太空，从载人一天飞行到在轨六个
月驻留……国人一次次目睹海天连
心，越来越深刻见证航天人和深潜者

用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引领中国人
探索未知的坚定步伐。而这一次，中
国空间站“天宫课堂”精彩第四课，与
前几次一样，“太空教师”拨开的是一
定是航天科技的神秘与深奥，传授的
航天知识和太空科普，最终激发的是
广大青少年对太空的向往、对科学探
索的热情，相信“太空对话”会在更多
青少年心中播下探索宇宙苍穹的种
子，吸引更多青年学子，从小像航天人
那样树立远大的志向，坚定自己的理
想信念，勇于攻坚克难，奋力向着航天
梦想追光。

与“天上人”对话，激动；与“天宫”
交流，振奋。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
第四课，何偿不是一堂特别的爱国主

义主题思政课呢？天宫与地面的连线
互动，让广大青少年直观感受到国家
科技实力的增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
自豪感、爱国情油然而生。赶上这么
一个伟大的时代，身在这样一个伟大
的祖国，当然倍感骄傲和自豪。这“太
空对话”点燃起的爱国情愫，终将在青
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他们会将个人命
运同国家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此
搭乘国家发展的机遇之船，一起奔向
美好未来。

共同见证辉煌，共享祖国荣光。
让我们将“太空对话”点燃的爱国之情
化为学习与工作的强大力量，抖擞精
神、奋楫扬帆，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开
启爱国报国奋斗之航。

“太空对话”点燃爱国热情
艾才国

众所周知，耕地是农业发展之
基、农民安身之本，耕地保护之弦任
何时候都不能松。尽管安庆上下形
成了强烈的社会共识，但由于种种
原因特别是种植效益考量，个别地
方仍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耕地撂荒
现象，给粮食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发
展带来了一定影响。为此，农业农
村部专门印发《关于统筹利用撂荒
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
从坚持分类指导、加快设施建设、强
化政策扶持、规范土地流转、加强指
导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于
安庆而言，要站在保粮仓安稳、促农
业提质的战略高度，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和发展意识，充分认识遏制耕
地撂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摸
清每块地的分布、数量规模和撂荒
原因，追根溯源，分析成因，“一地一
策”下决心综合施治、复耕复种，让
荒地不荒、重披新装。

让荒地成良田，工具箱里的工
具不少，归根结底要提高农民的种
地积极性，让想种地的人有地可种、
有耕地的人能挣到钱，为产业兴旺
提供坚实保障。在这中间，既要运
用行政之手，出台一系列奖补政策，
配套完善沟渠、机耕道路、输配电、
农田防护等基础设施，开展有针对
性的技术指导服务；也要利用市场
力量，健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

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加快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分类别处置、分
区域流转、分行业经营。

让撂荒地重新焕发活力，安庆
探索了诸多新路径。譬如，可实施
综合改造高标准农田项目，由专业
合作社租用开发绿色种植项目，实
施农旅文项目、打造现代农业田园
综合体……宜粮则粮、宜特则特，要
依托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涉农龙
头企业等，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全域
旅游发展战略，着力做好农业综合
开发利用和“农业+”工程，延伸产业
链，拓展价值链，走出一条集约化、
高效化的特色发展之路，让撂荒地
产生“几何级”的经济拉动效应。

撂荒地里也能产“黄金”，关键
要分类施策、科技支撑、做出特色，
这样才能不断提升产出效率，真正
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让撂荒地产出“黄金效益”
徐剑锋

9月14日，桐城市吕亭镇官塘村党群服务中心，眼前的一

幕令人惊讶，服务大厅地面上摊晾着一片红色的高粱；墙角堆

放着色彩不一的蛇皮袋，里面也是高粱……“你要早来一个

月，我们还有一万斤的水稻。”官塘村党总支书记李清笑呵呵

地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他带着村“两委”种的。村委会作为最

基层、最前沿的服务组织，工作本就繁忙，一共就六个人的官

塘村“两委”，为何还要种粮？“不能让地撂荒！”李清说。

（《安庆晚报》9月19日）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
农村现代化及信息化进程加快，
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或中心镇
转移，人地关系发生了深刻变
化。面对地力欠佳、耕种条件差，
农业比较效益偏低，农村劳力流
失等造成的宁愿撂荒也不愿意耕
种现象，桐城市吕亭镇官塘村党
总支书记李清动员村“两委”自己
试种，从而保证了每一寸土地都
做到了应耕尽耕，应种尽种，让沉
睡土地焕发活力。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
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是农村
稳定发展的基础。我国人多地
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
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
耕地保护好，绝不能有闪失。
保护好、利用好宝贵的耕地，
是确保粮食生产的基础，也是
端 牢 国 人 “ 饭 碗 ” 的 根 本 保
障。在我国耕地资源稀缺的情
况 下 ， 耕 地 撂 荒 是 最 大 的 浪

费 。 因 此 ， 合 理 利 用 撂 荒 土
地，遏制耕地“非农化”、严
防耕地“非粮化”的同时实行
集中经营和科学种植，补足国
家粮食安全“短板”，提高农业
生产水平和土地产出效益迫在
眉睫。

“ 但 存 方 寸 地 ，留 与 子 孙
耕”。耕地保护红线直接关乎到
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好耕地既是
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也
是在保护我们的生命线。要解决
耕地撂荒和弃耕现象，必须依托
本地特色，致力打造“村委会+村
民小组+村民”“农民合作社+种植
大户+散户”“村庄+企业”“种植+
旅游”多种合作模式，通过土地流
转、代耕代种、生产托管等方式，
让撂荒耕地种起来、活起来、管起
来，方能把撂荒地打造成农民增
收致富的一池“活水”，不断带动
农民就业增收，推动农业农村现
代化迈出新步伐。

让撂荒耕地“活起来”
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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