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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贵阳 6 月 26 日电(记者潘德鑫)清
晨的哈冲，浓雾笼罩，崖壁上的小花迎着朝露
竞相开放，清新烂漫。当地人称这花为缫丝
花，其性耐干旱、耐贫瘠，生命力极强。

崖壁之上，花木之间，隐约能见一条崎岖
的“毛狗小道”，这是寨里娃儿上学的必经之
路。这条路， 57 岁的杨绍书已默默守护了几
十年。

有 41 年教龄的杨绍书和这缫丝花一样，
亲历了哈冲的贫困，又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西
部山村教育的沧桑巨变……

崖壁坚守

第一次见到杨绍书是在 4 月底的一个清
晨。已洗漱完毕的他，正坐在屋外的一片石磨
上抽旱烟：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身着黑色夹
克、洗得发黄的白衬衣、黑色光面西裤，脚上
是已磨损掉皮的黑皮鞋。

贵州省黔西县金兰镇瓦房村哈冲组位于乌
江上游支流六冲河岸的一处崖壁上，从河面向
上或从崖顶向下都很难被一眼发现，除非偶尔
升起的炊烟和石头缝里冒出的庄稼苗。寨子里
的老人说，祖辈为避战，逃到了“挂在半空、
面朝河谷”的哈冲。

老杨的家位于寨子的最高处，是上世纪
70 年代建的一栋平房，墙是泥巴垒的，发黑
的茅草屋顶长了不少青苔。这，是他教师生涯
开始的地方。

1977 年，因为娃儿外出上学困难，在公
社的支持下，寨子里唯一上过初中、会说汉语
的杨绍书在自家堂屋办起了“识字班”。

当时年仅 16 岁的他，比班里的大娃娃大
不了几岁，“工资”按一个壮劳力算，一天记
12个工分。

老杨回忆，当时教室很简陋：几块木板拼
接刷上墨汁就是黑板，课桌是各家凑的长条板
凳， 9个学生按年龄段分了 3个年级，一个年
级上课其他两个年级只能背对讲台自习。

1981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到金
兰镇，老杨也转为民办代课教师，报酬从工分
变成了工资。 1987 年，为方便村里更多的娃
儿上学，老杨的教学点搬到隔壁的瓦岗二组。
1996 年，教学点并到村里的华山小学。

从哈冲组到瓦岗二组和华山小学，都必须
翻过悬崖，荆棘密布，之间只有一条狭窄、崎
岖的“毛狗小道”。这条小道原本也是没有
的，是老杨带着村民一刀一刀砍、一镐一镐凿
出来的。

从崖底出发到崖顶稍微宽敞的土路，直线
距离不到 500 米，却要爬近 50 分钟。小道弯
曲起伏，不仅要小心脚下随时可能松动滑落的
石头，还得提防偶尔出现的毒蛇、野蜂。

途中有处凸起的山包，人称“船头山”，
刨出的小路几乎与江面垂直，徒手攀爬极难，
当地人用自制的“树钩”钩住头顶裸露的树根
或石头缝才能往上爬。

每至此处，孩子们只能靠老杨一个一个往
上背，一个一个往下抱。多的时候有 10 多个孩
子，一口气抱下来，老杨经常累得气喘吁吁。

为了确保安全，老杨会定期带上锄头和镰
刀沿路除杂草、刨石梯、搭藤索。“秋季学期
砍一次就可以，春季学期草木长得快，每隔一
两个月就要砍一次。”

“夏天温度高，娃儿走到学校都累蔫儿
了，雨水还多，有几回小路直接被山洪冲得不
见踪影。”老杨说，“冬天也不好走，天亮得

晚黑得早，来回都得打着电筒。”
“说不累是假的，习惯就好了，每学期

开学的头 10 天走得还是恼火，腿肚子又酸
又痛，但走半个月就又适应了。”

年复一年，老杨就这样“抱”大了一茬
又一茬苗族娃儿，走过的崖壁求学路总里程
可绕地球一圈。

闯关出山

老杨是哈冲第一个迈进中学大门的，也
曾是哈冲最有希望、最先走出山门的人，但
为了更多的人能走出去，他选择了留守。

隔山断水，让哈冲与世无争却又世代
穷困。虽然哈冲的黄姜和土猪在当地都是
“抢手货”，能卖钱，但“姜不敢种太多，
猪也不敢养太肥”。因为姜多了没劳力一趟
一趟往集市上背，猪也会因太肥爬不上山
路、出不了寨门。即便是到了集市，村民
也往往因“不识汉字、不会汉话”无法和
客商沟通。

对于哈冲，摆脱贫困只有“出山”一条
路且须闯过两道关：陡峭崖壁、语言不通，
而后者无疑更艰难。老杨的双语启蒙无疑给
了哈冲人“出山”的底气和勇气。

41 年里，老杨教过的学生近 400 人，
他最高兴的是“寨子里的适龄儿童没有一个
在小学阶段失学辍学的，绝大多数娃儿都能
上初中、都会说汉语”。

在教学点，老杨是“全职”，既教语文
也教算术，既教汉语也教苗语。后来在华山
小学，老杨也是学校唯一一个一边用汉语讲
课、一边用苗语翻译的老师。

“读书识字对这里的娃娃太重要咯。”
哈冲村民小组组长杨子贵庆幸自己的儿子都
是初中生文化，因此能在外谋份生计。“多
亏了杨老师，娃儿们出去打工不再是‘瞎
子’和‘哑巴’。”

“不是杨老师，我话都说不利索，根本
出不去，出去了也不能安心在外打工。”今
年 28 岁的赵江华和爱人常年在福建的一家

食品厂打工，留守在家的两个女儿平时上
学、放学都由老杨接送照料，“这些本是我
们当爹妈应该做的”。

在老杨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哈冲人闯
出了山门，在外觅得了工作，回家起了新
房。而这个曾经寨子里“墨水最多”的人却
成了“最穷”的人：住的是寨子里仅剩的茅
草房，家里除了一个简易打米机和电磁炉，
没添其他像样的电器。

老杨也动摇过，也出去过。上世纪 90
年代初，每月 14 元的工资根本供不起两个
儿子读初中，老杨只能利用暑期到广西挖
煤，“一个月净挣 240 元，快顶上我两年的
工资了”。亲朋好友劝他别回来了。

“但账不应该这么算，我一个人打工可
以挣 240 元，但如果留下来教更多的娃儿读
书识字，他们就都有机会出去挣 240 元。”
老杨说，“我住茅草屋，别人能起新房子，
划算！”

搬进县城

今年 5 月起，哈冲组 15 户村民陆续搬
到了城关的“锦绣花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 6 名适龄儿童也将在下学期就近入读黔
西县第十小学，老杨被特聘为该校的苗汉双
语辅导员。

外出打工是杨绍书的儿女辈“出山”的特
有方式，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最理想的出路。但
老杨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走出山门。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出去打工——— 挣钱
攒钱——— 回家盖房娶媳妇”，最后又都回到
了山里，又种起了玉米养起了牛，唯一的改
变是房子从崖底河谷搬到了崖顶的公路边。

“这回搬到城里，是真的走出来了，娃
儿们可以往大学想了。”杨绍书认为，这一
轮的易地扶贫搬迁是哈冲人出山“千载难逢
的机遇”，而受益最大的是孙子辈，“可以
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机会考更好的学校”。

老杨说，从教 40 多年，最大的遗憾是没
有教出一个大学生，最后能上高中的也是寥

寥无几。这些年村里的教学条件改善了不少，
义务教育阶段基本上不用花钱，小学每天还
有营养餐，但“教学水平还是跟不上，大多数
人家的经济条件也都无力供娃儿上高中”。

“在哈冲，娃儿来回上学要花近 4个小
时，放学回家还要放牛、割猪草，搬过来之
后，走路上学最多半小时，回家就可以做作
业，算下来每天可以多出至少 3个小时的学
习时间。”

“老杨是我们的榜样，也是学校的宝
贝。”黔西县第十小学校长赵彤告诉记者，
该校今年预计将接收近千名搬迁过来的学
生，其中有不少是苗族孩子，但现在学校
40 多名老师无一人会讲苗语，“跟学生和
家长的沟通可能会出现问题”。

进了城，再送一程。老杨很看重双语辅
导员这个岗位，他希望能够在自己职业生涯
的最后几年，为更多从大山里搬出来的苗族
娃娃尽快融入新环境、适应新生活贡献一份
力。

坚守 41 年，很多人不理解：“当了几十年
老师，新房子都建不起，到底图个啥？”

“我就喜欢别人叫一声‘杨老师’。”老杨常
说自己是个“幸运儿”——— 初中没毕业能当老
师到现在、能带这么多学生。

“当初能当老师办‘识字班’是沾了
‘会说汉话’的光，现在能进城当老师是沾
了‘会说苗语’的光。”老杨半开玩笑地
说，“说到底是沾了党和政府的光，没有国
家对山区教育的重视和扶持，哈冲不会有现
在，也不会有未来。”

老杨是个典型的苗族汉子，憨厚老实，
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但“嫩竹高过母”是他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希望哈冲的后生
一代比一代强，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

“毛狗小道”上，他“抱”大了娃儿一茬茬
贵州乡村教师杨绍书坚守崖壁 41 年，给孩子们“出山”的底气与勇气，也见证苗寨变迁

有一架飞机，必须通过完成
“极限挑战”来证明自身的安全
性。作为验证机，它永远无法翱
翔蓝天，但却为国产大型客机
C919 的安全飞行、适航取证作
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C919 大型客机 10001 验证
飞机及其团队，由此浸染壮烈色
彩。

2 . 5g 再出发：“骨

骼”的“极限挑战”

走进上海浦东机场区域，在
中国航空工业飞机强度研究所全
机静力疲劳试验室，只见一架银
灰色飞机被钢铁框架包裹着，各
种管线、杠杆、胶布带将载荷加
在它身上；通过向飞机施加载
荷，模拟和监测机体“骨骼”在
飞行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下的
功能。

据了解， ARJ21 飞机 2 . 5g
载荷试验曾遭受重挫。那次，
当载荷施加到 87% 时，飞机龙
骨梁后延伸段结构突然遭遇破
坏。

“我搞了一辈子强度试验，
这种情况从未遇到过。”中国航
空工业飞机强度研究所副总工程
师唐吉运说。

一切从头再来。“花了 7个
月时间，每一个环节都不放过，
终于排摸出故障原因，制定了解
决方案。这 7个月，每一天都是
煎熬。” C919 飞机副主任设计
师赵峻峰说。

2 0 1 0 年 6 月 2 8 日 ，
ARJ21 飞机 2 . 5g极限载荷试验
圆满成功的那一天，试验室的大
男人们都哭了。 2 . 5 g 试验成
功，表明 ARJ21 飞机强健的骨
骼与机体足以支撑它安全翱翔蓝天。

如今， C919 飞机 2 . 5g 极限载荷试验马上要开始
了，试验团队内心更加沉稳，这是源于经历风雨后的信心
和底气。

安全：向着 10 的负 9 次方目标

安全，是航空的头等要求。
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结构强度团队，联合我国唯一的

飞机强度试验研究机构中国航空工业飞机强度研究所，共
同开展 C919 大型客机全部结构强度试验的设计、实施，
向“考官”提供充分的试验数据证明飞机结构和强度符合
适航规章的要求。

他们面对的“考官”不仅仅是中国民航局，为了满足
C919 未来国际客户的要求，“考试科目”参照欧美对飞
机适航取证的相关条款。这是一份国际主流标准试卷。

“简单地说，就是飞机因单个部件失效发生危险的
概率是 10 的负 9 次方，低于人正常生活可能面对的危
险。”中国商飞上飞院院长沈波说，“要实现这个目
标，就需要进行各项验证，飞机整个适航取证科目有数
百项，强度试验只是其中一部分。 C919 飞机验证经受的
所有考验，都是为了保证其在翱翔蓝天时矫健而稳
定。”

协作：志在更强更高

“从 ARJ21 到 C919 ，强度试验走过 10 多年历程，
试验团队发现，最关键、最脆弱的地方往往是接口，也就
是飞机部件的衔接处。”中国商飞上飞院飞机结构强度工
程技术所副所长朱林刚说。

上飞院强度部、中国航空工业飞机强度研究所、中国
民航局强度审查组拧成一股绳，各负其责、各尽其能，共
同推进试验项目。

飞机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从飞机构造上讲，航电、
液压、动力诸多系统需要相互衔接；从参与单位上看，不
仅有国内外企业，还涉及管理部门、研究机构，没有协同
寸步难行。

“工业精神就是协作精神，合作的质量和高度决定事
业的成功。个体要过硬，整体更要过硬。大飞机是这样，
任何事业都是这样。”朱林刚说。

新华社上海 6 月 26 日电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实现对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一网覆盖”

山东：用“互联网+”点亮党建“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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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电(记者裘立华)针对城市“陌生化”现
象，浙江省宁波市最近出台《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城市基
层党建工作的意见》，将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推
进单位党建、行业党建和区域党建互联互动，提升城市基
层党建工作质量和水平。

随着城市的改革发展，城市基层党建的内涵和外延有
了较大丰富和拓展，也随之产生了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组
织龙头作用不明显，区域、单位、行业党建互联互动不充
分，新兴领域党建跟进覆盖不够，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
能力不足等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宁波将着力加强和改进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
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措施包括强化街道
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加强城市基层党组织自身建
设、推动区域党建整体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社区工作
者队伍等，全方位为城市基层党建“谋篇布局”。

其中，宁波将优化设置街道内设机构，设立党建工
作办公室，不断强化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深化街道
“大工委”和社区“大党委”建设，大力推进行业系统
党建，推动街道社区与辖区单位组织共建、活动共联、
资源共享，放大党建聚合效应。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居
民自治机制，探索加强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党
建，全面推行网格党建，构建起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
工作体系。

与此同时，宁波市还将建强专职社区工作者队伍，加
大专职社区工作者激励保障力度。加大从专职社区工作者
中招录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力度，重视通过多种方式把
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选拔到街道(乡镇)领导岗位，做到用
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用待遇留人。

浙江宁波：

推进互联互动资源共享

提升城市基层党建水平

扫描二维码 ，观
看视频报道《崖壁为
师》。

大图：在贵州省黔西县金兰镇瓦房村，杨绍书（左一）和学生在崖壁旁的小路上行走（4 月 27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小图：杨绍书在贵州省黔西县第十小学给学生上课（5 月 7 日摄）。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新华社济南 6 月 26 日电(记者闫祥岭)
“你上‘灯塔’答题了吗？”一度成为山东省
党员之间见面的常用问候语。一段时间以来，
山东建设“灯塔-党建在线”网络平台，线上
线下深度融合，将新技术、新应用和党建相结
合，全面提升了党建工作水平，用互联网点亮
了党建“灯塔”。

手机被“灯塔”霸了屏

山东省整合现有党建信息化资源，开发建
设“灯塔-党建在线”网络平台，统一技术规范和
平台接口，链接各地各领域党建网站，打通“信
息孤岛”，拆除“数据烟囱”，实现对全省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一网覆盖”“同网管理”，为全
省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山东省及时依托这一
平台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竞赛，每月一期，持续举
办七个月。

“老少三代同答题，手机都被‘灯塔’霸了
屏。”兰陵县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戴建华说。截至
目前，山东参与学习竞赛的党员群众达 1 . 7 亿
人次，成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的有效抓手。

“灯塔-党建在线”以党建宣传新阵地、工作
交流新平台、教育管理新载体、凝聚力量新渠

道、信息收集新方式、数据分析新手段为目标
定位，以党员群众、基层党组织、各级党委和
组织部门为主要服务对象，把党的建设各方
面内容资源集中起来，打造集多种功能于一
体的“互联网+党建”新平台，弘扬主旋律，凝
聚正能量。

泰安市天平街道办事处板大山村党支部
书记黄永美说：“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需要的，
基本上都可以在灯塔网上找到。”“灯塔-党建
在线”开发建设了门户网站、宣传网、教育网、
政策法规库、数字图书馆等，为全省党员提供
了丰富的学习资源。

“坚定政治站位，坚持‘党网姓党’，旗帜鲜
明地建设网上党建阵地，唱响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强音，引导广大党
员永远跟党走，让党的旗帜在互联网上高高
飘扬。”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东奇说。

党建工作更具时代感

“过去为转组织关系，跑了乡镇跑县城，
跑路大半天、办事几分钟；现在是让信息多跑
路、党员少跑腿，既节省了办事成本，规范了
工作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也破解了‘口袋
党员’难题。”滕州市西港镇党委组织委员龚
秀梅说。

自今年 3 月 1 日起，山东省依托“灯塔-

党建在线”网络平台，在全省推开了党员组织
关系网上转接，目前已累计转接 55 . 3 万多
人。

“灯塔-党建在线”建有党组织和党员信
息管理、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等 19个业务应用
系统，把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嵌入基层党建业
务流程，推进工作方式方法创新，让基层党建
工作具有了更多时代感。

“党员流动性越来越强，基层党组织设置
也有随时调整的情况。准确及时掌握基层党
组织和党员队伍的状况，一直是比较头疼的
工作，以往大量的精力用在调查统计上，费时
费力情况还弄不准。”沂水县委组织部组织一
科科员陈玉霞说，“灯塔平台建立了党组织和
党员数据库，直接与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
验系统连接验证，精准掌握党组织和党员队
伍情况，基层党组织定期更新维护，需要的相
关数据都能提供。”

“‘灯塔-党建在线’为基层党建工作铺设
了‘高速路’，有了更多的新时代元素，党建工
作活起来了，火起来了。”兰陵县国税局党务
工作者程银雪说。

为基层党建提供信息化“良方”

“灯塔-党建在线”山东“e 支部”系统，按
照一一对应原则，为全省每个党支部建立网

上党支部。“党支部工作情况、党员在线行为
轨迹，通过‘e 支部’全程采集纪实，实体支部
与网上支部同步融合，流动党员在线互动，规
范了党支部活动，增强了基层党支部的组织
力。”威海市文登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隋同
朋说。

记者在沂源县南麻街道采访发现，这里
外出党员较多，“流动党员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随时随地通过‘ e 支部’与所在支部保
持联系，确实不能按时参加组织生活的，也
要通过‘ e 支部’进行补课。支部天天在
线、党员时时连线，实现了‘人行千里 e线
牵’。”街道组织委员白亮说。目前，山东
省已开通 e 支部 26 . 6万个，占党支部总数
的 95 . 7% ，实名注册党员 617 . 5万名，占
党员总数的 94 . 4% 。

“每个月村里收支多少，党支部都干了哪
些事，大事小情的，我坐在家里上‘灯塔’就能
看到。”临沭县临沭街道高湖村党员高元学
说。不少基层党员认为，“灯塔-党建在线”增
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

“灯塔-党建在线”为党建工作插上了信
息化的翅膀，也让山东的党建工作尝到了甜
头。“发展党员网上纪实公示系统、第一书记
管理服务系统、村级集体经济数据库等业务
应用系统正在试点运行。”山东省党员干部现
代远程教育中心主任马文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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