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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州“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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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们此刻看到这片土地时，它
不再是地图上那片遥远的边疆，而是
一场工业革命的风暴眼！在这个曾经
的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正上演着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能源转型、最前沿
的智能制造、最具雄心的区域协同！这
是中国西部的崛起宣言，更是全球工
业革命的新疆方案！让我们共同见证，
这片土地如何用工业文明的火种，点
亮“一带一路”的未来！

在新时代的历史节点回望西北大
地，有一个与新疆发展同频共振的名
字——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疆中泰）。从 60 年前百人肩扛
手挑的校办工厂，到如今拥有 4 万名

员工的千亿产业集团，这家从戈壁荒
原崛起的企业，用几代人的青春书写
了新疆化工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变
强”的壮丽史诗。

“我们建设的不是厂房，而是在播种
边疆人民的希望！”这句源自肺腑的誓
言，正是新疆儿女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
与改革开放浪潮交相辉映的生动注脚。

60年后的今天，同样在新疆这片热
土上，全球最大的乙炔法PVC生产基地
拔地而起，电石产能稳居全国首位！智
能化生产线昼夜运转，操作人员指尖轻
点屏幕，便能实现生产现场的集中操
控。从“一朵棉”到“一匹布”，从“一块
煤”到“一片光”，新疆中泰以科技创新
的密钥，诠释着从千年古道到现代工业
的辉煌跨越！

随着中塔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不断推进，2014 年，新疆中泰在塔吉克
斯坦哈特隆州投资建成农业纺织产业
园。从播下种子到织出成衣的全产业链
运营，不仅带动塔吉克斯坦棉花种植技
术不断提高，填补了当地纺织产业空
白，更推动了中亚纺织工业的跨越式发
展。当第一台智能纺织机在杜尚别启
动，58岁的棉农哈桑眼中满是惊叹——
他从未想过，自己亲手种植的雪白棉
花，能在这些机器里化作细腻的纱线。
如今的中亚市场，每三件衬衫便有一件
是“中国制造”，这是中国智慧与中亚机
遇的完美邂逅，更是新疆中泰融入“一
带一路”核心区建设，以开放协同绘就
的丝路新图景。

新疆中泰现代化的生产车间，既是
技术创新的前沿阵地，也是各民族职工
守望相助的温暖家园。在这里，汉族老

师傅手把手指导维吾尔族徒弟调试设
备，每一个精准的动作里，都倾注着无
私的传承与关怀；蒙古族工程师与柯尔
克孜族技术员围着图纸热烈研讨，勾勒
出创新的蓝图；锡伯族班组长用手机为
哈萨克族新员工播放安全教育视频，创
新的教学方式让培训变得生动有趣。和
田的纺织厂内，38 岁的维吾尔族女职
工古丽米热激动地说：“从前我是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如今已成长为能熟
练操作智能纺织机械的产业工人。”她
的故事，正是千千万万新疆各族群众以
劳动改写命运、以教育照亮未来的生动
缩影。

更让我们自豪的，是那本用心书写
的“民生账本”，上面镌刻着一组温暖数
据：8855 名大学生、退役军人在此开启
人生新篇；96名贫困学子在资助下圆梦
大学，改写了个人与家庭的命运；1.2万
人通过系统技能培训实现了脱贫致富，
踏上了小康之路。每一个数字背后，都
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生故事，是真真切切
的民生改善，更是新疆国有企业责任与
担当的彰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建设
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的号角。随着

“十大产业集群”加速提质增效，以新质
生产力打造发展新优势已成为时代赋
予我们的使命。作为本土国有企业，新
疆中泰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积
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企业管理新路径，
以新型工业化新成效更好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新疆实践。超级风电场的“风车
矩阵”正为新疆建设国家大型风电光伏
基地注入强劲动能；自主研发的新型特
种树脂，成功实现对国外产品的局部替

代，并成功进军国外市场；全自动纺纱
设备让生产效率提升300%，见证着“中
国智造”的力量；跨境电商平台使新疆
产品直达欧洲市场，中欧班列满载着新
疆制造的光伏组件、纺织产品，沿着新
丝绸之路驶向远方。

此刻，站在“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
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深
刻地认识到：工业兴则经济兴。这是一
场划时代的革命，我们以绿色化工重塑
传统产业，以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
以开放合作链接全球市场。变的是生产
方 式 ，不 变 的 是 产 业 报 国 的 初 心 与
使命！

今日的新疆团结和谐，社会大局稳
定，经济活力迸发；今日的昌吉厚积薄发，
抢抓发展机遇，彰显担当作为。让我们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用敬业
有为书写属于新疆的工业史诗，铸就新
疆70年辉煌华章，用团结奉献绘就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壮美画卷！建设团结和
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
态良好的美丽新疆贡献国企力量！

阿依娜希·哈不力孜 金牌宣讲员
单位：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阜康市委宣传部选送

我想和大家分享三组“光”的故事——
它们是跨越4000公里的书信，是煤油灯下
的汉字一撇，更是5G实验室里量子纠缠的
耀眼辉光。这些光芒交织成网，正是教育援
疆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指引下，书写的
时代答卷。

在这张答卷里，文化是最温暖的底
色，团结是最坚韧的纽带。今天，让我们
循着第一缕“团结之光”，奔赴文化滋养
共同体意识的动人篇章。

2024年冬天，昌吉州第三中学的艾
克拜尔收到来自福建平潭的信，你看，
那稚嫩的话语串联起天山与闽江的友
谊桥梁。他们的彩铅勾勒的不仅是山水
轮廓，更是“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相拥”的生动图景——这正是“文化润
疆”最鲜活的实践。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这
一理念，在一批批援疆教师们跨越山海
的奉献中悄然生长——他们将闽晋教
育的智慧化作昌吉课堂的星光；在青少
年孩子们手拉手、心连心的互动中悄然
生长——架起跨越千里的心灵虹桥；更
在122个教育援建项目的深情浇筑中悄
然生长——17.588 亿元的投入如璀璨
星河，照亮边疆教育的未来征途。文化
认同的根脉，正由教育为犁、情谊作种，
在祖国西北的沃土上抽枝展叶，绵延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繁茂森林。

2023年6月，我带领30名学生走进
山西。在运城博物馆，我们探访青铜器
纹路里的文明密码；在鹳雀楼上，我们
聆听唐诗韵律中的千年回响；在关帝庙
中，我们感受非遗匠心里的文化传承；

在王家大院，我们触摸古建筑群落中的
历史肌理。孩子们与山西师生互赠礼
物、共唱红歌，在实践中深刻理解“五个
认同”。这不仅是文化寻根之旅，更是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旅程。

当团结之光点亮文化交融的航程，
另一束光正点燃教育的内生力量。它就
是以强师战略点燃内生动力传承之光。

“强教必先强师。”70 年前，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和
田地区策勒县一座座土坯房搭建的乡
村小学里，一批批上海老师跨越万水
千山，从黄浦江畔奔赴塔克拉玛干沙
漠南缘。他们响应国家号召，跋山涉水
扎根边疆，有的在摇曳的煤油灯下编
写对照识字卡，有的踩着积雪家访到
深夜……在这群教育拓荒者的接力耕
耘下，越来越多的边疆孩子走出戈壁
大漠，又带着学识反哺故土。70 年前
播下的教育火种，正由一代又一代援
疆教师接力传递，在天山南北续写着

“培养一个学生，改变一个家庭”的育
人传奇。

昌吉州的教育变迁，正是这份传承
的生动缩影。建州之初，全州仅有180所
小学与不足500名教师艰难撑起教育的
微弱星火。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653亿
元教育投入，如绵绵春雨润泽昌吉州大
地，幼儿园“应建尽建”，中小学标准化
建设稳步升级。从老一辈教师的煤油灯
课堂，到新时代教师的科创课堂，从最
初的“借火”前行，到如今能够“造太
阳”，他们正全力书写着“打造一支带不
走的教师队伍”的时代答卷。

当传承之光培育出本土教育的火
种，创新之光正冲破地域的藩篱，以科
技赋能托举教育公平。

“要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这句话在木垒县中学的
实验室里绽放光芒。

在木垒县，86岁的牧民哈力克时常
向孙辈讲述“马背小学”的故事：“我当
年上课，黑板是羊皮做的，老师骑着马
带着干粮，追着牧群教书。”而今天，他
的孙女阿丽娅坐在崭新的 VR 实验室
里，通过远程系统操作粒子对撞机。
2022年，福建援疆团队积极打造的这座
实验室，让戈壁滩的孩子见证了“量子
纠缠”的奇迹。

七秩春秋织就星河，17.588亿元援
疆甘霖，化作丝路银线串起天山明珠。
曾记否？马背上的流动课堂，驼铃摇曳
着求知的星火，在沙海深处点亮文明的
灯火。看今朝！5G实验室的穹顶之下，智

慧的花朵正悄然绽放，科技神笔抹平山
海褶皱，让帕米尔高原的雏鹰，与中关
村的鲲鹏同频振翅。这不是简单的数字
堆砌，而是新时代教育公平的宣言。“加
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号角，正响彻天山
南北的每个角落。从马背到量子的千年
跨越，是广大天山儿女，用知识托举的
明日中国！

七十载栉风沐雨，援疆人与新疆教
育的故事，是一部“用生命唤醒生命”的
史诗。站在新的征程，让我们牢记使命，
让福建的凤凰花与天山的雪莲并肩绽
放，让山西的汾河水与准噶尔的绿洲血
脉相连，将教育的火种终化作漫天星辰，
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

王雯雯 优秀宣讲员
单位：昌吉州第三中学
昌吉州党委教育工委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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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年
儿童思想政治教育，2014 年在参
加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庆祝

“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时就提出
了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十六字”要求，即

“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
接受帮助”，为我们做好少年儿童
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方法论指
引。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是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
力军。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十六字”要求，坚
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教育引导
亿万少年儿童为实现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时刻准备着。

彰显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思
想政治教育与知识教育有着重要
区别，它并非单纯传授理论知识，
而是以知行合一为目标，要求教育
对象深刻理解并认同教育所蕴含
的思想、观念与价值体系，并在日
常生活学习中积极践行。知是行之
始，“记住要求”是对“知”的基础要
求。只有教育引导少年儿童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熟记熟
背，才能入脑入心，奠定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心
有榜样”为知行合一提供了具体的
实践参照和动力源泉。榜样所展现
出的优秀品质，能够激发起少年儿
童模仿、实践的强烈欲望，使“知”
转化为“行”，并且在实践过程中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不断比较和思考，
进一步深化对“知”的理解。行是知
之成，“从小做起”是对“行”的具体
指引，是鼓励少年儿童将“知”付之
于“行”，并在一点一滴的实践中、
在一举一动的反思里养成好思想、
好品德。“接受帮助”在“知行合一”
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辅助和推
动作用。少年儿童在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疑惑。这时，来
自老师、家长的建议和指导能使少
年儿童更好地将认知转化为实际

行动，实现从“知”到“行”的有效衔
接。

把握少年儿童的思想认识发
展规律。少年儿童具有多元化的成
长背景、差异化的认知特征和动态
发展的心理行为规律，这对少年儿
童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只有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
再认识”的认识论规律，通过“教育
实践—认知深化—改进实践—认
知升华”的循环往复过程，才能教
育引导少年儿童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种子从初步感知转化为
自觉行动。“记住要求”强调将理论
层面的规范内化于心，但并非要求
死记硬背，而是将其与实际生活相
结合，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人际交
往等具体实践活动中，使其成为行
为规范、判断标准；“心有榜样”强
调通过榜样这种具象化、情感化、
场景化的示范作用，通过树立具有
优秀品质和模范行为的先进典型，
引导少年儿童实现思想品德内化
与外化的统一；“从小做起”强调尊
重少年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
教学规律，引导少年儿童在每一个
小小的善举、每一次遵循要求的微
小行动的量变中实现质变，逐渐形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从
而有效破解传统思政教育中理论
与实践脱节的难题；“接受帮助”强
调让少年儿童通过接受来自他人
的帮助，解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中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树牢少
年儿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信仰。

遵循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从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

“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
接受帮助”这4个方面紧密相连，既
全面深刻反映如何在遵循客观规
律的基础上，以科学方式推动少年
儿童的思想道德成长和全面发展，
又直接体现了严肃说理与亲切说
教的结合，是教育方法、教育原则
以及语言艺术的高度统一。少年儿
童年龄尚小、社会阅历不多，对于
深奥的、严肃的大道理和宏大叙事
往往难以深入理解。为了把道理说
透，必须因材施教，讲究教育策略，
借助语言的魅力，以故事编织和类
比启迪为桥梁，采用寓教于乐的引
导方式，把那些高深难懂的道理用
简单明白的方式说给少年儿童听，
提高价值观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
性，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识

“活”起来，转变为鲜活、可感、贴近
生活的存在，更好地被少年儿童理
解和践行。

及时回应价值观教育的时代
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具体阐述

“十六字”要求的同时，也深刻指出
了当前少年儿童价值观学习中的
一些突出问题。比如，针对部分少
年儿童喜欢比吃穿、比有没有车接
车送、比爸爸妈妈是干什么工作
的，指出“这样就比偏了”“要比就
比谁更有志气、谁更勤奋学习、谁
更热爱劳动、谁更爱锻炼身体、谁
更有爱心”；针对部分少年儿童身
上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现象，听不
进家长和老师的劝导，一意孤行
等，指出“少年儿童正在形成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中，需要
得到帮助。不要嫌父母说得多，不
要嫌老师管得严，不要嫌同学们管
得宽，首先要想想说得管得对不
对、是不是为自己好，对了就要
听”；等等。这些重要论述具有很强
的针对性，既及时回应了少年儿童
成长中的问题，又为做好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有利于引导
少年儿童将目光投向那些真正具
有优秀品质、能够代表正确价值观
的人物身上，逐步形成和巩固正确
的价值观，真正把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认知、情感、意志转化为
日常的行为方式和习惯。

总之，“记住要求、心有榜样、
从小做起、接受帮助”，这“十六字”
要求通俗易懂、言简意赅，蕴含丰
富深刻的方法论内涵。10 多年来，
教育系统以这“十六字”要求为指
引，推动少年儿童思想政治教育取
得明显实效，课程的主渠道作用不
断强化，教师队伍的榜样示范引领
作用不断发挥，实践育人体系不断
完善，形成了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氛围。同
时需要看到，信息化时代，少年儿
童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获取信息渠
道日益丰富，既彰显了技术赋能下
新生代的成长活力，也对思想政治
教育不断提出新要求新挑战。新形
势下，我们要牢牢把握“十六字”要
求，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和广
泛发动各方面力量，为少年儿童茁
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引导广大少
年儿童培育美好心灵、树立远大志
向，长大后成为对祖国建设有用的
人。

（作者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党委书记）

来源：人民日报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

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

望。思想政治教育是引领

少年儿童筑牢理想信念、

塑造正确价值观的重要

途径。在今年全国两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坚持思政课建设和党

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

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

同向同行，把思政教育

‘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

’有效融合起来，把德育

工作做得更到位、更有

效。”做好少年儿童的思

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科

学的方法，适应少年儿童

的年龄和特点，将抽象内

容要求转化为具体行动。

1月12日，昌吉市“泉昌情·刺桐国学书院”，昌吉市第二中学学生在有声朗读训
练空间朗读古诗词。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来源：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