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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值葡萄果树展叶、开花的关

键时期。连日来，湖南省第十批援藏工

作队岳阳组（以下简称“岳阳组”）的农业

专业技术人员来到世界海拔最高葡萄基

地——桑日县桑日镇塔木村葡萄基地，指

导种植户开展果树管护，赋能小葡萄“串”

起乡村产业振兴梦。

走进葡萄基地大棚，记者看到，一排

排葡萄架井然有序，一串串含苞待放的花

骨朵挂在绿叶丛中，果树长势喜人，处处

生机盎然。

大棚内，岳阳组农业专家丁琛正忙着

同种植户探讨葡萄抹芽定梢、灌溉、施肥

等。随着气温渐渐回暖，葡萄白粉病这个

“强敌”也随之而来。种植户担心白粉病

会影响葡萄的产量和品质，丁琛立刻支

招：“在葡萄生长初期，就要着手防治白粉

病，如，控制湿度、及时修剪、做好通风、喷

洒石硫合剂等。白粉病菌初期繁殖传播

速度快，在病害初期防治至关重要，喷施

氟菌肟菌酯或吡唑醚菌酯等药剂防治效

果比较好。”

桑日县平均海拔 3500 多米，葡萄产业

是该县主导产业之一，目前种植面积万余

亩，已实现挂果面积 5000 亩，葡萄年产量

达到 1750吨。

2022 年以来，岳阳组坚持把产业援藏

作为对口支援工作的“牛鼻子”和实现共同

富裕的突破口，对桑日县葡萄产业进行“产

前、产中、产后”全产业链条式援助。积极

组织岳阳市农业技术专家组成专题调研组

实地调研，形成了《关于促进桑日县葡萄

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提出了“因地制

宜、突出重点、统一规划、集中连片”的发

展思路，确定了“一心、两带、两区”（葡萄

产业展示中心、雅鲁藏布江葡萄种植带、

葡萄物流区、葡萄酒庄区）的空间布局。

持续投入援藏专项资金，先后完成葡萄基

地产业链——桑日县帕竹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了桑日县帕

竹葡萄小镇基础设施建设一二期项目，全力打造了以农业生态、乡

村民俗为主题的特色精品葡萄产业酒庄群落和旅游度假村。同时，

积极促成桑日县帕竹葡萄小镇与湖南农业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并联合创建了高原有机葡萄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选派援藏专业技

术人员开展技术指导，带动种植户转变经营方式，精准发力促进乡

村振兴、农业高质量发展。

在带动葡萄产业发展同时，岳阳组还持续开拓区外市场，让产

品“走出去”。推动桑日葡萄酒在山南 2023 招商会推介会（湖南）、拉

萨藏博会、岳阳市供销联社、北京中小企业年会及招商引资会等节

会上展示，帮助其成功上线湖南省消费帮扶公共服务平台，并在岳

阳市“垄上岳阳”农产品交易市场、岳阳综合保税区悦购平台设置展

销柜台推介宣传。2023 年，促成帕竹酒庄与湖南中车、岳阳市供销

社等单位签订定向购销合同，累计带动桑日葡萄酒销售额达 230 万

元，真正让桑日葡萄变成当地群众的“摇钱树”。

雅江之畔，葡萄飘香。如今的桑日县已形成了一条集葡萄种

植、葡萄采摘、葡萄酒加工生产和旅游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现代化农

业生态产业链，乡村振兴路上葡萄“甜蜜”产业正朝着高端化引领、

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蓬勃发展。

本报巴宜电（记者 谢筱纯 王珊）近年来，林芝市察隅县坚持把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乡村振兴专干队伍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

键，着力在管、育、用上下功夫，持续激发乡村振兴专干干事创业活

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强制度、严管理，推动队伍建设。制定出台《察隅县乡村振兴专

干管理办法（试行）》，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的原则，明

确奖励激励、责任追究等规定，细化 18 条具体管理措施。向乡村振

兴专干按 1000 元/人/年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对工作在艰苦及偏远

乡村的按 1300-1500 元/人/年的标准发放。对表现优秀符合条件的

乡村振兴专干优先发展入党，优化畅通乡村振兴专干成长路径。截

至目前，全县从乡村振兴专干中共发展党员 12 名，选拔进入村“两

委”班子 15人，招录（聘）为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4人。

强帮带、重培养，推动全面发展。2023 年，采取“示范帮带+集中

培训+观摩交流”模式，全方位、多角度帮助提升专干能力素质。通

过第一书记“手把手”教学、驻村工作队示范带动、优秀乡村振兴专

干“N+1”帮带等方式，在实践中帮助乡村振兴专干提升本领能力；将

乡村振兴专干教育培训纳入年度干部教育培训计划，以党的建设、

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内容为重点，通过专题辅导、案例教学、实地

观摩等方式，培训乡村振兴专干 100 余人次，进一步帮助开阔视野、

启发思路、增长才干。

强激励、搭平台，推动作用发挥。根据日常督导、年终考核和个

人现实表现等情况综合评定考核等次，对考核优秀的乡村振兴专干

全额发放绩效考核奖励、考核不称职的不予发放，形成争先比优的

良好氛围。结合实际压担子、交任务，推动乡村振兴专干在村级事

务管理、产业项目发展、矛盾纠纷调解等工作中发挥作用。2023 年，

乡村振兴专干累计参与惠民政策、法律法规等各类宣讲宣传活动

3000 余场次、志愿服务 2300 余次，化解矛盾纠纷 300 余起，协助制定

村集体经济发展规划 97个、助力村集体经济增收 100余万元。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近年来，拉萨市深

入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以下简

称“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

和推进机制，坚持“塑形”与“铸魂”并举，全

力抓好以粮食安全为重心的农业生产，持

续夯实农业基础，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绘就了从美丽生

态到美丽经济再到美好生活的美丽画卷。

抓党建 强队伍

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

在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大抓

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近年来，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组织辖区 5540 名党员在 178 个

网格单元内包片包户包人联系服务辖区群

众，将所有村（居）和群众精准识别为示范

村、达标村、薄弱村和示范户、激励户、引导

户，坚持分类施策、精准管理；将涉及 13 类

57 项公共服务职能下沉到村一级便民服务

中心，推行村级便民服务代跑代办制度，进

一步提升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功能，实现“群

众有事村里办”。

马镇作为堆龙德庆区健全基层党组织

领导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将党建引领有

效治理与网格覆盖有形治理进行深度融合

的典型示范，坚持将党支部建在网格上，把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纳入党总支书记述职评

议考核，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领导干部下

基层大接访办实事”活动，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群众

中解决群众难题，有效激活了农村党建工

作“末梢神经”。

长期以来，拉萨市始终坚持党的建设与

“千万工程”一体推进，把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作为根本指向、把发挥党的组织优势作为关

键抓手、把提高党组织战斗力作为重要保

障、把锻造过硬骨干队伍作为力量支撑，走

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富民强村的新路子。

数据显示，2023 年拉萨市共实施涉农

统筹整合项目 164 个，目前已完工 148 个；

2024 年第一批衔接资金项目 155 个，涉及

资金 15.13亿元。

重产业 稳增收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千万工

程”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以业为基，发

展富民兴村产业。近年来，拉萨市在推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工作中，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

的理念，把促发展的动力源凝聚到项目上，

想办法、动真格、出实招，全力以赴大抓项

目、抓大项目、抓好项目，为高质量推进乡

村振兴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古荣镇设施农业园隶属堆龙德庆区净

土公司产业园，占地 2500余亩，建成日光温

室 631栋，育苗温室 1栋。

园区建成投用以来，按照“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农民受益、共享发展”的理念，着

力发展净土健康产业和设施农业，不仅丰

富了市民群众的“花园子”“菜篮子”，还鼓

起了当地农牧民群众的“钱袋子”。“在这里

工作挺方便的，离家很近，每天的工资是

150 元，一个月能挣 4500 多元。另外，通过

土地流转，家里每年有 1.5 万元左右的收

入，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幸福。”已在园区

工作 5年的米玛曲珍说。

古荣镇设施农业园取得良好经济社会

效益是拉萨市坚持抓项目、兴产业、促振兴

的一个缩影。

数据显示，2023 年，拉萨市规范运营

市级以上家庭农（牧）场达到 127 家，其中

自治区级 7 家；市级以上农牧民专业合作

社示范社达到 141 家，其中国家级 17 家、

自治区级 15 家；市级以上农牧业龙头企业

达到 56 家，其中国家级 10 家、自治区级 9

家。同时，创建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4

个，培育尼木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自

治区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成功认定城关区

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有序推进当雄

县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作；创建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11 个、“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10 个。

聚合力 展新貌

“我今天兑换了一块香皂，用积分兑换

生活用品真的太好了。以后，我会加把劲，

多参加村里的活动、多攒点积分，争取换取

更多物品。”在堆龙德庆区羊达街道帮普村

积分兑换现场，村民尼玛笑呵呵地说。

记者看到，在村“积分兑换银行”的货

架上，“明码标分”的食用油、洗衣液、纸巾、

香皂等生活用品整齐摆放着。“随着‘积分

制’推行，村民之间相互争执少了，互帮互

助多了，大家从之前的‘要我干’变成‘我要

干’，生活态度和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积

分兑换’兑换的不仅是积分，更兑换出了文

明新风尚，我们都是受益者。”村民尼玛感

慨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

治 共 享 的 社 会 治 理 制 度 ，提 升 社 会 治 理

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 的 社 会 治 理 共 同 体 ”。 农 村 工 作 千 头

万 绪 ，乡 村 发 展 、乡 村 建 设 、乡 村 治 理 等

工 作 更 是 件 件 与 群 众 利 益 息 息 相 关 ，怎

样 有 效 凝 聚 大 家 共 识 ，怎 样 激 发 群 众 共

建家园的内生动力？拉萨市在不断探索

中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

乡村振兴路。

乡村美、产业旺、农民富……一幅和

美乡村新画卷正在拉萨市徐徐铺展。下

一步，拉萨市将以“开局就决战、起步就冲

刺”的干劲，加速推进“百千万工程”，不断

丰富乡村振兴内涵，让农业产业能级再提

升、农村人居环境再优化、农村美化绿化

再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再升级、社会治理

效能再提升。

小学科学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在课堂

中可以认识自然，并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

实现自身科学思维的提升；教师在授课过

程中，要灵活应用创新型的教学手段，有效

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本文从小学科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的角度出

发，对小学科学课堂有效追问教学进行探

讨，旨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与效率。

一、创建追问教学情境，提
升师生交流效率

追问是否有效，决定着师生交流是否

顺畅。如果追问不当，就会适得其反，影响

师生交流的质量，整体教学效果也会大打

折扣。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创建教学情境，

可以让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教学内容上，

对科学知识产生疑问，形成探究兴趣，通过

情境教学，向学生提出贴近真实生活的问

题，能让学生在生活经验与科学知识的引

导下，提高学习效率。

课堂的深度学习需要思维的参与，追

问作为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中提问的有效延

伸和补充，需要教师在追问的时机、方式、

难度、预设上多下功夫，从而提高追问的质

量和效率，促使学生思维更严谨、更深刻、

更深入、更敏捷、更开放、更全面。

课堂教学是基于师生的对话交流展开

的。教师“一站式”的提问方式不足以有效

引导学生的深度思考，学生也不能深度参

与学习，而有效的追问则可以解决这个问

题。追问不同于一般的提问，它是基于主

问题的跟踪问题，是对主问题的深化和延

伸。有效追问，可以促使学生的思维更加

严谨、细致、开阔和深入，引导学生深度参

与学习。

教学中，教师的提问、学生的回答都可

以预设，追问同样也可以预设。教师要精

准预设追问内容，追问应发生在学生概念

转变的关键处、师生交流的留白处和教学

难点的突破处。

以人教版六年级上册《食物链》一课为

例，当学生在写出几条食物链后，教师一般

会追问“这些食物链有什么共同特点”，但

学生并不能准确回答。教师不妨在此处预

设追问内容：食物链都是从什么开始，到什

么结束？腐烂的叶子算不算绿色植物？哪

些生物可以自己制造食物？哪些不能？通

过追问这几个问题，学生通常可以顺利发

现食物链的特征。

对教学关键环节的追问进行充分预

设，可以使师生间的交流更顺畅，学生的概

念转变更自然，教学难点的突破更有效。

比如，学生在学习小学科学人教版二

年级上册《水》这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堂

中询问学生对水的理解，为学生展示生活

中使用水的场景，并提问生活中的哪种水

可以直接饮用，这样可以让学生在生活经

验的引导下，加快对知识的理解速度。

二、提高课堂追问质量，活
跃学生思维

提问是活跃学生思维并对问题进行回

应的有效刺激，是推动逻辑思维与科学思

维进一步提升的有效手段。教师在提出问

题时，应当保证提出的问题用词准确，提出

的问题符合学生现阶段的认知情况，为学

生逻辑思维与科学思想的提升打下基础。

追问可以预设，也可以即时生成，需要教师

相机而动、临时把握。

比如，学生在学习小学科学人教版三

年级下册《盐和糖的溶解》这一课时，教师

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猜测生活中的盐水与糖

水是怎么制作时，在学生回答完毕相关问

题后，可以利用教材中的实验，为学生展示

制作过程，并将溶解的定义引入课堂中，活

跃学生的思维。

追问的时机往往一闪而过。教师只

有具备细致的观察力和敏锐的反应速度，

才 能 在 意 外 来 临 时 ，迅 速 捕 捉 到 有 用 信

息，抓住转瞬即逝的生成性资源进行高质

量追问。

三、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创
建和谐学习氛围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当尊重学生在

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增加师生之间的有效

互动与交流，注重学生推理追问，开放学生

的思维。同时，要在课堂中充分发挥自身

的指导与组织作用，认真倾听学生课堂中

的发言，给予学生表达的机会，营造良好的

学习氛围。

通过追问的实践教学，你会发现课堂

的追问是一门艺术，有效追问能帮助学生

搭设思维的跳板，使之在高层次上继续思

考，促进学生思维向更深处展开，进而透彻

地理解学习内容，掌握学习方法。

综上所述，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用不同

的教学手段，通过搭建教学情境、提出问题

与营造学习氛围的方式，可以推动学生科学

思维的形成，进而提高小学科学课堂的教学

效率。 （作者单位：拉萨市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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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鹿丽娟）为提升高素质农牧民整体专业素

养，连日来，拉萨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专家分别前往达孜区、堆龙

德庆区、曲水县、墨竹工卡县、尼木县，采取流动培训方式，对农牧民

开展实用技术培训，278人受训。

培训过程中，相关专家结合各县（区）农牧业发展实际，围绕畜

牧养殖、动物防疫管理、蔬菜种植和病虫害防治、土壤施肥及农药

化肥安全使用、农业机械化相关补贴政策、农机安全生产等内容进

行了重点讲解，确保农牧民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参训学

员专心听讲座、认真做笔记、主动与专家交流互动，全力提升自身

技能。此次培训，对提高拉萨市农牧业生产经营水平，促进农民增

收具有积极意义。

严管理 重培养 搭平台

察隅县管好育好用好乡村振兴专干队伍

拉萨市农业农村局

开展农牧民实用技术培训

浅析小学科学课堂有效追问教学的实施策略
罗维

乡村美如画 幸福踏歌来
—拉萨市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刘斯宇

近年来，那曲市把开展“乡村振兴 那曲奋进”活动作为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治本”举措全面推广落实，受到农牧民群众广泛欢迎。

今年 2 月，那曲市全面启动第三届“乡村振兴 那曲奋进”活动。活动结合各族群众所思所想所盼，择优确定文艺文化类、语言文字

类、生产技能类、实践类和赛马竞技类等 5大板块、29项具体比赛项目，通过比赛的形式，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社会发展共

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夯实基层党组织根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图①：第三届“乡村振兴 那曲奋进”活动中，比如县扎拉乡桑布村群众在村级初赛中比拼制作酥油茶手艺。

图②：第三届“乡村振兴 那曲奋进”活动中，比如县扎拉乡桑布村群众在村级初赛中比拼手磨糌粑技能。 本报记者 潘多 摄

①① ②②

奏响奋进曲

凝聚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