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眼底未
名水，胸中黄河月。7月16日，温
县北冷乡女孩闫荣荣收到北京大
学录取通知书。“虽然7月8日已
经查到自己被北大录取了，但收
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还是非
常激动，这是对我长年坚持奋斗
的奖励。”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闫荣荣开心地说。

今年18岁的闫荣荣，毕业于
温县一中，今年高考成绩640分，
其中英语成绩147分，被北京大学
外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录取。

闫荣荣打开北大录取通知书，
“大学堂”牌匾映入眼帘，古色古
香，庄重典雅，小心翼翼翻开扉页：
学号、姓名、院系、专业信息……专
属自己未来四年的北大人标识异
常醒目，“一塔湖图”的剪影，令她
心潮澎湃，期待在未名湖畔书写
灿烂的篇章。

闫荣荣出身于书香世家，爷
爷很爱读书看报，她的父亲从小

就给她买了很多书。她从初中开
始就喜欢外语。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除了课堂专心听讲外，她业余
时间喜欢通过听外语歌、看外国
经典电影学习外语。

考上温县一中后，她的班主
任恰好教外语，讲课很有魅力和
感染力，并教会她和同学们很多
实用的学习方法，兴趣加上勤奋
再加上科学备考，让她的成绩，尤
其是英语成绩一直“居高不下”。

高中时，闫荣荣经常被问到
考哪所大学？闫荣荣的回答一直
是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是闫荣荣心中的最
爱，中考结束后，闫荣荣利用暑假
来北大游玩，感受北大的厚重和
古朴；高三的寒假，闫荣荣还参加
过北大优秀中学生冬令营活动，
并获得“优秀学员”称号。“北大是
中国最高学府，历史悠久，名人辈
出，环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教
学资源丰富，享誉世界，五四爱国

运动发生在这里，抗疫英雄钟南
山是北大校友……能在燕园学习
生活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说
起北大，闫荣荣打开了话匣子。

另外，闫荣荣的家庭和北大
有缘，她的堂姐是北大医学博士，
所以，闫荣荣高考一定要考北大。

如今圆梦北大，闫荣荣非常
感谢学校、老师的培养，感谢家人
的支持和鼓励。

学霸的暑假如何过？闫荣荣
说，看时政新闻、锻炼身体、考驾
照、学习计算机方面的知识、预习
西班牙语，未来四年，学习好、身
体好就是她的小目标。

闫荣荣的远大理想是什么
呢？闫荣荣说，她的偶像是我国
外交部女发言人华春莹，希望有
一天能考上外交部，成为一名外
交官或者同声传译。

左图 闫荣荣展示她的北大
录取通知书。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丁垒）为进一
步提升幼儿园疫情防控应急处
置能力，保障师幼身心健康和
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教学秩
序和校园稳定，近日，中站区教
育局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并组织辖区多家幼儿园开展了
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中站区红旗幼儿园在演练
中重点练习了突发疑似病例的
处置。在接到中班一名幼儿在
核酸检测中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通知后，幼儿园疫情防控专班
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启动应急
预案，医疗保障组、消杀组、信
息联络组、宣传和心理疏导组
等各应急小组工作人员迅速就

位，开展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幼儿园疫情防控专班小组立即
将该情况上报区教育局、区疾
控中心、所在社区，请求指导疫
情处置；信息联络组启动疫情
应急广播，通知门卫封锁幼儿
园，禁止任何人出入；保健医生
向中班班主任通报紧急情况，
并将疑似病例带到隔离室进行
体温监测，同时联系幼儿家长，
等待社区通知和转运疑似病例
的救护车；班主任组织疑似病
例同班级的其他幼儿戴好口
罩，有序到临时隔离教室集中
隔离，同时为幼儿做心理疏导
工作；疑似阳性幼儿转运走后，
消杀组对幼儿园彻底进行消

毒，信息联络组将幼儿园疫情
防控密接人员、次密接人员、其
他重点人员进行分类造册，并
将信息及时报送上级主管部
门。

中站区第一幼儿园、中站
区第二幼儿园也开展了类似演
练活动。

中站区教育局组织辖区多
家幼儿园开展疫情防控演练，
让教职工熟悉了应急处置的具
体过程，提升了幼儿园疫情防
疫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提
高了幼儿园抗击疫情的整体应
急应变能力，进一步筑牢了辖
区各幼儿园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张璐）7月15
日上午，焦作市职业技术学校
与南水北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举行校企合作签约仪式，标志
着该校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
作进一步走向深入，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的能力进一步得到提
升。

挂牌暨签订仪式上，焦作
市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吴林强与
焦作市南水北调公司董事长王
东代表双方共同签署了“南水
北调研学教育实训基地”校企
合作协议，并为“旅游教学部校
外实训基地”揭牌，双方结为战

略合作伙伴。
吴林强在致辞中说，校企

合作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人才
培养模式的继承和创新，是职
业教育与经济发展有效衔接的
具体实施，学校将严格按照企
业长远发展的实际需求，坚持
立德树人的办学宗旨，严把“生
源选择关、教育教学关、文化熏
陶关”，树立学生敬业爱岗理
念、培养学生扎实专业技能、练
就学生踏实奉献作风，把学生
打造成文化意识浓、综合素质
高的优质员工，促进学校和企
业互利双赢、共同发展。

王东表示，市南水北调公
司高度重视校企合作，将利用
自身优势，采取有效措施，拓宽
合作的思路和方法，扩大合作
的范围和深度，努力为巩固深
化双方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支
持和服务。同时，以教育实训
基地建设为纽带，以项目建设
为载体，以人才建设为支撑，紧
紧围绕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
量发展，深入开展学术研讨和
交流合作等活动，不断将双方
合作推向新的高度，奋力实现
学生、学校、企业三方共赢。

那天下午，奶奶带我
去游泳的路上，突然下起
了雷阵雨。大雨滴到车的
顶壳上，发出噼里啪啦的
声音，犹如青蛙在车的顶
部蹦跳。

奶奶说：“要不咱们不
去吧？”

我说：“不行，不行，难
得有一个机会，咱们必须
去。”

奶奶说：“看在你这么
坚持的份儿上，就带你去
吧，到时候可别说冷哦！”

一路上，我们的车犹

如一条小船，在水里不停
地游。奶奶问我：“你知
道雨是如何形成的？”哈
哈，这可难不倒我，地上
的水升到天上变成了云，
而云呢，里面也有很多小
水滴，小水滴越积越重，
越积越重，就变成了大水
滴，大水滴也越积越重，
越积越重，最终来到了地
面上。

滴答、滴答、滴答，雨
水洒落在路人的伞上，像
一首美妙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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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要把花萼内的花丝掏
出来，一并清理钻心虫的卵，这样
就能从源头上直接消灭钻心虫。”7
月15日下午，骄阳似火，西万农业
高效园区生态园内，沁阳市科技特
派员、沁园办事处农业服务中心原
主任李振泰，正在顶着烈日现场指
导村民石榴树种植技术。

“李老师，按照您的方法，我家
种的黄甘李结果子了，回头给您送
些尝尝。”现场指导间隙，有果农打
来电话报喜。

今年61岁的李振泰，1982年
7月从百泉农业专科学校园艺系
果树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农业服
务工作。从业近40年来，他不断
学习、研究农业种植技术，努力提
高业务素质，练就了一身为农民服
务的本领。

多年来，不论风吹雨打、严寒
酷暑，李振泰几乎每天都奔走在田
间地头，手把手、面对面地为农民
朋友提供技术服务。他的手机每
天24小时开机，随时随地为农民
解决农业生产中的疑难杂症。遇
到较为棘手的问题，李振泰总是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

帮助山区农民增收致富，一直
以来都是李振泰的理想。看到山
村农民生活困难，李振泰暗下决
心，要用所学的知识帮村民尽快富
起来。“要千方百计满足村民种植
需求，村民需要什么，我就去学什
么。果子只有实实在在地挂在树
上，技术和产业才能串联起来。”李
振泰说。

前几年，沁阳市裕康艾草种植
合作社因缺乏技术指导，产品质量
不容乐观。李振泰得知后，组建了
沁阳市惠农富民艾业科技有限公
司，大力发展艾草种植加工，从种
苗、整地、施肥、栽植到出苗等环节
亲自指导。“目前，种植艾草成为一
个收益较好的种植项目，正常年份
亩产艾草 1500 公斤、保底效益
3000元。”李振泰介绍。

站在一望无垠的艾草地里，空
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艾草清香。看
到绿油油的艾草长势喜人，李正泰
兴奋不已：“我已经想到如何让一
年收割三茬的艾草实现收割四茬、
五茬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要打造
上规模的艾草产业园，带动周边村
民增收。”

李振泰说：“科技特派员，往小
里说就是个种果子的，往大里说是
帮农民致富，帮百姓守好‘果篮
子’。”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李振泰
先后试验种植了皂荚树、黑皮甘蔗、
八月炸、甜蜜蓝宝石、地雷果等新品
种，通过丰富的种植知识和现有的
科技技术让原本不能在本地种植的
水果，在本地生根发芽，产生效益。

“这些年，李老师不辞辛劳、毫
无保留地给我们提供农业服务，破
解科技种植难题，更好地推动了农
业种植迈入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说起李振泰，沁阳市艾
草种植大户廉沁锋竖起了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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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金华 本报实习生 丁珍珍

科技特派员李振泰：

图① 艾草丛中的李振泰。
图② 李振泰（右）指导村民种植皂荚树。
图③ 观察新长出的皂荚。
图④ 李振泰（左一）现场指导村民石榴树种植技术。
图⑤ 看到成熟的蟠桃，李振泰露出欣慰的笑容。
图⑥ 整理皂荚树下的杂草。 本报记者 万 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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