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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淑娟 通讯

员 郭涛） 近日，灵石县被授予“全

国科普示范县”暨何泽慧院士纪念馆

“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两项

荣誉的取得，是该县坚持党管人才原

则、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

取得的新成效，是全力推进强科技行

动、强化科技政策供给、助力延链补

链强链，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取得的新

进展。

厚植政策沃土。该县不断强化

支持创新政策，制定出台《灵石县人

才强县战略实施办法》，制定《灵石县

建设人才强县若干举措》等制度办法

和县级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科技人才

支持群链产业发展、企业创新补助等

一系列政策文件，从体制、机制上完

善鼓励科技创新和管理，完善“留用

育引”机制，进一步强化强科技行动

保障，积蓄创新发展的强劲动能。

激活人才引擎。该县坚持开放、

适用的人才引进政策，不断完善人才

“留用育引”工作机制，用足用好全省

“三晋英才”支持计划指标，将人才工

作专项经费1000万元纳入财政预算，

用于急需和紧缺人才的引进、杰出人

才的奖励、人才队伍能力素质提升培

训等。围绕人才培养汇聚科技资源，

打造高科技人才载体平台 33 个，其

中，国家级碳素标准研制创新示范基

地 1 个、省级涂料研究中心 1 个、市级

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7 个、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 6 个，民营科技企业 15 个，

创新创业基地 3 个（已入驻创业实体

300 余个）。积极为科技人才搭建平

台，表彰奖励优秀科技人才 10 名，授

予“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人才突出贡献

奖”荣誉称号，每人奖励3万元。

营造浓厚氛围。注重弘扬科学家

精神，灵石县成功创建“全国科普示

范县”，整合多方科普资源，调动和发

挥社会科普力量，积极打造特色科普

示范品牌，围绕加强科普设施建设，

命名表彰39个县级科普示范基地、社

区、学校，创建 8 个省、市级科普教育

基地或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和4个省级

科普示范社区，县人才基地何泽慧院

士纪念馆被评为全国、全省“科学家

精神教育基地”。深化开展“科技进

校园”科普宣传活动，科普人才队伍

注册人数达 1.1 万余人，10 个农技类

社会组织入驻智慧农技协平台。聘

请 16 名科技人才组成讲师团进行科

技 讲 解 ，开 展 专 题 宣 传 讲 座 60 场

（次），建设县级科技教育示范基地 8

个，举办各类科技培训 40 多期，培训

1.5万人（次），有力提高了全民科技素

质，营造了支持科技创新的浓厚氛

围，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科技支撑。

本报讯 （记 者 马 永 红）

场馆内频现抱拳礼、选手动作行云

流水、队员的呐喊助威声不断……

8月13日至15日，为期3天的山西

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武术套路比赛

在大同市灵丘县体育发展中心体

育馆进行，来自全省10市的200余

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一堂，展示

传统武术魅力，弘扬中华武术精

神。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我市运

动健儿在武术套路比赛中获得5金

6银4铜的好成绩。

据悉，本次比赛按性别和年龄

设置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甲

组、女子乙组4个组别，涵盖长拳、

南拳、太极拳等各类拳术及刀术、

枪术、剑术、棍术等长短器械项

目。在赛场上，我市30名参赛选手

身着中国传统武术服装，以饱满的

热情投入比赛，他们精神抖擞、英

姿勃发，表演动作和武术风格时刻

显露出青春活力，或急缓相间、刚

柔相济，或铿锵有力、气贯长虹，展

示了中华武术的独特魅力。

比赛现场，伴随着裁判员一声

令下，来自晋中代表队14岁的运动

员栗椿富走向赛场，站定后，行武

术抱拳礼，直臂出枪，长枪在其手

上左右旋转、上下翻飞，一整套动

作出神入化，刚劲有力。通过比

赛，最终获得男子乙组剑术冠军、

男子乙组枪术冠军。

据栗椿富介绍，他从9岁开始

习武，至今已经5年时间。栗椿富

每天 6 点前起床，坚持训练 4 个小

时以上，备战期间，他以赛代练，参

加了很多比赛并获得荣誉。2020

年，栗椿富在训练时胳膊骨折，但

他咬牙坚持训练，从没想过放弃，

2021 年省运会武术套路比赛预赛

中，栗椿富带着旧伤参赛，仍获得

男子乙组剑术冠军、男子乙组枪术

冠军。

今年 17 岁的朱一晨克服重重

压力，面对比赛中强有力的对手，

沉着冷静、调整心态，拳法收放自

如、剑术势如破竹，获得了场内外

的尖叫与喝彩。朱一晨最终获得

男子甲组长拳冠军、男子甲组剑术

冠军。

这次比赛，教练赵志刚为运

动员们倾注了很多心血，从动作

编排到动作的标准化费尽心力，

备战期间，每名队员每个动作在

每堂课上都要千遍地练。训练中

只要教练一个眼神，队员们就知

道 哪 个 动 作 出 错 了 、怎 么 去 修

改。“取得 5 金 6 银 4 铜的好

成绩，我为队员们感到骄

傲、感到自豪。”赵志刚和

队员们明白，成绩不能止

步眼前，之后会更加努力

和刻苦。突破自我，突破

更高的难度，站到更高的

领奖台，为晋中争光，为山

西争光，为国争光！

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 8

月 14 日至 17 日，山西省第十六届

运动会田径比赛在大同落下帷

幕。本次比赛按年龄和性别分为

男子甲乙组、女子甲乙组和男子混

合组、女子混合组等类别，共吸引

我省11支代表队、376名运动员参

与角逐。经过精彩比拼，我市获得

3金12银16铜的好成绩。

助跑、插竿、飞跃、过杆、落地，

张书铭成功了！8月15日晚，在男

子混合组撑竿跳高决赛中，17岁的

张书铭敢打敢拼，超常发挥，轻松

越过3.60米和3.80米的高度，一举

跳过4.00米，以绝对优势为晋中代

表队夺得金牌。

从“一张白纸”到成为撑竿跳

高冠军，张书铭付出了艰苦的努

力。2018年，年仅12岁的张书铭被

田径队教练任帅选中，离开平遥进

入晋中体校学习。“张书铭胆子大、

有天赋、肯吃苦、接受能力强。”说

起自己的爱徒，任帅言语中带着说

不出来的自豪和疼爱。

张书铭的夺冠之路看似

平坦，其实遇到过不小的难

题。撑竿跳高首先需要运动

员具有过人的胆量，敢于冲

击五六米的横杆，一旦失误

掉落没被保护到，很可能导

致伤残。“我从小淘气、胆子

大、爱跑爱跳，也许跟撑竿跳

高有缘吧。在练习中受伤是

家常便饭，但每天都坚持训练，摔

倒就再爬起来，找回好的状态和勇

气，真的特别感谢体校和教练对我

的培养，现在，每一跳都是在突破

自我！”

任帅说，撑竿跳高项目素来被

称作“田径之花”，它集合了运动员

的爆发力、身体力量、柔韧性、舒展

性、协调性等多方面的能力，可谓

田径运动中最复杂、最讲究技巧、

难度最大的项目。

在 8 月 15 日的女子甲组铅球

决赛中，今年 19 岁的马慧颖投出

了 12.05 米的好成绩并获得女子

甲组铅球冠军。比赛开始后，马

慧颖深吸一口气，手握铅球进行

了距离的大致判断。只见她右手

持球，整个身体往右后方倾斜，铆

足了劲儿奋力一投，伴随着她极

具穿透力的呐喊声，铅球划过一

道弧线，飞过了 12.05 米大关，赢

得冠军。马慧颖说：“现场的氛围

太好了，有了观众的助威加油，我

感觉非常兴奋，比赛中有更好的

发挥。”

任帅说：“晋中高度重视田径

项目后备人才培养，各大赛事平台

不断涌现田径运动后备梯队的新

生力量。本次夺冠最大的关键点

是赛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也为以后

的比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后，

会继续带领队员刻苦练习，迎战每

一场比赛。”

“径”传喜讯
晋中代表队获3金12银16铜

“全国科普示范县”“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落地灵石

“助燃”科技人才“芯引擎”

斩获5金6银4铜
晋中武术闪耀省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