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综合新闻A2

小蚯蚓带来了“立体产业”
——一个山村的循环经济见闻

多彩时光育硕果 砥砺奋进共筑梦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水井坊校区全国文明校园创建掠影

本报记者 李林晅

甘肃发布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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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水井
坊校区（以下简称七中育才水井
坊校区），抬眼便可看见文化墙与
长廊上镌刻着“卓尔不群，大器天
下”的校训。多年来，七中育才水
井坊校区始终坚持提升校园文化
品质、提高校园文明程度，努力营
造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程育
人的环境，打造了秩序良好、环境
优美、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文明
校园。

立德树人点亮学生心灯

2020年底，七中育才水井坊
校区学生肖静洋获评2020年成
都市锦江区“新时代好少年”。每
年寒暑假，肖静洋都会探望孤寡
老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她更是跟随母亲
四处奔走，为电力工人筹集口罩、
防护服等物资。

肖静洋入选“新时代好少年”
离不开七中育才水井坊校区将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近年来，七
中育才水井坊校区基于学校文化
理念和学生培养目标，坚持以德
为先，打造了以打好公民素养基
础“底色”和增添卓尔不群个性

“亮色”为内容的双色德育课程体
系。“‘底色’着眼于学生规则意识
和习惯养成，‘亮色’注重关注学
生能力和特长发展，着重培养学
生的人文素养、个性特长。”七中
育才学校集团总校长吴明平说。

学校还紧跟时代脉络，结合

校园特点，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
道德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丰润
的道德滋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之际，学校师生以诗
歌朗诵、大合唱、舞蹈、戏剧等多
种形式歌颂祖国，表达对祖国的
热爱与感激之情。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学校推动开展“以艺抗
疫”主题活动。全校师生积极创
作书画、诗歌、歌曲等文艺作品，
表达战“疫”必胜的信心，致敬奋
战在疫情一线的各行各业工作
人员；通过举行“大运相约成都
青春有我育才”主题活动，学校
组织师生在大运会会旗上签名，
为大运会发声助力。以创建全国
文明校园为契机，学校纵深推进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文明实践
活动。利用展板、LED电子屏宣
传文明就餐、健康生活等内容，
并开展育才十大好习惯养成、文
明健康伴我行等子活动，深化校
园文明建设。“我们还将‘文明健
康’主题融入国旗下的讲话，长
期开展文明班级、文明先锋等评
选活动，选树文明典型，营造崇德
向善的良好氛围，潜移默化地影
响学生。”吴明平说。

文化育人滋养美好心灵

“1、2、3、4、5……”“加油，加
油……”在七中育才水井坊校区
运动会上，响亮的计数声、助威声
此起彼伏。师生在投沙包、跳长
绳、踢毽子、拔河等运动项目中挥
洒汗水，在收获快乐的同时，传递

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吴明平
表示，学校希望师生能在运动中
感悟“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
神，感受“我参与、我快乐、我运
动、我健康”的运动魅力。

校园是学生学习知识的主要
场所，也是塑造健全人格的灵动空
间。七中育才水井坊校区始终坚守

“重德育才，面向未来，最优发展”
的办学理念，以文化养校，注重营
造文明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升华

“敬业合作、德高艺精”的教师文
化，丰富“健康、聪慧、高雅、大气”
的学生文化，滋养学生的美好心
灵。学校精心优化校园文化环境，
形成特色鲜明的校园文明风景线，
宽敞明亮且设施齐全的教室、藏书
丰富的图书馆、高端大气的学术厅
成为了学生快乐学习的家园。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激发了
校园文化活力，浓厚了校园文化
气息。教室美化大赛、外墙美化评
比、班级班徽设计比赛等在陶冶
学生情操、启迪学生智慧的同时，
形成了积极向上的班级文化。校
园艺术节、“文史探究”活动、科技
活动月、学校运动会等积极健康
的文体活动充实了学生生活，促
进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2020

年国庆节，学校更是组织开展了
学科特色实践活动——“图耀华
夏 地傲中国”地理学科实践活
动、“中国神话舞乾坤 民族文化
扬青春”历史学科实践活动，结合
学科学习和爱国主义教育，让学
生在实践中认识祖国、热爱祖国。

践行教书育人的使命初心

2020年12月，在中国教育学
会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
2020年年会暨第12届中小学信
息技术教育研讨会上，七中育才
水井坊校区教师杨青青为来自全
国各地的教师分享了育才信息技
术课程建设的精彩成果，展现出
了育才教师过硬的专业素养和出
类拔萃的教师风采。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七中育才水井坊校区历来重视教
师队伍建设，全面强化教师道德素
养、研修学习、职业成长等，引导教
师积极践行教书育人的使命初心。

为推动教师向专业化、个性
化发展，学校建立集教育百草苑、
教育科研苑、网络空间苑、人文阳
光苑等于一体的教师发展中心，
满足教师的多方面需求。学校还
严格执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通过师德承诺、争做师德
标兵、育才党员先锋论坛、书记上
党课等系列主题教育活动，组织
教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等方式强化教师职
业道德素养。通过大力开展首席
教师、首席班主任、教学能手、十
佳班主任等评选活动，加快教师
专业成长。

在学校的大力培育下，教师
也积极承担社会职责，体现使命
担当，为学生树立榜样。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学校教师积极参与
四川省教育厅组织的“停课不停
学”活动。近年来，学校多名教师
的工作获得了肯定，叶德元获“全
国最美教师”称号，詹滢获四川省

“最美教师”称号。

在重庆市巫溪县红池坝镇龙
台村，小蚯蚓让村内的不同产业形
成了生态循环，让村民看到了产业
致富的希望。曾经深度贫困的龙台
村，如今花果吐香，蜜蜂飞舞，地
下、地上、空中的“立体产业”格局，
让全村脱了贫、群众增了收。

龙台村位置偏远，距离巫溪
县城有2个多小时车程，曾是一
个深度贫困村。过去，由于交通
不便、海拔较高，村里一直缺乏
产业，群众收入主要靠外出务
工。2018年，小蚯蚓开始“进驻”
这个小山村，悄然撬动了村里的

“立体产业”。
“当时我们去村里扶贫，分析

了村里的特点后，决定发展蚯蚓

产业。”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党
群工作部部长陈柯宇说，蚯蚓产
业不需要太多劳动力，又可以消
化村里几家养牛户的牛粪，同时
蚯蚓粪便又是很好的有机肥，可
以用作田间肥料。而蚯蚓，则可
以做成鱼饵、中药材、化妆品，产
生较高的附加值。

当年底，蚯蚓们便“进驻”了
村里的5个大棚，村里的16个建
档立卡贫困户成了它们的“主
人”。“我每天过来查看大棚的湿
度、温度，给蚯蚓们喂牛粪。”60
多岁的丁维米曾是村里的贫困
户，也是蚯蚓的“主人”之一，她
和村里的几名贫困户每天照看蚯
蚓，每月领一两千元的工资，到

了年底还能享受1200元的分红。
小蚯蚓，给村民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实惠，也让村民认识到，
只有发展产业才能实现增收。在
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村里开始大
力发展关联产业：地下，发展了
近百亩独活中药材；地上，种上
了800多亩脆李树。每到春夏，脆
李、独活花开，满山芬芳。村民们
又养了400多群中蜂，形成了村
里的“空中”产业。

在蚯蚓的牵动下，村里的立
体产业形成了生态循环链：养殖
户的牛粪，过去处理起来很头
疼，现在成了蚯蚓的“美食”；蚯
蚓产生的粪便，成了脆李树的有
机肥，让结出的果子更好吃、更

值钱；脆李树和独活，又给中蜂
提供了丰富的蜜源。产业之间，
一环扣一环，环环受益。

“在‘立体产业’带动下，龙台
村村民的收入大幅增长。2017
年，全村人均年收入仅7000元，
去年底，全村人均年收入达到1.1
万多元，整村实现了脱贫，贫困
户也全部清了零。”巫溪团县委
书记鲁晓光说，别看蚯蚓个头
小，给村里注入的能量却很大。
去年8月，村里又新增5个蚯蚓
大棚，这意味着养殖户可以养更
多牛，脆李树有更多有机肥了，
蚯蚓在村里生态循环链中的作用
更加突出了。

（新华社韩振周文冲陈青冰）

新华社济南2月3日电（记
者 叶婧）记者从山东省民政厅获
悉，山东正在对城乡困难群众发
放冬季一次性取暖补贴，将根据
规定的补贴范围和补贴标准于2
月8日前发放到位，让困难群众
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

据了解，山东此次发放的补

贴范围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含经济困难老年人、生活困难
残疾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社
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重点困境儿童以及脱贫享受
政策人口和即时帮扶人口。

其中，山东的城市低保对象、
城市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将按每户

不低于600元的标准获得冬季一
次性取暖补贴；农村低保对象、农村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脱贫享受政策
人口和即时帮扶人口将按每户不
低于300元的标准获得冬季一次
性取暖补贴；而对同时符合两种身
份的人员，山东将不重复发放补贴。

此外，对于城乡社会散居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点困
境儿童，山东将按每人不低于
300元的标准单独发放冬季一次
性取暖补贴。

山东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
适当提高补贴标准；而已经发放取
暖补贴但未达到省定标准的地方，
则要按照省定标准补发差额。

新华社银川2
月3日电（记者 于
瑶）2020 年，宁夏
持续深化贺兰山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
由基础治理向全面
修复和巩固提升转
变，治理修复面积
2200公顷，贺兰山
自然生态本底逐步
恢复。

据宁夏回族自
治区自然资源厅介
绍，2019 年以来，
宁夏在完成保护区
内环境破坏点整治
的基础上，加速推
进保护区外围重点
区域的整治工作，
11 家煤矿关闭退
出，20处遗留矿坑
和无主渣堆完成整
治，保留的12个矿
山按“绿色矿山”标
准实施建设，汝箕
沟、石炭井破损地
形恢复本来面貌，
平汝线、110 国道
生态廊道初显绿色
容颜，崇岗、长胜2
个煤炭集中加工区

561家“散乱污”企业依法关停
取缔、126家整治提升。

同时，宁夏持续巩固保护
区内的治理成效，实施保护区
监测体系建设，建设智能巡护
监测系统和电子沙盘，在汝箕
沟、石炭井等重点区域建设多
座监测系统，强化对新建设
施、非法盗采行动的持续监测
预警。

下一步，宁夏将按照贺兰
山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规划，谋
划落实6大类35个生态保护修
复治理建设项目，通过3至5年
时间，整体解决贺兰山自然生
态系统的质量和功能问题，推
动贺兰山生态区域向南延伸。

（上接A1版）
所谓“雨前种树，风前种草”，

越是眼看就要风雨交加的天气，越
是飞播的好时机。跟季候赛跑，官
兵们常常明知风雨在即，仍要迎着
危险抢种抢播。

有一次，刚飞到播区上空，远
处就起了积雨云。无线电传来地面
指挥的声音：天气不好，你们自己
观察把握。辛嘉乘一想：难得的好
雨，还是尽量把种子播下去。

他们一面看着云层越来越近，
一面仍是稳稳地驾着飞机撒种。

“播完后飞机已经进了云层，那雨
非常大，我们调头就往回‘跑’。”辛
嘉乘说。

倾盆大雨中还夹着闪电和强风，
飞机几乎是被风推着、云赶着，刚落
地停稳，风夹着雨就过来了……

几乎每个参与飞播的飞行员
都有在大雨、强风和沙尘暴中飞行
的经历，为了尽量把沙梁、山间的
沟沟坎坎撒满播全，超低空、钻山
谷等更是飞播的“必备课目”，复杂
条件下，他们人人练就了一身过硬
本领。

需要飞播造林的任务区，无不
是人烟稀少的荒凉地带。在野地里
人工推出一条土跑道，就能当机
场；旁边支几顶帐篷，就能住几个
月。沙漠荒滩上常起沙尘暴，一场
大风过后，整个人“只有白眼球是
白色的”。

过去，偏远地区给养时常跟不
上，飞播官兵们常常馒头就咸菜，
白菜萝卜算是“大餐”，实在馋得
厉害，就泡碗方便面。

飞到天上，同样不轻松——在
超低空湍急的气流中，飞机颠簸
得像筛糠，飞行员要用尽全力才
能保持飞行姿态，握杆的双手常
打出血泡。火辣辣的太阳底下，铁
皮包裹的机舱成了一只大“烤
箱”，舱里温度能达到四五十摄氏
度，飞行员们汗出得像水一样，连
飞行靴上都是汗碱。

愚公之志接续耕天播绿

“也曾经想过，又苦又累又危险，
值不值得一直干下去？”辛嘉乘说。

但他自己马上就有了答案：戈
壁上丛生的花棒、梭梭、沙打旺，秦
岭里绿油油的漆树、侧柏、樟子松，
这全是他们历年飞播的“成绩单”。

“90后”飞行员王斐是怀揣着
一颗“壮志凌云”的心入伍的——
那一年，歼-10战机亮相珠海，世
界瞩目。

然而分配到部队，王斐面对的
是一架“一看就非常有年代感”的
活塞式半硬壳双翼飞机。

运-5，速度慢、油耗少、超低空
性能强，经济“皮实”，是执行飞播
任务最称手的飞行器。

“别小看运-5，也别小看飞播。
团里技术最好的飞行员，才能去播
区飞上一回哩！”王斐的前辈，有着
36年飞播经验的张建刚说。那会
儿，他刚从播区返回，脸膛晒得黢
黑，两臂晒得通红。

“要学种子扎下根，别像沙子
一吹就跑。”王斐把前辈的话记在
心里，苦练本领，终于抢到了“飞播
资格”。

第一次出任务，他就“爱上了
飞播”——阿拉善苍茫的沙海无边
无际，按年头分的播带界限分明。
一落地，播区群众就围了上来，跟

“老飞播”们像久别的亲人一样热
烈拥抱，这个拽他们去自己的新房
看看，那个拽他们去自己的养殖场
转转……

阿拉善左旗林业工作站站长刘
宏义则拉着王斐来到播区深处——

最早播下的沙草，小小一株，
寿命不过一两年，却能把流沙牢牢
固住。第二批播下的沙拐枣，枝条
更密，根系更加发达。第三批播下
的花棒，植株能达到3米，寿命十
年以上，既是固沙先锋，更有极高
的经济价值……

“前面的沙草和沙拐枣都是花
棒成长的铺垫，而花棒又能为更多
后续的植物遮阴。”刘宏义说。

王斐忽然领悟：从第一代的宋
占清等老前辈，到张建刚，到自己，
一茬茬“飞播人”，不就像这播下的
种子吗？

诗人说，天空没有翅膀的痕
迹，鸟儿却已飞过。

而飞播官兵们说，他们的航
迹，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了大地
上，写在了播区群众的笑脸上。

（新华社张汨汨胡晓宇张海平）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四川省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巡礼四川省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巡礼

山东对城乡困难群众发放冬季一次性取暖补贴

新华社兰州2月3日电（记
者 白丽萍）记者3日从甘肃省教
育厅获悉，甘肃省明确列出20条
严禁事项，发布中小学教师“减
负清单”，为教师安心从教创造
良好环境。

《甘肃省中小学教师减负清
单》从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

项、规范教师管理事项、规范社
会事务进校园及相关报表填写事
项、规范中小学教师借调事项等
方面提出20条规定。

清单规定，涉及中小学校和
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
未经县级以上党委审批、未列入
年度督查检查考核计划的不得开

展。如遇特殊情况，坚持“一事一
报”原则，按程序报批后实施。除
教育行政部门外，其他部门不得
设置以中小学教师为对象的督查
检查评比考核事项。确需开展
的，须商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并按
程序报批，未经审批不得实施。

甘肃还提出，各地党委和政

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不得要求中小
学校和教师重复填报或多头报送
数据材料。涉及教师的相关信息
数据，主要依托“全国教师管理信
息系统”进行采集与提取。其他部
门不得随意要求中小学校报送数
据材料，确有需要的相关数据材
料应主要从教育行政部门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