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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谭楚甲）1月14日下午，市委书记包
惠在达会见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
商联副主席、新疆七一投资集团董
事长赵小红一行。

包惠对赵小红一行的到来表示
欢迎。她说，达州区位独特、交通畅
达、资源富集，当前正面临新时代推
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创建万达

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等重大历史
机遇，潜力无限，商机无限，未来可
期。真诚希望广大客商抢抓机遇，
找准合作契合点，积极融入达州发
展，企地携手、互利共赢。

赵小红表示，十分看好达州发
展前景，将发挥优势，推动双方合作
落地落实，助推地方发展。

何政、陈文胜、唐志坤参加会
见。

企地携手 互利共赢
包惠会见新疆七一投资集团客人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谭楚甲）1月14日下午，市委书记包惠
主持召开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
会议，强调要增强创建必胜信心，谋深
谋细创建任务，确保2021年各项创建
工作目标如期实现。市委副书记、市
长郭亨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胥健，市
政协党组书记邓瑜华出席。

会议审议了达州市创建工作领
导小组组织架构及创建工作系列文
件，听取了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
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汇报，

审议了“五类基础设施”任务。
包惠指出，2019年7月，市委、市

政府作出了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统
领，同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
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的决策部署，推动
创建工作后发追赶、奋力争先，全市人
民文明素质、社会文明程度、群众生活
质量和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得到持续
提升，增强了在新起点推进“全民创
城、首创即成”的信心和力量。

包惠强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是包含创森、创园、创卫的全局性工

作。各级各部门要深化认识、抓住关
键，谋深谋细创建工作重点任务。要
抓保持、防反弹，把“解决问题”摆在
首位，增强执行力、提高满意度。要
抓项目、夯基础，聚焦“五类基础设
施”，抓紧推动项目建设。要抓难点、
强整治，抓紧治理“市容市貌及秩序
管理乱象”和“突出不文明行为乱
象”，构建“环节少、衔接准、处置快、
曝光多”的联合执法机制，达到“惩戒
一个、教育一城”的社会效应。要抓
服务、保达标，抓紧摸清全市社会志

愿服务组织、注册志愿者及其开展活
动底数，实现注册志愿者“应统尽
统”、志愿服务项目“应记尽记”、志愿
服务时长“应录尽录”。要抓机制、优
保障，大力开展“一线暗访、问题梳理
交办、竞赛观摩、模仿考评”等灵活多
样的推动机制，把群众反映的生活环
境“脏乱差”问题解决好。要坚持“突
出城区，带动县（市）”原则，进一步推
动县城精细化管理和社会文明进步。

熊隆东、洪继诚、何政、唐廷教、
江彬等出席会议。

包惠主持召开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增强创建必胜信心 谋深谋细创建任务
郭亨孝胥健邓瑜华出席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鲸印）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文艺工
作座谈会及达州市《繁荣发展社会主
义文艺的实施意见》等“1+3”系列文
件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展示我市青少年书画艺术风
采，提高我市青少年文化艺术水平，
发掘和培育青少年艺术人才，通过青

少年书画作品展示达州的巨大变化，
继烩办第一届、第二届青少年书画大
展赛后，中共达州市委宣传部、达州
市教育局、达州日报社联合举办了达
州市第三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

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广大青少年
积极行动，踊跃投稿，活动组委会共
收到 400 余所学校提供的中小学生

书画作品 67818 件，其中书法作品
22005 件，绘画作品 45813 件。这些
作品质量高，立意新，充分展示了我
市青少年艺术教育的水平。

经过专家严格评审，唐泽铭等
128 名同学荣获等级奖，汤雅琪等
368 名同学荣获优秀奖；刘婷等 875
名老师荣获优秀指导老师奖；万源市

教育和科学技术局等50个单位荣获
组织奖。

（达州市第三届青少年书画大展
赛获奖名单、达州市第三届青少年书
画大展赛优秀组织奖名单详见今日
第2版）

（达州市第三届青少年书画大展
赛评委一席谈详见今日第3版）

达州市第三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评奖揭晓

本报讯（达州日报
社全媒体记者 陈鲸印）
记者日前从市政府教育
督导办公室获悉，我市正
积极进行全面深化教育
督导体制机制改革，加快
推进推进教育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国务院从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局，
大力加强教育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建设。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
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
革的意见》。四川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
印发四川省深化新时代
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我
市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
要求，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
具体落实了以下工作。

配齐配强专兼职督
学。按照学校数、学生数
等实际需要，综合考虑工
作任务、地理因素等，配齐
讲政治、敢担当、结构优、
数量足的专兼结合督学队
伍。目前，各地督学均按
与学校数1:5的比例配备，
部分学生数量较多的学校
正在按 1:1 的比例配备。
目前，全市有片区督学48
个、责任督学301个、挂牌
督学278个。

创 新 督 学 聘 用 方
式。在督学聘用方面，
我市从退休时间不长且
身体健康的干部中聘用
了一批政治素质过硬、
专业经历丰富的督学，
专门从事督政工作；从
退休时间不长且身体健

康的校长、教师、专家中聘用了一批业
务优秀、工作敬业的督学，专门从事学
校督导和评估监测工作。还从社会志
愿者或学生家长中，择优选聘了一批
督学。

注重督学专业培训。每年年初制
定培训规划和年度计划，出台培训大
纲，编制培训教材，定期开展督学分级
分类专业化培训。新聘督学岗前培训
合格方可上岗。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
40学时。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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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 12 月中下旬以来，我市各地气温骤
降，部分高寒山区寒风呼啸、雪花飘舞。日前，记者
驱车前往位于巴山大峡谷深处罗盘顶村的宣汉县龙
泉学校采访，行至宣汉县渡口乡土家风情小镇，了解
到前方的土溪口电站建设项目正在施工，需在几个
固定的时间段才能通行，只好夜宿渡口乡。

第二天凌晨，赶在施工单位尚未施工前，记者驱
车通过了施工区域。路边的杂草上覆盖着一层白
霜，寒风袭人，记者未敢打开车窗呼吸山中的新鲜空
气。一路坑坑洼洼。大约1小时后，抵达目的地，离
宣汉县城最远、宣汉县境内海拔最高的学校——宣
汉县龙泉学校。

晨雾刚刚散去，对面山巅上的积雪还没有融
化。校园里已响起同学们昂扬的口号声和欢快的脚
步声。操场上，老师正组织学生晨跑。学校党支部
书记、校长牟大钊告诉记者，山里0摄氏度以下的温
度一般要持续2个月左右。学校向学生普及冬季防
寒保暖和冬季疾病预防知识的同时，积极组织学生
参加体育锻炼，增强学生的体质。

记者注意到，为抵御严寒，学校为每个教室和寝
室新装了玻璃，添置了窗帘。学校用壹基金赠送的
净水器为学生提供开水服务，还自筹资金添置了供
热水设备，早晚定时向学生供应热水，确保他们早上
洗脸、晚上洗脚有热水可用。“每间办公室都有热水
器，孩子们课间可以随时来接开水。”夏秋凌老师说。

在一间教师办公室，记者看见二年级的余小丽
老师正用电烤炉为学生烧烤被晨雾淋湿的衣服；在
四年级教室，只见班主任焦国欢老师正给一个学生
煨手取暖，在另几间教室，只见老师们正组织同学们
做搓手操……一幕幕感人的场景，让人倍感亲切和
温暖。

学校副书记赵奎告诉记者，冬季,山里道路湿滑，

学生易摔倒。学校做好学生保暖措施的同时，时刻
提醒学生行走时不要疾跑，要慢行，用水时不要洒
落。还通过《致家长一封信》、班级微信群等方式，积
极做好家校联系工作，保证在恶劣天气等特殊情况
下，家长或其他监护人能及时到校接送孩子，或为孩
子添送防寒衣服。

通过系列安全防护措施，宣汉县龙泉学校提高
了学生抗击严寒的能力，筑牢了校园冬季保暖安全
防护网。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鲸印 通讯员 胡先全 摄影报道

寒冬校园里 书声很响亮
——宣汉县龙泉学校师生抗击严寒目击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提供热水服务

■记者走基层之达州边远山区教育行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江吉）1 月 15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
亨孝主持召开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安排部署下一阶段
生态环保工作。

会议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2020年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和
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以及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了省
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精神，观看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
示片和四川省生态环境警示片。

会议听取了绿色发展、生态保护
与修复、污染防治、农业农村4个工作
委员会 2020 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及
下一步工作打算。听取了长江经济带
问题整改情况和迎接 2020 年省级生
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考核准备工作情
况汇报。

会议审议了《达州市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清单》《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情况的
报告》《关于 2020 年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情况的报告》和市生态环境保
护委员会2021年工作要点。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新发
展理念，增强生态环保责任感、使命
感，按照“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生产
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要

求，扎实抓好生态环保治理体系建设、
基础设施补短板等各项工作。

会议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突出项目抓
手，争取更多项目纳入中省项目库，加
快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实施。要突出中
心城区重点，持续推进工程治理减排、
结构调整减排、管理减排，加强季节性
污染防治、重污染天气防控和区域联
防联控。要落实好“河湖长制”，深入
推进饮用水、流域水、城市黑臭水、入
河水和农村生活污水“五水”共治，加
强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打好长江

“十年禁渔”攻坚战，抓好固体废物治
理。要加强问题排查，建立健全工作
台账，逐一整改落实。要全力做好党
政同责考核和污染防治成效考核准备
工作，全力筹备中央环保督察迎检工
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绿色发展，
有序组织开展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
动，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
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加强环境治理长效机制能力建
设，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
育，不断提高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意
识。要科学编制“十四五”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做好长远发展谋划。

洪继诚、陈文胜、王蔚荩、高武林、
唐志坤、李祝荣参加会议。

坚持新发展理念
推进生态环保工作
郭亨孝主持召开市生态环境保护委

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鲸印 通讯员 毕江）为更好推动
城万两地教育融入城宣万区域集群联
盟发展，2020年12月28日，重庆城口
和四川万源教育合作发展交流活动在
万源市举行。

座谈会上，两地教育主管部门负
责人分别介绍教育发展状况，并现场
签署了《城万革命老区合作示范区教
育合作框架协议》。两地人民政府相
关领导表示，城万两地区位独特，革命
精神同源同传，生态资源明显，文化基
础浓厚，合作基础非常好，合作意义
大。两地教育部门要切实加强交流与
合作，将城万教育合作发展打造成城
宣万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区建设的
典范。

据了解，依据两地签署的教育合
作协议，本作“互利共赢、互补共享、互
动共进”原则，两地将开展为期三年的
教育合作。期间，将通过定期互动互
访、联盟片会、高峰论坛等方式，在两
地建立起改革成果共享、学校发展互
动、师资建设共培、质量监测联合、研
学实践共建、社会资本共引等工作机
制，共同推动城万教育的快速发展。

座谈会前，两地参加活动的人员
深入万源城区的部分学校进行了实地
参观考察。在万源市第一小学，参观
了该校的萼山书院文化建设，观看了
学校的社团文化活动现场展演。走进
万源中学，参观了该校的校园环境、校
史馆，详细了解了该校的办学历史、学
校管理、发展规划等情况。

重庆城口和四川万源签署教育合作协议

强力推进城万教育共同发展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鲸印）达川区石梯小学是一所偏远
农村学校，新入职教师较多。这些新
入职教师绝大部分非师范院校毕业，
没有扎实的教学基本功，无法胜任所
承担的教育教学任务。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2020 年，
达川区石梯小学结合本地实际，积极
探索新进教师培养方式，初步形成了

“六个一”的新入职教师培养机制。
这“六个一”包括：一次动员大

会。召开专题培训会，对学科组长和
新入职教师分别提出要求，要求新入
职教师自觉增强责任担当意识，有强
劲学习的内驱力，要求求学科组长激
发初入职教师研学热情，为新入职教
师成长“把好脉”“开好方”“引好路”。
一次调研指导。学校组织听课团队深
入课堂随机听课，深入教师办公室查
阅新入职教师备课教案及作业批改情
况，对新入职教师教育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面对面交流，有针对性地对
新入职教师加强业务指导。学校还为

每位新入职教师建立了成长档案。一
次交流探讨。每学期召开两次阶段性
小结会，归纳新入职教师在教育教学
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共同提出解决的
办法。一次完整听课。学校要求新入
职教师每学期要完成听语文一个课
文、数学一个练习、英语一个单元的听
课任务，并人人写听课感悟。一次提
炼写作。每学期结束，学校要求新入
职教师上交一份高质量的教育叙事类
文章，学校将这些文章进行整理，供
全校教师交流学习。一次亮相展示。
学校组织新入职教师扎实开展亮相
课赛课活动，展示新入职教师教学技
能，展现新入职教师教育风采。学校
对亮相课优胜者给予了奖励。

“优化教师队伍建设，是推动学校
可持续发展的法宝。”亮相课总结会
上，学校对新入职教师刻苦钻研业务
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要求他们继续认
真落实“六个一”工作要求，加快实现
教育教学技能快速提升，尽快成为山
区教育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达川区石梯小学探索乡村教师培养机制

破解新入职教师成长“瓶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