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聘乡用 激活卫生人才“一池春水”

入选教育部第三批乡村温馨校园的宝顶镇实验小学有啥特点？

靓化 特色 铸魂

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大足区实施43个“能力提升”基建项目

□ 新渝报记者 龚文韬 崔晓玲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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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陈龙）昨日，记者从大足区教委获
悉，2021年以来，大足区共实施了 43个“能力提升”基
建项目，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公正。

为促进学前教育经费保障，2021年，大足区学前
教育经费共 2500余万元，生均公用经费 2100余万元，
幼儿资助资金 340余万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扶持资
金70万元。2021年以来，实施“能力提升”基建项目43
个，其中校舍建设项目 8个、运动场建设项目 19个、其
他基建项目8个、电力改造基建设施设备项目8个。

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方面，2021年以来，大足
区启动职教中心高新区分校建设项目，总投资 5.05亿
元，可容纳学生 3600人；投入 1000余万元新建三驱文
创园石雕石刻专业公共实训基地；投资1400余万改造
职教中心美容美发专业、汽车制造与检修专业等实训
室，投资1400余万元，采购实训设备，极大改善职业教
育的办学条件。同时，还加大教育资助，落实民生实
事，精准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确保“不让一个学子
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2021年，从学前教育到大
学共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58910人次，资助总额
5700万元；生源地助学贷款4747人，金额3800万元。

为让教育信息化深度融合，大足区对所有镇及以上
学校实现“裸光纤”1000兆网络连接，村小实现200兆网
络连接，班班通升级改造触控一体机比例达100%。

新渝报讯 为切实加强古树名木资源保护，根据
重庆市公安局统一部署，近日，大足区公安局食药环侦
支队联合区城市管理局、区林业局组织开展了打击破
坏古树名木违法犯罪活动专项整治行动。

行动中，执法组分别对登记挂牌的273株和441株
古树名木进行了梳理汇总，按照一树一档要求建立了
古树名木信息档案，对古树名木依其树种、树龄、胸径、
冠幅、生长势、生长环境等做好详细记录，建立全区古
树名木数据台账。对照本地数据台账，对全区所有古
树名木逐一进行摸排踏查，查看是否存在破坏古树名
木情况发生，并协同相关部门对排查出的问题积极开
展整治工作。

“此次专项整治，我们共救治了长势衰弱、濒危古
树 11株。”执法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接下来，执法组
将强化日常巡查，及时发现、依法查处涉古树名木的各
类违法行为，保障全区古树名木资源安全。

（大足区公安局供稿）

“在学校有家的感觉，每天都很开
心。”税明洁是大足区宝顶镇实验小学五
年级一班的学生，在这所留守儿童占比
达 90%以上的乡村小学，孩子们最向往
的就是每天在校园里度过充实快乐的
生活。

孩子们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得益于
学校近年来全力推进乡村温馨校园建设
的成果。近年来，宝顶镇实验小学依托
大足石刻资源，全面实施石魂教育，文化
育人，特色办学，推动育人模式创新，为
孩子建设了一座温馨家园，探索出了一
条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三批96所乡
村温馨校园建设典型案例学校名单，宝
顶镇实验小学作为全市入选的三所学校
之一上榜。

靓化校园 打造温馨家园

宝顶镇实验小学地处世界文化遗产
地——大足石刻景区，是全国唯一的地
处国家级AAAAA景区内的小学。近年
来，在大足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学校
根植石刻文化，着手校园文化建设，在校
园营造了浓郁的石魂文化氛围。

“现在走进校园，门口展示有石魂育
英赋、石魂文化长廊，校内有石魂楼、智
凤书院、智凤路来回十问、孝文化长廊和
童心野趣的牧童园等。”校长刘圣萍介

绍，学校文化建设涉及校园每个角落，推
动校园实现“处处有故事可讲，处处皆为
实践体验之地，处处彰显育人功能”。

“我课后可以安静地在小书吧看课
外书。”“我喜欢和小伙伴去石魂园玩。”

“我属蛇，宿舍里有属于我的生肖主题乐
园！”……

学校不仅春有海棠、夏有荷花、秋有
金桂、冬有腊梅，四季绿树环抱，还在每
个楼层开放温馨小书吧，供孩子自主取
阅，解决乡村孩子课外阅读匮乏的问题；
在石魂园内，把大足石刻五山分布图演
变成孩子们嬉戏玩乐的玩动乐园，把枯
燥的体育锻炼变成玩的艺术；在学生宿
舍添置十二生肖主题乐园，让每个孩子
都能找到自己的生肖乐园，在玩耍中亲
近传统文化、热爱传统文化……

馆校联动 开展特色办学

2021年，大足石刻进入国家统编教
材，学校充分发挥大足石刻资源，联合大
足石刻博物馆引进“石刻文化进校园”，
开展石魂课程开发与实施。石刻小导游
便是学校首批重点建设的一门特色校本
课程。

学校将石刻小导游课程纳入三至六
年级课表，长短课相结合，课内外相结

合，常态化实施，让孩子们在课堂集中
学、校内分组练、景区实战讲，体现“实
践、浸润、对话、互动、参与、体验”的课程
特征。

每逢元旦、端午等传统节日，学校还
会与景区合作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元旦
节剪窗花、制版画、秀书法，端午节包粽
子、送艾草、做香囊、为游客送香囊，国庆
节诗歌吟诵、绣党旗、颂党恩……”刘圣
萍说，学校以不同形式培养学生鲜明正
确的价值观念和创新实践能力。

此外，学校还以“石刻小导游”课程
建设为切入口，衍生出大足石刻剪纸、石
刻艺术欣赏、石魂之声合唱团、石魂礼仪
队等校本课程，并将孩子们学习后的解
说音视频作品、活动心得体会、习作或绘
画、剪纸作品、摄影作品等成果纳入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实践创新活动评价中，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

童心铸魂 石魂教育结硕果

“乡村娃娃和城里的娃娃一样金贵，
更需要好老师、好教育。”刘圣萍说，学校
从 2012年开始推出石刻之乡小导游、
大足剪纸小能人、环保小卫士“三小”德
育特色活动，如今已发展成为石刻小导
游、大足剪纸小能人、石刻小御医“新三

小”。经过近 10年的沉淀与创新，一批
又一批孩子在“三小”实践体验活动中
品石刻、悟孝道、传石魂，石魂教育结出
硕果。

《石刻小导游》校本课程荣获市级
德育精品课程二等奖、区级德育精品课
程一等奖，并成为大足区小学地方课程
推广使用；儿童版大足石刻解说词、大
足石刻剪纸、石刻绘画、石刻剪纸书签、
石刻文化衫、石刻专用笔记本等石魂文
化文创产品陆续推出；重庆市乡村复兴
少年宫、重庆市领雁工程教研工作坊、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学校、区文
明校园、区名师工作室纷纷落户“挂
牌”；学校教育质量由全区滞后跃升至
全区前列，连续获评教学质量一等奖、
综合目标考核一等奖，学校还先后荣获
大足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绿色校园、脱
贫攻坚先进集体、新闻宣传先进集体等
荣誉……

宝顶镇实验小学以微小的窗口，展
示着重庆教育改革发展成果，传递着重
庆教育的温度和幸福的质感。

刘圣萍表示，下一步，学校将汲取石
刻文化之精华，借古人大智慧，努力破解
新时代乡村教育的难题，让更多乡村孩
子享受公平有质量、温暖有良知的好教
育，为更多乡村孩子点亮美好的未来。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俗话说“冬至进补，
开春打虎”。昨日，记者从大足区农业农村委获悉，获
评重庆优异农业种质资源的大足黑山羊今年预计出栏
25万头，实现一年四季“供羊”。

在大足区宝顶镇古佛村长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成群的大足黑山羊正在山坡上奔走觅食。大足黑山羊
通体黝黑、身形健硕，奔跑在山野犹如一支支黑色大
军，场面壮观。而在羊圈里，一栏栏小羊羔在母羊和工
人师傅的精心照料下，正舒适地度过寒冷的冬天。

公司负责人肖显均告诉记者，该基地通过疫病净
化、狠抓生物安全体系建设，提高母羊产羔率、健羔数
与断奶羔羊数。“目前，我们存栏大足黑山羊近 500
头。每年冬至是黑山羊的出栏期，今年我们预计出栏
400头左右，销售额近百万元。”肖显均说。

大足黑山羊是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育而形成
的珍贵遗传资源，养殖周期、催肥育肥周期相对较短，适
合大规模圈养。今年11月，大足黑山羊成功入选重庆市
十大优异农业种质资源。目前，大足区现存栏18.9万头
黑山羊，种羊6.5万头，预计全年出栏25万头。

大足今年预计出栏
25万头黑山羊

“病人恢复得还可以，但还是要注意
后面的养护问题，注意饮食，多休息。”近
日，记者来到大足区三驱镇中心卫生院
看到，医生王朝亮正在给一位病人做检
查。期间，王朝亮还特意叮嘱病人注意
事项。

王朝亮是大足区人民医院中医科、
风湿免疫科的一名主治医师，今年 6月
来到三驱镇中心卫生院挂职，作为“县聘
乡用”中的一员，他将在三驱镇中心卫生
院工作一年。

为了有效破解基层医疗卫生“人才
荒”难题。今年以来，大足区按照《关于
开展卫生人才“县聘乡用”“乡聘村用”工
作的指导意见》精神，从区人民医院、区
中医院、经开区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派
出70名医疗人员，“支援”镇（街道）医疗
卫生机构。

“我们今年所派出的‘县聘乡用’人
员，主要是基层医疗机构紧缺的内、外、
儿等学科的执业医师，在基层卫生院开
展坐诊治疗、带教查房、技术帮扶等，使
基层卫生院医疗服务能力、医院管理能
力得到较大提升，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大足区
卫健委改革发展科干部张煜介绍道。

“政策实施以来，我们根据三驱中心
卫生院的需要，共派驻医护人员7人，主
要涉及中医康复、麻醉、放射、耳鼻喉等
科室，及时解决了他们临床方面的人才
紧缺问题。”王朝亮说。

自王朝亮一行来到三驱镇中心卫生
院工作后，三驱镇中心卫生院的医疗质
量和病人满意度都有所提升。短短半年
之内，三驱镇就新设立了耳鼻喉科、放射
科、麻醉科等科室，很大程度提升了当地

医疗服务能力。
“在这个政策实施以前，我们卫生院

耳鼻喉科、放射科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是
非常紧缺的，在这个政策实施后，区里面
给我们派了很多人才来，他们经常开展
学术讲座、技能培训等。”三驱镇中心卫
生院院长田时志说，经过大足区人民医
院的指导帮助，在重庆市乡镇卫生院等
级评审中，该院还被评为全区唯一一所
甲级乡镇卫生院。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得到保障，如何
让医生真正沉下去，安心在基层工作？

大足区卫健委对此建立了编制动态
调整、资金保障、人员考核、人才激励、进
修培养五项工作机制。同时，建立基层
医疗卫生发展和区县级技术服务协作

“双资金池”，对“县聘乡用”人员给予保
障，引导卫生专业人才向基层流动。

“我们将用好基层医疗卫生发展和
区县级技术服务协作‘双资金池’。区级
财政、区级医疗机构共同建立‘双资金
池’，区级财政按每年6万元/人的补助标
准向‘双资金池’注入资金，区级医疗机
构根据实际需求定期向‘双资金池’注入
资金。同时，‘县聘乡用’人员连续在基
层工作满3年的，在职称晋升、岗位聘任
等方面，同等条件下享受优先政策。”张
煜介绍说。

今年以来，大足区医疗服务系统上
下级双向转诊 3265人次，基层诊疗量
81.6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3.41%。

接下来，大足区还将落实新招聘执
业医师人员 5年内下派基层服务 1年和
晋升副高级职称基层工作经历相关要
求，做好“县聘乡用”人员下派、管理、考
核工作，使“县聘乡用”人员在基层发挥
更好的作用。

本周，大足各园区企业加足马力，赶订单、抢订单，
进行着年底最后冲刺；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挥
汗如雨，抢工时、抓进度，向着年度目标任务前进……

越到年终，越要“冲”。在这年关将近、“起跳投篮”
的关键时刻，全区上下要杜绝厌战情绪、松懈心态，始
终紧绷“当龙头、争上游”这根弦，务必紧盯“时间表”

“任务书”，继续保持目标不变、力度不减、干劲不松，集
中主要精力、集中关键力量，把查漏补缺的“油门”踩下
去，让完善完美的速度提上来，用最大努力换取最好结
果，全力交出一张“四季进、全年红”的优异成绩单，确
保2022年各项工作圆满收官。

要“冲”目标任务。因为种种原因，年初制定的各
项目标任务受到了影响，我们要抢抓时间，在这最后的
十几天时间里，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把受影响的目
标任务补回来，确保全年目标任务不受影响、来年谋划
跨步向前。

要“冲”精气神。当前，大足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
滚石上坡的攻坚阶段，不进就是后退。我们要始终保
持“冲”的干劲和良好精神状态，总结和盘点好一个阶
段的工作、谋划好来年工作，让广大党员干部勇当干事
创业的“出头鸟”。

要“冲”来年谋划。2023年眨眼便到，我们要时刻
保持“争”的意识、拿出“拼”的劲头、坚定“实”的作风，
撸起袖子加油干，在分分秒秒上“锱铢必较”，以“人一
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奋力奋进，才能为新的一
年开好局、起好步奠定“稳”的基础、储备“进”的动力，
站上新起点、赢在起跑线。

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势。打好收官战、夺取
全年胜，绝不是一句口号，更是年
终的“冲锋号”。年终收官，更要
紧盯抓实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
务，大胆探索、敢为人先，提振市
场信心、大力招商引资、做强特色
产业，确保“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

到了年终更要“冲”
□ 陈龙

大足专项整治
破坏古树名木违法犯罪活动

王朝亮正在与患者交流。

□ 新渝报记者 何美林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12月21日
至23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
录片中心出品的三集纪录片《石窟中
国》，连续三天在央视9台纪录频道晚间
8点黄金时段播出。其中将于23日晚播
出的节目中讲述大足石刻的精彩故事。

遍布中国大地的石窟遗存，不仅是
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人类文明的坐
标，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交融、开放包

容的特质。《石窟中国》聚焦敦煌莫高
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
大足石刻等留存在中国大地上的代表
性石窟，通过讲述几代石窟艺术的保护
者、研究者和传播者的故事，体现中国
石窟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活动的
舞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观
众跟随纪录片镜头和专家学者的精妙
讲解，走进历史场景，去发现一个崖壁

上的精彩中国。
《石窟中国》系统梳理佛教石窟艺术

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化的脉络，大足石刻
是其中一个关键节点。大足石刻代表了
公元9至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
平，是人类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大
足石刻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
内涵丰富、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从不同
侧面展示了唐、宋时期中国石窟艺术风格

的重大发展和变化，具有前期石窟不可替
代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石窟中国》将
对此作精炼而生动的讲述。

《石窟中国》的制作播出，将进一
步提升大足石刻在大众群体中的知名
度，本片因此也成为大足石刻研究院
建院 70周年的一份厚礼。在第三集播
出当天，新渝报记者也将对本片导演
进行专访。

央视纪录片《石窟中国》今晚讲述大足石刻故事

12月21日，航拍镜头下的大足
石刻文创园艺术家小镇。小镇着
力打造川渝两地雕塑艺术、工艺美
术的学术中心、研学中心、游学中
心和产业转化中心。目前，小镇已
签约入驻国家级和省级工艺美术
大师 30 余名，随着大量人才的入
驻，艺术家小镇将成为引领大足石
刻文创园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

新渝报记者 瞿波 蒋世勇 摄

大足石刻文创园艺术家小镇
已入驻30余名工艺美术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