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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文/图

在大足区龙水镇，有这样一所小学，它始
建于1941年，历经八十四载风雨。如今学校
以“以体树人”的教育理念，在乡村教育的舞
台上书写熠熠生辉的新篇章，它就是龙水镇
沙桥中心小学。

“废胎”变宝成运动场上“宠儿”

踏入沙桥中心小学的校园，仿佛走进了
一个充满奇思妙想与无限活力的运动王
国。谁能想到，曾经被丢弃在角落、无人问
津的废旧“轮胎”，如今竟成了孩子们运动场
上的“宠儿”。

在体育老师何启禄的带领下，四年级的
同学们正热火朝天地开展“轮胎滚筒”竞赛活
动。曾俊豪同学兴奋得满脸通红，他迫不及
待地向记者分享：“以前我们锻炼身体就那老
几样，跑步、跳绳，别提多无聊了。现在好了，
校园里运动场上到处是轮胎，好玩得不得了！”

今年伊始，学校进行了“空间革命”，把这
些废旧“轮胎”巧妙组合，构建出了一个独具
特色的运动矩阵。孩子们在轮胎间穿梭自
如，时而像敏捷的小猴子攀爬而上，时而如矫

健的小鹿轻盈跳跃，欢声笑语在校园的每一
个角落回荡。

何启禄老师感慨地说：“以前学校体育活
动形式单一，现在有了‘轮胎滚筒’等好玩的
项目，孩子们每天都活力满满。而且，他们每
天的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也远远超过了国家
规定的2小时，这变化可真是太大了！”

“润品币”激励让运动热情持续升温

为了让更多孩子爱上体育锻炼，沙桥中
心小学书记、校长胡涛可没少花心思。她结
合学校实际情况，创新推出了“润品币”激励
机制，将体育锻炼与诚信教育巧妙融合，为孩
子们的运动热情添了一把“旺火”。

副校长胡文平说：“学校实行奖励制度，家
长和学生捐献一个轮胎，就能计入20个‘润品
币’，同学们可以用润品币兑换校园电影票、红
领巾广播站点歌权，以及薯条、奶茶等小奖励。”

这一举措一经推出，受到了家长和孩子

们的热烈欢迎。目前，已有 300多名家长捐
赠了废弃轮胎。经过学校老师们的精心加工
修饰，原本破旧不堪的轮胎，摇身一变，成了
色彩斑斓、充满趣味的运动器材，成了同学们
锻炼的好伙伴。

在“润品币”的激励下，孩子们的运动积极
性空前高涨。四年级学生郑森瑞就是典型代
表。在体育老师何启禄的指导下，他开始尝
试滑轮运动。“滑轮既锻炼身体，又特别好玩，
让我每天都盼着来运动！”郑森瑞高兴的说。

“以体树人”闯出乡村教育活力

面对乡村教育困境，沙桥中心小学积极探
索，走出了一条“以体树人”的特色育人之路。

“几个月前刚刚来到学校时，学校都没有
一块像样的篮球场，同学们对篮球的运动规
则、方法也不懂得。”胡涛回忆时，至今仍然感
慨万端。于是，她规划将学校的一块空地经
过简单处理后，变成了篮球场，随后又制订校

园篮球班级联赛创新规则，简化并放松违例
判罚，增加比赛的连续性，也让更多的孩子卷
入其中。于是，同学们热情高潮，纷纷加入到
篮球运动的行列。

不仅在硬件设施上大胆创新，胡涛还注
重课程和活动的多元化。自主创编的特色双
课间和多样化运动会，让校园充满了生机与
活力。同时，学校还积极打造“体育乐园”，除
了轮胎运动，还开展了篮球、足球、乒乓球等
多种体育项目。

2025年，学校在重庆市学生体质健康达
标赛中斩获一等奖，近视率与肥胖率显著下
降。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学校全体师生
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以体树人”特色育人
品牌的引领。

眼望同学们在校园里活蹦乱跳的身影，
胡涛欣慰地说：“沙桥小学一路走来，见证了
乡村教育的坚守与蜕变。今后我们将继续以

‘健康第一、以体育人’为使命，把学校办成老
百姓家门口的满意学堂。”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毛双）集体生日会，快乐翻倍！
6月 5日，一场名为“爱的阳光·逐梦起航”的特殊儿童十
岁集体生日会在大足区特教校举行。

十年，对每个孩子来说都是成长的里程碑。对特教
校的学生而言，每一步前行都凝结着更多努力与关爱。
特殊教育不仅是教会孩子知识，更是守护他们的独特
光芒。

今年，特教校共有 9个孩子将先后迎来自己的十岁
生日，大足区残联联合大足特教校、昂口食品公司一起
为孩子们举办这场特殊的生日会，为他们点燃生日的蜡
烛，祝福他们带着爱勇敢前行，成为有爱、感恩、勇敢的
少年。

生日会现场，吃到女儿端过来的蛋糕，家长刘大碧十
分欣慰，“我的孩子来特教校读书三年，变化特别大，不仅
学会了认字，在礼仪方面也学到了不少，今天的生日会，
孩子收到了爱心礼物，社会各界的关爱让我十分感动！”

新渝报讯（记者 熊敏秀 实习生 赵元元）为全面增
强网格化管理效能，提高网格员综合业务素质和服务群
众水平，6月 5日上午，大足区专职网格员实战能力提升
专题培训班在大足区委党校开班，2025年上半年新聘用
的20名专职网格员参加现场培训。

此次培训课程为期 2天，依托综治系统以视频培训
方式进行，采用“主课堂+分课堂”的形式。分课堂设置在
各镇街，由镇街组织专职网格员统一参训。培训围绕加
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升网格员除
险固安、应急抢险、防汛救灾、数字赋能、为民服务等专业
实战化能力，进行详细授课。

会议强调，网格员是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要当
好政策宣传员、信息收集员、矛盾调解员、安全巡查员、群
众服务员“五大员”，以高度的责任感服务居民、凝聚民
心；新入职的网格员要以“主动学、用心悟、扎实干”的态
度快速适应岗位，融入社区工作。

开班仪式结束后，大足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以《网
格员任务清单及基层智治平台培训》为主题进行了授课。

新渝报讯（记者 谢凤 文/图）6月 5日，
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以下简称

“语合中心”）主办，中文联盟、五洲汉风网络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策划的《字在非遗》
（Hidden Heritage—Chinese Characters as
Cultural Keys）系列视频摄制组到大足取景
拍摄。

“佳宝哥，我特别喜欢《黑神话：悟空》这
款游戏，快来看，里面的场景相当逼真、震
撼！”“这不是大足石刻的经典造像场景吗？
阿福，想去实地看看吗？”当天，中国主持人闫
佳宝与英国籍主持人阿福（FRASER DAN⁃
IEL SAMPSON）以轻松活泼的真人秀方式，
开启探秘大足文化遗产之旅。

随后，摄制组先后前往宝顶山石刻景
区大佛湾、大足石刻博物馆、刘能风石雕工
作坊等地拍摄。两位主持人邀请大足石刻
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主任米德昉、大足

石雕技艺传承人刘能风，共同探寻解析
“刻”字的文化内涵，展现大足石刻这一世
界文化遗产以及大足石雕这一国家级非遗
的独特魅力。

节目摄制组负责人、主持人闫佳宝说：
“大足石刻是跨越千载的多元文化瑰宝，来
之前我们就做了大量功课，来了之后发现大
足是个宝地。希望通过我们的拍摄，让更多
外国朋友了解中文以及中文背后的文化和
思想，看见大足石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魅力。”

据悉，该节目整体风格轻松活泼却又不
失内涵，通过中外主持人不同的视角和不同
的文化碰撞，探寻中国遗产蕴含的文化、故事
和智慧，让外国朋友更加了解和欣赏中国。
节目每期视频时长约10分钟，配中英文双语
字幕，将在语合中心官方平台、海外相关媒体
播出。

近日，万古镇中心幼儿园里，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
下练习鲤鱼灯舞表演技艺。该幼儿园引进万古鲤鱼灯
舞、双桥舞狮、大足剪纸、铁山竹编等“非遗”项目，让小
朋友了解非遗知识，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丰富了校园
生活。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新渝报讯（记者 谢凤）当外籍主持人“奔
现”大足石刻，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6月 5
日，受邀参加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
心主办的《字在非遗》（Hidden Heritage—Chi⁃
nese Characters as Cultural Keys）系列视频
拍摄的英国籍主持人阿福（FRASER DAN⁃
IEL SAMPSON），在实地参观大足石刻后不
禁感慨：“大足石刻给我带来视觉和心灵的双
重震撼，这里能给人力量，带给人思考。”

阿福出生于1997年，3岁就来到中国，读
完小学和中学后，回英国念完大学，并在工作

1年后选择回中国发展，对中国文化十分感
兴趣。如今，阿福通过自媒体让世界了解真
实的中国、了解友好的中国人。因在北京胡
同长大，阿福自称“胡同绅士阿福”。

阿福曾在《黑神话：悟空》游戏中见过大
足石刻的场景，当第一次“奔现”时，仍然感到
十分震撼。当天，在宝顶山石刻景区，阿福一
边听取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主任

米德昉的介绍，一边专注地端详每一尊造
像。千手观音、牧牛图、父母恩重经变相……
一尊尊造像不仅雕刻精美，还蕴含着丰富的
人生哲理，阿福深受感触：“这里的造像给人
一种力量，带给我思考，看了大足石刻，我会
想做一个更好的人。”

在宝顶山石刻景区拍摄过程中，阿福还惊
喜地看到了不少来自泰国、马来西亚、埃及等

国家的游客，阿福热情地上前打招呼，与他们
畅聊大足石刻。在刘能风石雕工作坊，阿福领
略了大足石雕大师刘能风超凡的技艺，感慨
大足雕客们的工匠精神和代代传承的力量。

大足之行给阿福留下了深刻印象。阿福
表示，将通过自己的方式，把大足推介给更多
朋友，希望更多人能到大足实地参观大足石
刻，感受中国文化。

中外主持人携手探秘大足文化遗产

教育部语合中心主办节目摄制组到大足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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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绅士阿福：大足石刻让人震撼给人力量

废轮胎“蹦”出校园新活力
——龙水镇沙桥中心小学“以体树人”绘就乡村教育新景

有爱不孤单
一场特殊儿童的集体生日会

大足区专题培训专职网格员

快乐学“非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