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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一个国家持
续发展的基石，也是幸福指数的民生面孔。

过去五年里，平武县科教体局高擎“办人
民满意教育”大旗，以创新发展激发教育活力，
以协调发展优化教育结构，以绿色发展引领教
育风尚，以开放发展拓展教育资源，以共享发
展促进教育公平，真情投入、真抓实干、齐心协
力，共同推动了山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人心凝聚，百舸争流。如今的平武，教育之
花竞相绽放，教育质量普遍提升，教学改革有
声有色，中高考成绩屡创新高。

对教育发展的真心拥戴，写在平武广大干
部群众的笑脸上。

绵阳教育体育砥砺奋进的五年·平武篇

□ 严显云 潘志萍 李灵越 文/图

奋进创新结硕果 一方沃土育英才

新闻·专刊 42017年11月3日 星期五
主 编 梅 龙 编 辑 袁 靖 组 版 唐 娟 总校对 王莉萍

本报地址:绵阳市经开区群文路 邮编:621000 广告许可证:001号 广告部:（0816）2263777 2264777 发行部:2264919 电子信箱：scmyrb@126.com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绵阳市欣文印务有限公司

中华经典诵读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校园环境是学生
学习、发展的阳光与空气，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
的成长。

五年来，平武陆续对全县学校的教学楼、运动场、实验
室及食堂等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各学校的办学条件日
益完善，校园面貌焕然一新。

改变，源于平武县“教育优先”的庄严承诺。五年来，平
武教育财政拨款5.3亿元，年均增长4%，教育经费增长高于
当年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一项项推进办学条件持续改
善的探索实践在平武展开——

建立“三残”儿童、少年入学保障制度，完善普通学校
接受“三残”学生随班就读体系，“三残”儿童、少年入学率
达到100%；

做好义务教育“三免一补”、普高和中职学生免学费、助
学金发放及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营养改善计划等工作，
不断完善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

以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各级财政投入 3150.6
万元用于配备教学仪器，投入 2661 万元用于薄弱学校改
造；将城乡各级各类学校以电信和移动光纤接入绵阳市教
育城域网，完成校园内网的三层组网方式架构改造，组建绵
阳市教育城域网平武分中心；所有学校配备计算机网络教
室，配备“班班通”358套 ，配齐率为96%,实现“优质教育资
源班班通”。

真实的视频情境、超大的教学容量、鲜活的学习方
式……如今平武的教学课堂，视频、音频、图片齐上阵，成了
孩子学习最好的导游。“孩子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学习能力
提高了不少”这是广大家长对平武教育的评价。

学生的喜爱，家长的赞誉，是平武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
善最生动的注解。

优 先 发 展

教学装备与时俱进 全面改善办学条件

2014年10月24日,“四川省平武中学——
绵阳南山中学联合办学授牌仪”在平武
中学举行。一纸结对帮扶协议书，拉开了
两校间“联姻”的序幕。南山中学与平武
中学建立以学校管理、师资培训、专业建
设等为主的合作交流关系，在平武中学
开办了平武中学“南山班”。

自帮扶项目开展以来，南山中学多次

选派专家组帮助平武中学完善学校管理
制度、传授管理经验、培养骨干教师；定期
选派教学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优秀教师
进行对口支教。通过举办讲座、优质课示
范、结对拜师等方式全面指导培养学校教
师，此举极大地增强了平武中学的“造血”
功能和发展后劲。与此同时，两校还合作
共建了教学资源库，发挥名校优质教育资

源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实现教案、课件、学
案等教学资源共享。

五年来，平武县政府还与绵阳师范
学院建立帮扶关系，绵阳师院通过安排
学生顶岗支教，开展校长、教师培训，建
立产学研合作基地等方式帮扶平武县科
教事业发展。同时，平武还引进四川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油实验中学、绵阳
实验小学等名校对口帮扶全县各级各类
学校，让山区的孩子也能享受到城里优
质的教育资源。

一系列举措的精准发力，让平武教
育教学质量得到了大幅提升，不少山区
孩子圆了上好学、上好大学的梦。

结 对 帮 扶

强校牵手均衡资源 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教育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培养一
支政治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整体稳定的
教师队伍是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均
衡优质发展的重要保障”。平武县科教体
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凤春说。

一线教师紧缺、校际间师资不均衡
是平武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此，平武
多措并举，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增添教师
队伍活力。过去五年里，平武共招录教师
202 名，引进教师 21 名，在引进人才的同
时，还建立完善“招得进、留得住、教得
好”的保障机制，投入资金 1751.5 万元，
建设教师周转房，解决教师住房困难问
题；落实农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每年财
政预算145万元用于教师节活动经费，做

到教师基础性绩效工资向农村学校倾
斜，充分调动了农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保证了教育的活水源头。

留住了人才，如何培养精英？五年来，
平武大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搭建教
师成长交流平台、开展“菜单式”培训、组
织教师到省内外知名学校观摩学习、邀请
教育专家解读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等方
式，提高广大教师专业化水平；开展“名

师”评选活动，加强教师间的交流学习，提
高教师整体素质。教师专业化水平迅速提
升，促进了县域内师资水平均衡发展，为
平武教学质量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截至目前，平武有全国优秀教师 3
人，省级优秀骨干教师25人，市级优秀骨
干教师 202 人，县级优秀骨干教师 100
人，一支高素质的名优骨干教师队伍已
初步建立。

壮 大 师 资

优化壮大教师队伍 大幅提升专业水平

学校除了教授知识，还要全面育人。
从“知识至上”到“素养为重”，五年来，平武县科教

体局注重开发学生多元潜能，全方位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打造多元发展的平武教育模式。

近年来，随着学校的发展，体育运动设施逐步完善，
为最大限度发挥体育育人功能，平武积极改革体育课堂
教学模式，依托学校所处区域位置、民族特色、特色活动
项目等,挖掘民族文化，细悟阳光体育真谛，创编了以藏
族文化、羌族文化为特色的阳光大课间活动。

五年来，平武还着力强化学校少年宫建设与管理。
如今，全县共建设少年宫49所，其中，市级特色少年宫
4所，县级特色少年宫5所。

除了体育教育，德育发展也是平武县委、县政府关
心的重点。近年来，平武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德育工作的
新途径和新方法，将加强中小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文明
礼仪、道德教育、感恩教育作为德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抓好抓实。

全县中小学开展了以“小手牵大手·讲文明树新
风”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小”带“大”、以点带面，
让学生不仅成才，而且成人，通过辐射带动作用，将讲
文明树新风转化为全县脱贫攻坚的内在动力。此外，通
过每年定期举办“我的中国梦”“少年传承中华美德”

“学雷锋·做美德少年”“环保宣传”等主题实践活动，加
强学生德育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一路拼搏中走来的平武教
育，用非凡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浇灌出累累硕果。站在
新的起点，平武科教体人将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以敢为人先的睿智、持之以恒的韧劲，豪情
满怀，再续辉煌。

素 养 为 重

拓展素质教育内涵 促进学生多元发展

2017 年度“绵阳好新闻奖”评选启动以
来，市委宣传部共收到县市区委宣传部、市级
新闻媒体以及部分省级驻绵新闻单位推荐的
60 余篇参评作品。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
则，所有参评作品均匿名由评审小组专家评
审。现对50件获奖作品进行公示，听取意见。
公示时间：2017 年 11 月 3 日至 11 月 6 日。
2017年度“绵阳好新闻奖”获奖作品目录详见
中国绵阳新闻网（http://www.myrb.net/）。

联系人：市委宣传部新闻科洪常青
联系电话：2537386
邮箱：xwk203@163.com

中共绵阳市委宣传部
2017年11月2日

2017年度“绵阳好新闻奖”
评选作品公示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宗旨。”传
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是历史记忆的赓续，是文化
基因的更新，是文化创造创新活力的激发，是当
代人把握今天、走向未来的文化指引。

在创新中激活再造传统，在传承中为今天
汲取能量，这是一个时代命题，也是每一个文化
工作者肩头的责任、心中的使命。

秋夜的天府广场，灯火通明，桂花飘香。徜徉
在这里，你不时会遇见步履匆匆，穿梭在图书馆和
博物馆的市民。不论皓首还是黑发，来自何方何种
职业，人们在这里遇见新知识结识新朋友。而这
里，也成了正在成都人心中崛起的精神高地。

这个国庆假期，不仅天府广场周边的四川省
图书馆、成都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四川省文化馆、
四川美术馆等8家公共文化服务单位也错时延时
开放，以不打烊的热情向公众奉上文化大餐。

文化活动更接地气了，文化记忆更深刻更
清晰了，优秀传统文化更加深入人心了。今年以
来，四川省着手实施“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
程”，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行动起来，深入挖
掘保护四川历史名人资源，大力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文化的魅
力、文化的福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活化传统植根当下
擦亮巴蜀文化的名人符号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宗旨”。历
史名人折射一方水土一方人最杰出的精神品
格、最独特的气质风范。假如列举 10 位最能代
表巴蜀文化的历史名人，你会写下谁的名字？

15位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西
南交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研究单位的知名
专家给出了答案。经过初评和复评，在四川 21
个市州申报的 144 位历史名人中，大禹、李冰、
落下闳、扬雄、诸葛亮、武则天、李白、杜甫、苏
轼、杨慎10位，被选定为首批四川历史名人。

“林语堂说，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
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他的确是中国近千年的
文学偶像，是正能量的传递者”。说起苏东坡，因
写作《苏轼叙述一种》扬名的作家刘小川满是自
豪感。位于川西平原的眉山是苏轼的家乡，刘小
川的老家距离苏轼老宅仅百米之遥，心中笔下
皆有写不尽的三苏。

与苏轼同为乡人、同用乡音、同习乡俗的眉
山人，把苏轼视为最为耀眼的人格坐标、最值得

珍视的文化记忆。在眉山，东坡文化俯拾皆是。
历经三百载栉风沐雨的三苏祠，接受着海内外
游人的拜谒；用现代展陈手段讲述三苏故事的
三苏纪念馆，全年免费向公众开放；苏轼公园、
苏洵公园、苏辙公园，精巧雅致的生态园林与文
化长廊相结合，三苏文化春风细雨般沁润生活；
东坡文化节和纪念苏东坡诞辰活动，成为凝聚
海内外东坡文化研究和加深情感的桥梁……东
坡，始终“活”在眉山人的心里。

“我们应该传承怎样的东坡精神？我以为是
这四句，乐学、创新、清廉、爱民。这是东坡精神
最具当代价值的内核，也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部分。”眉山文化名人王晋川说。

正在推进的“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
程”，为东坡文化的整理、传承和传播带来了新
思路新方向。今天的眉山正在大力推动文化立
城、文化立业、文化立人，着手推出弘扬三苏文
化的“七个一工程”：建立东坡学术研究基地，打
造东坡文化传习基地，打造东坡文化品牌活动，
创作一批文学艺术作品，打造东坡文化主题旅
游线路，研发东坡元素文创产品。

活泼泼走进今天的历史文化名人，不独在
眉山，也不独有苏东坡。

位于成都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诗圣杜
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因为杜甫在此完成了240
余首脍炙人口的诗句，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文化
圣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鲁迅先生也
曾写道：“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
在我们堆里似的。”杜甫的诗作名篇和家国情
怀，几乎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

诗圣杜甫，杜甫草堂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也
是研究杜甫诗歌、传扬诗歌文化、传承诗教体系
最重要的媒介。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长刘洪
介绍，如今的杜甫草堂兼具文物保护、诗歌文化
收藏研究、杜甫诗歌研究、传统诗歌教育、文创
产品开发等多项功能。人们因热爱杜甫热爱诗
歌汇聚杜甫草堂，草堂里的一草一木、每一块碑
刻、每一处景致，都是诗文化的载体，因为负载
诗文化而具有穿越时空的文化魅力，装点更多
当代人的诗意生活。

“历史文化名人是一笔财富”。四川省作协
副主席梁平说。作为一名诗人，他每月都会来到
杜甫草堂，努力接近一位伟大诗人的心灵之峰。

这不只是四川诗人的文化自觉。就在今年9
月，32个国家共38位世界级诗人以及国内50余
位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翻译家云集“2017 首

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全世界的诗人在杜甫草堂
吟咏诗句，感受这个“诗歌与光明永现的地方”。

《草堂》诗刊创办，罗江诗歌节、乡村诗歌节花开
各地，诗歌走进社区、街道、学校……在四川，杜
甫这个文化符号不断被擦亮被活化，因为文化
的激活，城市也成了诗意的栖息之地。

“名人是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以名人为抓
手传承传习传播传统文化，也是符合传播规律
的做法。”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实施四川历
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成员陈华
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
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
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把握导向、立足学术、
着眼传承，深入挖掘四川历史名人思想文化资
源及其当代价值，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
当代表现形式，是“创新工程”的总体要求。

文化资源激活惠民
涵养四川人民的精神家园

“锦江玉带蜿蜒长，金牛古道络绎商。武侯
名祠千秋对，青羊草堂文道昌。”这是成都草堂
小学三年级五班学生张轩铭的诗作。在杜甫草
堂的仰止堂，像张轩铭一样，许多00后因为“草
堂一课”爱上了传统文化。

从2012年开始，杜甫草堂面向青少年推出博
物馆社教项目?“草堂一课”，这是诗词、礼仪、书法、
插花的课堂，也是孩子、老师、家长共同的课堂。截
至目前，两大系列、七大板块、30多门的“草堂一
课”，参与学生达数万人次，惠及数十万市民群众。

社区美术馆也成了城市课堂。距离熙熙攘
攘的宽窄巷子不过百步，是四川省非遗保护中
心与宽窄巷子社区合办的“巴蜀工匠——非遗
与时尚体验展”。蜀绣、刘氏竹编、银花丝、藏羌
挑花刺绣、成都漆艺，5 个最具代表性的非遗项
目、近千件展品，与成都市民和来往游客面对面
交流，年轻人是最热忱的观众。非遗大师讲解示
范制作流程，观众亲身动手体验，在这里，非遗
不再是一门古老的手艺，而成了活态的文化载
体，成为当代人感受文化的方式。

成都博物馆则通过一个个特色展览，聚集
起一大批忠实粉丝。从去年底到今年4月，全国
28 个省的精品文物汇聚《丝路之魂——敦煌艺
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见上
图，樊甲山摄），其间还举办了 22 场由樊锦诗、

齐东方等全国知名专家主讲的讲座。琳琅满目
的国宝、水泄不通的观众群，让这一展览成了四
川乃至全国关注的文化事件。

“观众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最广大的力量。
博物馆人，如同文物与公众、历史与今天的桥
梁。活态的传承、生动的故事，就是观众与历史对
话的方式。”成都博物馆馆长李明斌说，《丝路之
魂》展览参观次数最多的观众是一位成都市民，
前后参观了8次，“绝大部分观众是80后、90后，
他们是博物馆的明天，也是文化传承的主力”。

毗邻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金沙小学，将金沙
文化纳入教学体系，对金沙文化的自觉传承持
续了十几年。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参加了
金沙小学的“开学第一课”，他深有感触地说：

“做遗址发掘数十年，我一直在寻找让传统文化
与今天生活连接的方式。孩子们对金沙文化的
兴趣，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中秋前夕，“天府名人堂·文化传习季”面向
公众开张，第一期就是讲述苏东坡的故事。祝
勇、阿来、梁平三位作家，在娓娓道来中，与公众
一起体验苏东坡、问道苏东坡、结伴苏东坡。这
场活动，仅网络直播就吸引了数十万的关注量。

在四川，全社会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校
园。据统计，四川省第一、二批实行错时延时开
放的公共文化服务单位，在相关时间段内日均
增加服务100人次左右。其中，成都武侯祠博物
馆在今年 8 月的延时开放中，共接待观众约
13500 人次，日均达 435 人次。错时延时开放已
经写进《四川省“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纳入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现代服务业、民生工程
等项目予以补助，适当增加公共文化服务单位
预算。全省 21 个市州和 183 个县市区将分别确
定一个试点单位，启动错时延时服务工作。

行走在四川，你能切实感受到，传统文化的
传承创新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肩头的责任、心
中的使命。他们深知传承创新的辩证法：传承不
是全盘复制，创新不是无源之水；在创新中激活
再造传统，在传承中为今天汲取能量。

行走在四川，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在不同角
落与传统文化相遇，与文化名人相遇。你能切实
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文化名人从历史深处走来，
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走进他们浩瀚无边的精神世
界，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就从这鲜活的生命个体、
沸腾的民众生活中升腾起来。这就是传统文化
传承创新的“四川故事”。故事，仍在继续。

（原载 2017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让历史的光芒照耀今天
——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四川故事”

记者 2 日从国家旅游局了解到，国家旅游局
近日发布《导游管理办法》，以进一步加强导游队
伍建设，保障导游合法权益，提高服务水平。办法
将于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

据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办法分为总
则、导游执业许可、导游执业管理、导游执业保障
与激励、罚则和附则六章，共四十条。其中规定了
导游证采用电子证件，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储于导
游个人的移动电话等移动终端设备中。游客、景
区、执法人员等通过扫描电子导游证上的二维码
识别导游身份，原 IC 卡导游证已于 2017 年 10 月
31日停止使用，全国全面启用电子导游证。

这位负责人表示，办法对导游日常执业活动
提出了具体要求，如导游证和身份标识佩戴、导游
职责规范、突发事件处置等。重申了领队的备案管
理制度，指明具备领队条件的导游从事领队业务
的，应当符合《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章的规定。办法细化了《旅游法》第三十五条
的规定，明确导游执业不得出现擅自变更行程、诱
骗或强迫消费等十一项违法违规行为，并在办法
罚则部分对违反导游执业管理规定的行为，明确
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据了解，国家旅游局近年来积极推动导游体
制改革工作，加强导游队伍建设，深化旅游业“放
管服”改革。2016 年废止了《导游人员管理实施办
法》（2001 年），取消了导游计分、导游年审、导游
人员资格证3年有效等不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的制
度，确立了导游资格证终身有效、导游证全国统
考、全国通用的原则。 （据新华社）

《导游管理办法》
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