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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晟

用毛笔、竹签、修复刀和洗耳球等
工具去除石质表面覆盖的残留苔藓和
微生物污渍；用小锤、小刀等清除筑城
条石缝隙中的“增生物”……

9月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
渝中母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获悉，600
余岁的东水门城门及其连接的400余
米城墙，将在本月正式启动全面修缮，
年内将再现昔日风貌。

母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柯
苇表示，本次修缮保护工程将最大限度
地保护文物完整性与真实性，使其在发
扬传统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社会教育
等方面发挥更为广泛和持久的作用。

东水门城门及城墙将怎么修缮？
柯苇一一道来。

除垢：
毛笔竹签去除苔藓微生物

“给城墙做修缮，就像我们做美容
一样。第一步就是‘洗脸’。东水门段
城门及城墙生长有青苔及灌木，根系发
达，对文物的破坏作用相当大。所以，
修缮工作最初就是要对城墙进行‘除
垢’。”柯苇说。

“除垢”就是砍树、拔草、铲藓？
不，文物修复永远都是个精细活。
文物修复专家们首先将用毛笔、竹

签、修复刀和洗耳球等工具去除石质表
面覆盖的残留苔藓和微生物污斑。

对局部残留的生物污斑，则将用牙
刷蘸乙醇和纯净水配出的“牙膏”轻轻
刷洗。

对于较脆弱的部位，专家们将使用
同样的“牙膏”将棉纸浸润并覆盖于苔
藓和微生物残留物表面，等待其干燥后
揭取，重复上述操作，直至残留物基本
去除和棉纸无法吸附残留物为止。

而对影响城墙本体保存的高大灌
木及根系，专家们将人工挖除。

在清理完植被根系、青苔、杂土等
后，专家们还将要用小锤、小刀等把构
件表面整平，当缝隙中有碎片和杂物
时，还会使用高压喷枪以空气清除其中
的杂物。

“洗脸”绝不是一洗了之。
在这些植被和土方被清理干净后，

专家们还将对植被根部喷洒除草剂，使
植被根系彻底腐烂，严防根系复活生
长，对城墙本体再次胀裂破坏。

补缺：
“补石药”为城墙城门祛“疤痕”

经历过600多年岁月的东水门城
门和城墙，难免会在岁月的流逝中留下
一些“疤痕”。“洗脸”后，“疤痕”将清楚
暴露在专家们眼前，“补疤”就成了修缮
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怎么补？水泥敷上去补平了事？
不，柯苇说，在东水门城门和城墙

的保护和修复过程中，将严格遵循“不
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原则，根据
病害轻重程度进行残损构件的修复，并
注意外形的修整，尽量通过修整使修补
部位和修复文物整体协调、线条顺畅、
色彩一致。因此，文物修复中专用的

“补石药”将派上大用场。
柯苇说，城门和城墙的石构件因风

化酥裂严重造成石构件局部残缺或开
裂，修补前先将残缺表面酥碱部分剔除
干净，用预先配好的“补石药”黏补齐
整，修补完成后待“补石药”完全固化再

在表面进行剁斧和做旧处理，以与周边
石材协调。

“补石药”怎么做？
由环氧树脂掺合石质石粉及色料

配成，而且上药前还要先做“皮试”。
专家们在“补疤”开始前，将先对石

构件的黏结进行检测试验，将黏结后的
试块在恒温恒湿条件下养护，将相同数
量的石块放置现场所预期的时间后测
其强度，以比较材料的可行性，试验将
持续28天，若强度达到规范要求再进
行大面积施工。

历修：
明清时期东水门城门

城墙曾数次修缮

东水门城门城墙建于何时？
柯苇介绍，根据史料记载：明洪武

六年（1373年），重庆卫指挥使戴鼎在
彭大雅旧城基础上砌石为城，设九开八
闭17门，城墙周长约8533米。东水门
城门城墙即建于此时。

之后的明清时期，东水门城门及城
墙经历了数次毁建过程。

第一次是在隆庆初年（1567—
1568年），监察御史王乾章对重庆城墙
进行了一次修补，修城规模不大，“初计

经费当三千余金，及工成而费者才两千
余耳。”

明末张献忠攻陷重庆，其部将孙可
望在攻占重庆和即将撤离重庆城时，对
重庆城墙及城内建筑进行了大破坏。

清康熙二年（1663年），四川总督
李国英对重庆城墙进行了补筑。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重庆知
府陈邦器又对城墙进行了修补。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四川总
督曾开泰下令修补城墙；乾隆五十三年
（1788年），巴县衙门对东水门至元通
寺段城墙进行了补筑。

咸丰二年（1852年）重庆知府鄂惠
重修城墙；咸丰九年（1859年）川东道
王廷植复又重修。

同治九年（1870年）川东道、重庆
府、巴县衙门三级官府共同对城墙进行
补修。

……
柯苇表示，东水门城门及城墙最近

一次修缮，是在20年前。“如今20年过
去，长期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的东水门城
门城墙难免又遭受岁月的侵袭，因此经
过文物、建筑专家们实地考察，最终决
定对东水门城门及城墙再次进行整体
修缮工作。”

毛笔竹签去除苔藓微生物 小锤小刀平整墙面缝隙

600余岁东水门城门及城墙本月启动修缮

本报讯 （记者 李志峰）9月 4
日，2023年重庆市“双高计划”项目建
设推进会在市教委举行。重庆日报记
者从会上获悉，今年我市将抓实联合
体、共同体建设，提升关键办学能力，加
快数字化、国际化进程，努力建设全国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引领区。

“双高计划”全称为中国特色高水
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每五年为
一个周期。2019年启动第一轮建设，
计划2023年在全国建设50所左右高
水平高职学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
业群。

目前，全市共有45所高职院校，其
中28所为市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

这28所院校中，又有10所院校是国家
级“双高计划”项目建设单位，上榜院校
数量位居全国第六、西部第一。从
2021年至今，这28所院校共获得国家
级标志性成果1835项、省部级标志性
成果12433项。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委主任刘
宴兵表示，2023年是第一轮国家“双高
计划”的收官之年，我市一方面将抓实

联合体、共同体建设，联合地方政府、园
区、行业龙头企业，分级分类组建多跨
协同的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
共同体，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
中心，推动各类主体深度参与职业教
育，突破产教融合“合而不融”等瓶颈问
题。

另一方面，大力提升关键办学能
力，优先在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

群、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专业领域，
建设一批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打
造一批一流核心课程、优质教材和校企
合作典型生产实践项目。

此外，我市将加快职业教育的数字
化、国际化进程，以全市数字教育迭代
升级为契机，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全
面赋能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学校治理、
教育创新和国际合作。

2023年全市“双高计划”项目建设推进会举行
将分级分类组建多跨协同的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本报讯 （记者 李晟）9月5日，
由市委宣传部、市记协主办的重庆市
第十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大赛决赛，
在重庆工商大学南岸校区千人剧场拉
开大幕。来自全市新闻战线的16名
记者走上讲台，用他们的采访经历，讲
述重庆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着的

“好故事”。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3 位记

者——重庆日报贺子桓、开州区融媒
体中心郎雪娟、南岸区融媒体中心王蕊
从大赛中脱颖而出，将代表重庆登上全
国“好记者讲好故事”的大舞台，讲述他
们笔下、镜头中有温度有厚度的重庆故
事。

决赛现场，重庆人“保卫家园的赤
子情怀”频频出现。

在重庆日报记者贺子桓的讲述中，
去年夏天重庆人民自发抗击山火的一
幕幕，再次浮现在观众眼前。

“山上，烈火风烟起；山下，勇士踏
征程。这些看似叛逆的摩托骑手，在此
刻焕发出重庆儿女最本真纯粹的勇气，
英勇无畏、乐观坚强。”重庆人民自发抗

击山火的画面，深深震撼了贺子桓。
这一幕并非唯一——在万州区的

洪灾救援现场，重庆的城市精神同样闪
耀。

三峡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婷茹用摄
像机和笔，写下了一份“抗洪救灾直播
日志”：“7天时间，8场直播报道。从抢
险救援到恢复重建，从翻山越岭到逆流
而上，这些平凡普通却无惧无畏的人，
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眼里
有光，向险而行。”

新闻镜头和文字中的采访对象，也
一一走上决赛舞台，与记者们共同讲述
重庆这座城市里的“好故事”。

当北碚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田济申
在舞台上挂断手中的电话，本该在电话
另一头的骑手张俊，却来到了决赛现
场，两位曾经在山火火场中并肩战斗的

“战友”，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做有情怀的记者，写有温度的新

闻。在决赛的大舞台上，选手们用自
己的讲述，将重庆这座城市的温度和
厚度，淋漓尽致地展现给了每一位观
众。

用采访经历讲述有温度有厚度的重庆城、重庆人

重庆市第十届“好记者讲好故事”
大赛决赛举行

□本报首席记者 周尤

“‘迟到’十年的房产证终于到手
了！”近日，城口县复兴街道天田阳光水
岸小区居民李大爷拿着刚领到手的“大
红本”，面对前来回访的纪检监察干部，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房产证办证难问题，直接影响居民
户籍办理、子女入学、房产交易等切身
利益，是困扰群众的忧心事烦心事，也
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此前，市委第三
巡视组对城口县委进行了常规巡视，并
向县委反馈水晶丽城、阳光水岸等几个
小区涉及3700余户群众的未取得房产
证的问题。

收到反馈后，城口县纪委监委驻县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发挥督
促协调引导职能，提前介入巡视整改工
作，尤其是对重大问题的整改进行持续
跟踪、全程督办。“因房地产开发公司欠
缴土地出让价款和相关税费、原分散登
记的房屋和土地信息不一致等问题，导
致部分小区住户迟迟办不了不动产权
证。”该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
同志在专项问题整改动员会上指出了
原因。

“该事项涉及很多历史遗留问题，
整改工作需要税务、财政等多个部门配
合协同，责任单位不能互相‘甩锅’、坐
视不管，必须督促加快进度、尽快解

决。”为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历史遗留
问题，专项问题整改动员会后，城口县
纪委监委紧盯房产证办理中难点堵点，
整合“室组”联动、“组组”联动监督力
量，配合县委、县政府开展房产证问题
攻坚清零专项行动。

在县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该县
构建起“政府牵头、上下联动、部门协
同、各负其责”的工作体系，建立房产证
问题专班推进抓统筹、专项联动抓破
题、专责落实抓成效、专窗办理抓服务
等工作机制，按照“一小区、一项目、一
方案”要求，通过全面排查、调查核实、
分析研判、任务交办、集体会商“五步工
作法”，挂图作战、打表推进，高位推动、
动态督促化解历史遗留问题。

此外，为压实专班责任、职能部门
主体责任，该县纪委监委与县委巡察
办、县法院、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县住
房城乡建委、县税务局等单位联动破
题，创新“先行登记、并行完善”容缺受
理机制，按照“依法依规、尊重历史、注
重现实、民生优先、管办分离”原则，推
动增设房地产项目不动产登记历史遗
留问题办理专窗，开设绿色通道，并将

“办证大厅”搬至小区，现场发证。
截至目前，城口县阳光水岸、水晶

丽城等6个房地产项目4000余宗不动
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群众急
难愁盼，深化‘室组’联动+‘组组’联
动+纪巡联动，监督推动巡视巡察发现
问题整改，坚决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
益。”该县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

城口解决4000余户群众
房产证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当前，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
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带
来深刻变革，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
为当前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

作为全国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
设样板校、教育部职业院校数字校
园建设试点院校、重庆市智慧校园
示范校，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在市级

“双高计划”建设背景下，以信息系
统、数据资源、基础设施为基本要
素，以流程管理方法为突破口，构建

“三维数字校园治理体系”，支撑职
业教育的育人、教学、管理和服务，
推动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
能。

加强顶层设计
构建学校现代化治理体系

“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将流程
管理方法植入学校治理体系，推进

‘服务有温度、数据有体系、管理有
规范、安全有保障’的数字校园体系
框架构建，实现战略业务化，业务流

程化、流程标准化、标准数字化。”重
庆财经职业学院校长曹毅表示。

近年来，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围
绕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紧扣学生
和教师共同发展，坚持需求导向、创
新引领、深化应用、流程再造的原
则，落实“一三一五”数字赋能计划，
即重组一个组织机构，打造三维治
理体系，形成一套流程制度框架，实
施五项数字化提升工程，推动教育
决策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
教育管理由单向管理向协同治理转
变、教育服务由被动响应向主动服
务转变。

学校以流程管理为核心，组建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强化
决策和统筹协调职责，构建战略管
理维度的“KPI绩效指标体系”、数
据维度的“数据治理体系”、项目维
度的“数字化项目管理体系”，建立
跨部门协作的业务信息化融合管理
制度，广泛开展信息化基础设施提
升工程、“大纵深”信息安全能力提
升工程、信息化素养提升工程、信息
资源服务提升工程、应用服务提升
工程，实现信息技术与学校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创新、社
会服务、国际交流等方面的深度融
合，为创新型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培
养提供有力支撑。

如今，学校基于流程管理，构建
起全方位、立体化的新时代教育管
理信息化制度体系，提升教育管理
与学校治理的科学性、时效性和规
范化，促进学校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

优化管理服务
促进各项工作高效便捷

建设数据治理平台，打通教师、
学生、专业、课程、组织架构5大方
面主数据；打造“WE重财”一站式
线上办事大厅，实现“数据多跑路，
师生少跑腿”；建成学校、专业、课
程、教师、学生层面的分析决策指标
体系，含指标241项，提供各层级预
警及科学决策支持。

乘着数字化、信息化的东风，重
庆财经职业学院聚焦教、学、研、管、
评等核心业务，加强信息系统、教育
数据等规范管理，通过教育资源进

行优化配置，深化大数据技术的应
用，不仅推进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一
体化建设，更是实现跨部门、跨岗
位、端到端的自动化业务流程管理。

“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离不开数字转型、智能升级、
融合创新。通过加强教育管理信息
化统筹协调，优化信息系统供给模
式，促进管理服务流程再造，实现学
校教育决策、管理、服务的高标准运
行。”曹毅表示。

据悉，学校系统梳理现有管理
制度，形成12个方面300余项管理
制度，制定全校各个部门和工作领
域《质量管理手册》30本，编制业务
管理流程200余个，推动管理服务

“减流程、减证明、减时间”。
与此同时，学校支持用户角色、

组织机构统一的权限管理以及校内
信息系统跨域单点登录，建有支持
统一身份认证、CA证书分发、数据
集成的行政办公、人事、教务、科研、
财务、资产、学工、后勤和就业质量
跟踪等管理信息系统，通过电子学
生证、一卡通等，提供门禁通行、上
课考勤、校园消费等服务，催生“上

网一个号，信息一个站，消息一通
道，校园一张卡，办事一张表”的管
理服务新生态。

赋能教育教学
提升师生数字素养技能

数字化、信息化为高校的教育
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
促进管理服务流程再造的同时，也
为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展拓展了更
为宽广的发展空间。

在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
中，重庆财经职业学院运用数据共
建共享平台，支持二级学院依据专
业组群逻辑、专业转型新形势、专业
工作新要求，打造数字化课程教学
资源；运用信息化基础设施条件及
技术服务能力，重点支持打造智慧
财务、智能制造、智能建筑以及智慧
金融、智慧旅游的仿真实训环境；运
用个人服务门户、校本云平台打造
教育、学习及交流的个人学习空
间。实现以教育治理现代化赋能教
育教学开展，改变教师教和学生学
的方式，全面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与

技能。
学校还依托校本资源平台、超

星课堂、理实一体化课程、数字化实
训课程、共建共享实训基地，建成4
个并新立项3个市级专业教学资源
库。引入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工作
管理与服务系统，建设智慧教室、互
动实训室、课堂教学平台、教学服务
手机端、超星学习通App、PC终端
学习平台、网络教学平台、课程微信
公众号等数字化平台，促进多资源
开发、多情景展现、多形式交流。

截至目前，学校智慧教学平台
的教师访问量约1300万人次，学生
访问量约4亿人次，活跃课程934
门。建成市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8
门，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门，
实训室114个，VR体验空间1个，
虚拟仿真实训中心2个，高等职业
教育市级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1个。学校积极推动信息化素养提
升，获重庆市信息化素养大赛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

文秀月 张骞月

数字化赋能流程管理 开拓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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