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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以来，我市坚持以城带乡、城乡共进，以公
益普惠和优质均衡为方向，新建改扩建幼儿园200所、普
通小学2567所、普通初中843所、普通高中280所，新
增学位27.8万个

目前，全市学前教育毛入学率93.06%，公办园在园
幼儿占比56.56%，普惠率达94.61%，均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全市优质高中资源覆盖率达到75%

实施青少年创新能力培养“雏鹰计划”，每年选拔400
余名高中学生进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参加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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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4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能为解决民生问
题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每年办一些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教育是一座城市持续发展的基石，
是创新的推动力，也是衡量民生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近年来，重庆坚定不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高质量教育提升民生
幸福指数，以高质量教育支撑高质量发展。

从一所援建学校的变迁看教育强市建设

四月的涪陵，春和景明，万

物吐绿。

走进位于涪陵区顺江大道

24号的浙涪友谊学校，校园里

绿树成荫、藤蔓倒垂，教学楼里

传来琅琅读书声，一群群青春少

年在操场上嬉笑追逐，天真烂漫

的表情和春日的阳光相映成趣。

浙涪友谊学校前身为始建

于1938年的涪陵城区第四小学

校，因三峡工程建设而整体移

建。2004年5月，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

率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渝考察，

为学校迁建捐资1000万元，并

亲自为学校奠基。

近20年来，在浙江等地的

倾情帮助下，浙涪友谊学校基础

设施持续改善，办学规模不断扩

大，教学质量大幅提升，并于

2023年获评首批全国中小学科

学教育实验校，成为当地老百姓

“身边的好学校”。

浙涪友谊学校的发展与变

迁，不仅见证了浙涪两地人民深

厚的友谊，也是重庆“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的一个生动缩影。

核心提示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李志峰

一把铁锹
是希望，更是激励

“叔叔阿姨，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宝贝’？”
3月27日，记者刚跨进校门，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少

年便指引着我们来到了校园里的感恩园。
感恩园里，摆放着一把铁锹。长柄、尖头，和平时工

地上的铁锹并无两样。
为什么校园内要陈列一把铁锹呢？

“没有它，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学校呢！”孩子们七嘴八
舌地说着。

“这是总书记当年为学校奠基时用过的那把铁锹
呐！”67岁的退休教职工谢应习在一旁补充道。

事情还得从30年前说起。1992年，为了三峡百万
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党中央、国务院发出
了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号召——国家有关部委和
16个省（区、市）、7个大城市从此与三峡重庆库区协作一
心，通过资金援助、项目帮扶、人员培训等多种途径，全力
支援三峡重庆库区移民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

2004年5月19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习近平率队来渝考察对口支援工作，并来到三峡
工程全淹没学校——涪陵城区第四小学校（浙涪友谊学
校的前身）新建校区工地察看，并亲自为工程铲土奠基。

“仪式结束后，大家激动的心情依然难以平复，有些
人还特意在奠基石边拍照留影。我当时心里想着，要把
铁锹留下来当个念想。”于是，当天学校的奠基仪式结束
后，谢应习便特意把铁锹保管起来，并一直留存至今。

“这把铁锹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念想，代表了一个
希望，更是一种激励。”涪陵区教委副主任张德强说，早在
1992年3月，浙江便开展了对涪陵的各种支援工作，在
实施对口支援工作的30多年来，浙江省已累计资助包括
浙涪友谊学校在内的涪陵区学校建设144所（次）。“浙”
和“涪”两个字，历经时间沉淀，成为一个执手相携、深情
协作的代名词。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2005年12月，全新“城四校”
建成投入使用，成为一所小学与初中于一体的九年一贯
制学校。新校占地50亩，是迁建前的11.6倍；建筑面积
4.98万平方米，是迁建前的20.9倍。发展到今天，学校
已有55个教学班，学生2289人，办学规模翻番。

学校的环境也大变样。环校公路及活动场地均铺设
柔性沥青路面，实现“班班通”“无线网络”“校园监控”全
覆盖，教学楼、实验楼、科技楼、图书馆、学生公寓自成体
系又廊道相连，形成一个有机建筑群体。校内绿树成荫，
鸟语花香，是一所典型的园林式校园。

为了感恩社会各界对浙涪友谊学校的关心关怀，
2007年12月，涪陵区委、区政府将学校更名为浙涪友谊
学校，并将校史陈列馆更名为“感恩园”。这把象征希望

的铁锹，也成为了感恩园里最重要的展品，向师生和每一
位前来参观的人诉说学校变迁的历史，展现党和政府对
三峡移民、对教育事业的关心。

一封回信
种下懂感恩、知奋进的种子

在感恩园内，还有一面红色的“回信墙”，上面悬挂着
两封信：一封是2008年3月18日浙涪友谊学校团委、少
先队及全体学生写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的
信；另一封是当年4月6日习近平的亲笔回信。

写这封信的是当时学校六年级学生覃健益和朱
成翰。

“我现在都记得当时写这封信的情景。”提起往事，已
是重庆市兼善中学英语教师兼班主任的朱成翰滔滔不绝
起来。

朱成翰回忆，当年，语文课上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
题目为《给……的一封信》。

写什么呢？朱成翰十分苦恼。透过教室窗户，他看
到绿树成荫的校园，联想起学校奠基时的情形，顿时心里
有了主意——要不给习伯伯写一封感谢信，给他讲讲现
在学校的模样。

朱成翰的想法得到了班主任陶培的支持。于是，朱
成翰和同学覃健益作为全校学生代表，用三页信纸工工
整整地向习伯伯介绍了学校的发展情况，讲述了师生们
的心声。

这封满怀感恩之情的信寄到了北京。令朱成翰万万
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寄出去不到一个月，他们就收到了
一封抬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

“习伯伯回信了！”整个校园都沸腾起来，师生们迫不
及待地想知道习伯伯在信里说了些啥。

“浙涪友谊学校的全体同学：你们好！看了你们的来
信，又使我回忆起2004年愉快的涪陵之旅，与同学们相
见、共同为新校园奠基的情景历历在目。你们已经在新
校园学习了，并且取得了好成绩，我很高兴。希望同学们
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勤奋学习，健康成长，努力成为合
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朱成翰又念了一遍习伯伯的
回信内容，心情依然激动。

“没想到习伯伯会回信，没想到他还记得我们学校，
对我们和学校十分关心，这让我备受鼓舞。”朱成翰说，在
高考后填报志愿的时候，他选择了公费师范生专业。

“我想成为一名教师，当一名优秀的教师，不仅仅因
为教师这个职业受人尊重，更重要的是，国家特别需要人
才，我想尽一点力，力所能及地回报社会和国家。”朱成翰
说。

在浙涪友谊学校，和朱成翰一样，一批又一批学子在
感恩和激励中走出涪陵，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该校党总支书记钟长余介绍，学校建设感恩园、立德
园、树人园、勤学苑、奋进苑“三园两苑”，营造“时时受教

育，处处受感染”的德育氛围，并通过开展开学第一课、深
研践悟活动，让孩子们从小便懂感恩、知奋进，牢记嘱托，
让爱党爱国、立德力行的种子在每个人心里生根发芽。

一个科创空间
培养学生的动手、动脑及创新能力

“园哥，您好！”
“园哥，这周我回去把机器人重新调试了一次，你帮

我看看可以不？”
3月27日下午，浙涪友谊学校科技老师周园抱着书

本去上课，教学楼下一群学生围着他打招呼。
“我和他们既是师生，也是朋友。”周园告诉记者，

2015年，大学毕业的他来到学校任教，经常带着孩子们
玩机器人编程、飞无人机、操作航模、参加比赛，和学生们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走在校园里经常被学生们亲切地喊

“园哥、园哥”。
“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绝大多数是三峡库区移民

的孩子，不少孩子连市外都没去过。”该校德育主任任秋
华说。

从2015年开始，学校相继开设了航模、机器人（编
程）、发明创造等社团，成立了涪陵区唯一的科学特色工
作室“李於生科创工作室”，组织学生成立科学社团和兴
趣小组，开展科技创新大赛、科技文化节等活动。

2022年12月，学校知行科创空间建成投用，建筑面
积有2500平方米，里面有物联网展厅、机器人展厅、科技
作品展厅，还有知行创客坊、人工智能教室、航模操作室
等多个功能室，可供平时开展跨学科教学、项目化学习、
人工智能教育等。

近10年来，学生参加国家、市、区组织的科技类比
赛，先后获国家级奖10余个、市级奖50余个、区级奖
300余个。

今年1月底，教育部公示了首批全国中小学科学教
育实验区、实验校名单，浙涪友谊学校获评首批全国中小
学科学教育实验校。

“不仅如此，我们还开设了泥塑课，用艺术陶冶孩子
情操。”任秋华介绍。

在学校的泥塑坊，陈列着几百件学生们的“得意之
作”。“学生泥塑作品连续四年受邀参加重庆市美术馆‘六
一’儿童节展出。2017年，学校也成为重庆市少儿美术
特色示范学校。”该校泥塑教师秦霞开心地说。

一本笔记
既靠“输血”帮扶，自身也要不断“造血”

提高教学水平

“古老师，你又在笔记本里记了什么？”4月3日上午，
浙涪友谊学校小学部一年级语文备课组办公室，一位同
事走到语文教师古柯身边打趣道。

“这可是我的‘宝典’哟。”古柯翻开笔记本，里面密密
麻麻的，全是收获。“这是我以前在杭州学习时记录下来
的宝贵经验。”古柯告诉记者。

古柯“取经”的地方，在千里之外的杭州市。从2018
年5月起，在浙涪两地教育部门的促成下，全国教育百强
名校——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与浙涪友谊学校正式结
对。两校从5个方面加强合作，包括管理互动、教师互
派、学生互访、资源共享、奖学奖教等，以帮助浙涪友谊学
校建设一支会管理、擅教学的干部教师队伍，建立完善的
现代学校管理制度，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办学品质。

2019年，包括古柯在内的30多名青年教师前往杭
州学习。

“老师对学生自信心的鼓励和培养，值得我们学习借
鉴。”

“这里的学生真的很大胆自信，很愿意张扬自己的个
性，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也应
该这样。”

……
在古柯的笔记本里，类似的感悟还有很多。
回到学校，古柯对教学方法做了改进，增加了许多与

孩子们的互动环节，更注重激发孩子们学习的主动性。
古柯也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分享给学校的其他教师，

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和分享教育教学心得。
“我们既靠‘输血’，自己也要不断‘造血’。”钟长余介

绍，除了派出老师外出交流学习，学校还推行“阳光成长计
划”，聘请区内外教研机构的学科专家和优质学校的一线
名师为导师，组建了许多合作学习小组，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钟长余称，学校总结提炼出“牢记嘱托、勤奋学习、健
康成长、报效祖国”的校训，把感激和感动转化为办好学
校、育时代新人的动力。

3 月 27 日，涪
陵区浙涪友谊学
校，学生们在操场
上锻炼身体。

记 者 李 雨 恒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