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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5
月 8 日 电 （记 者
黎云）5月8日下午
3时许，我国第三艘
航空母舰福建舰完
成为期8天的首次
航行试验任务，顺利
返回上海江南造船
厂码头。

试航期间，福建
舰完成了动力、电力
等系统设备一系列
测试，达到了预期效
果。下一步，福建舰
将按既定计划开展
后续试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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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一件事，一件事一辈子。她
带领团队从当年的1个园64个孩子13个
老师，发展为今天的5个园区75个班级
2000多名孩子270名教师的集团园；她
带领老师们承担片区研训基地龙头园、联
合教研项目，对口帮扶28所镇乡中心园
和民办园，帮助园所提高保教质量；作为
重庆幼儿师专教育实践基地，每年接待见
实习生500余人次，积极传递先进的管理
经验和教育理念；作为重庆市熊壮名园长
工作室主持人，多层次承担区域内园际交
流活动，承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
幼教联盟展示活动，总结、推广、交流课改
优秀成果，助力学前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她就是2023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重庆市最美园长、重庆市骨干校长、
万州区麻柳林幼儿园园长熊壮。

向每个家庭倾注“爱”的能量

熊壮原所在的龙都幼儿园地处
移民开发区，10多年前的龙都街道，
大都是移民家庭。2008 年，熊壮担
任园长后，就坚定地说：“我们要办社
区需要的移民园，让孩子们能在家门
口享受优质的学前教育。”

围绕这个理念，一方面，熊壮带
着教师走进社区宣传科学育儿，许多
移民家里都留下了她的足迹，经过充
足调研后，在全区率先制定了园级减
免政策，建立困难户家庭档案，成立
留守儿童基金会，开展为留守儿童送
爱心系列活动；另一方面，熊壮多方
借助外援筹措资金，强化园所软硬件
环境提升，实施改扩建项目增加学
位，实现了室内外环境的大改善。其
中一学期，幼儿园全免入园儿童多达
65个，一度造成幼儿园运转困难，熊
壮想方设法争取援助，全力保障在园
儿童的正常生活学习，她说：“一个都
不能少！”

熊壮把情怀演变为行动，成为幼
儿园办园的“基调色”，为库区教育发
展增添了不少温度，这一系列心系民
生的举动得到了市里的高度认可。

如今，熊壮亲自抓落实，制定了
《麻柳林幼儿园教育集团家园课堂实
施方案》，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明
确了具体工作要求；各园区开启“每
周五课堂”家园学习，给机会、给路
径、给内容、给展示，形成了家长每周

学习、幼儿天天进步的良好局面。

让每个生命变得阳光自信

初到龙都幼儿园时，熊壮园长发现
孩子们非常“怕生”，连面对摄像机、照
相机都很畏惧，有客人来园时经常瑟瑟
地往她身后躲。她看在眼里、疼在心
里，确定了幼儿园办园理念——“让每
个生命绽放异彩”，探寻适合本园儿童

发展的课程模式和教学方式，力求实现
课程资源本土化、课程建设园本化、课
程实施生活化。

熊壮发动教职工走家串户、深入调
研、寻找对策，申报重庆市级课题《三峡
库区移民区域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研
究》成果得到各界肯定并推广。同时也
通过课题研究，多元化地培养儿童社会
性的发展，改变着区域内的适龄儿童。

幼儿园先后有10来个市区级课题
成功结题，目前，在研4个市级课题、3
个区级课题，形成了人人参研的浓厚氛
围。熊壮带领老师们坚持分层培养，通
过搭建平台促进教师不断发展，先后培
养了8名市区级骨干教师、5名高级教
师、11名中级教师，有32人次教师作为
国培专家外出授课，有102位教师的文
章在国家级、省市级刊物发表，给幼儿
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熊壮和幼儿园团队借力南京市对
口帮扶改善办园条件，帮助幼儿园实现
了设施设备的科学化和先进性，实现了
游戏化、个性化、功能化的成长环境；借
助全国知名的南京市鼓楼幼儿园强化
师资培训，根植“活教育”思想，全面落
实“一日活动皆课程”办园理念，以集中
学习和自主研修的方式不断转变教师
教育理念。现在，每位孩子都生龙活
虎、阳光自信。

向社会大众亮出“真”的教育

2022年12月，在万州区深化教育
改革的进程中，原万州区直属机关幼儿
园和万州区南京幼儿园强强联手，共创

品牌，成立了万州首个幼儿园教育集
团。

是际遇是挑战，是责任是担当，熊
壮迎难而上，坚持用朴素的思想做朴
素的教育，用朴素的力量助力推动万
州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在她的引
领下，经过团队若干次碰撞，结合集团
各园优势、特点，围绕“玩向世界”理
念，形成“让顽童变玩童，让玩童变完
童”的培养目标，亮出“我们这里很好
玩”的口号。构建以商圈课程、博玩课
程、探究课程、艺创课程为支点的园本
课程——玩未课程体系，形成资源互
济共享、本土文化凸显的集团优势，为
区域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了参考。

2023年3月，麻柳林幼儿园教育集
团南京幼儿园率先在全区开启了周末
公益亲子托管服务，帮助家长缓解幼儿
周末“看护难”的问题，解决家长的后顾
之忧。2023年6月重庆市熊壮名园长
工作室成立，熊壮“众行致远 朴素前
行”的教育主张影响着更多人，一辈子
只做一件事的坚持也感染着更多的人。

潘锋 贺晓琴
图片由万州区麻柳林幼儿园教育集团提供

熊壮和孩子讨论为什么万州有个南京幼儿园熊壮和孩子讨论为什么万州有个南京幼儿园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4月28日，2024年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
人先锋号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重庆市慈善总会荣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状”。

重庆市慈善总会成立于1994年，
30年来，总会始终以“慈善为民、依法行
善，聚焦乡村振兴、聚焦特殊群体、聚焦
群众关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为宗旨，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在扶贫济困、助医
助学、乡村振兴、救助危难等领域发挥
了重要补充作用。截至2023年12月，
共募集款物87.75亿元，惠及市内外群
众1000万人次以上。

2016年以来，总会第四届、第五届
理事会先后成立，重庆市委原常委、政
法委书记，时任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
主席的刘光磊任会长，重庆慈善事业
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2016—2023
年，总会累计筹募款物62.79亿元，救
助总支出60.05亿元，受益群众数百万
人次。

作为5A级社会组织，多年来，总会
先后荣获全国、全市各类奖励表彰数十
次。2021年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
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光荣称号，
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先进
社会组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
位”“中华慈善奖”“重庆慈善奖”等表
彰。

近日，市慈善总会更名为市慈善联
合总会，是我市为优化慈善配置、更好
地发挥慈善组织作用、促进慈善事业高
质量发展而作出的重大调整，对新时代
重庆慈善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慈善成为助力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在脱贫攻坚大会战中，总会坚持把
助力脱贫攻坚作为慈善发展的头等大
事，将涓涓爱心汇聚成了磅礴的力量。
2016—2020年，用于脱贫攻坚的款物
达27.65亿元，占同期总支出的85%以
上，帮扶贫困人口123万人次，成为重
庆社会力量扶贫的主力军。

总会开展产业扶贫，助推18个区
县贫困村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乡村产
业。开展教育扶贫，资助3.5万余名贫
困学子如期完成了学业，2所新建的希
望小学响起了琅琅读书声。开展健康
扶贫，帮助14个贫困区县设立各1000
万元以上的大病医疗救助基金，累计救
助贫困患者32万人次。争取中华慈善
总会药品援助12.43亿元，救助贫困癌
病患者7.64万人次。身患白血病的石

柱县女孩刘佳雪，就从中受益，顺利完
成骨髓移植手术。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圆满完成，
总会又踏上了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征
程。出台助力乡村振兴实施意见，计
划2021—2026年六年捐赠投入30亿
元以上帮扶资金，实施1000个项目，
打造乡村振兴公益品牌项目20个以
上。

从2022年起，总会创新举办“乡村
振兴·重庆专场”公益活动，连续两年联
动全市41个区县、数十家社会组织及
志愿服务组织，精心策划上线517个项
目，动员957万人次参与，募集资金7.11
亿元，一批项目已收到较好成效。例
如，“点亮乡村”项目，在全市156个乡
镇安装太阳能路灯4.6万余盏，惠及村
民50多万人。“但见山乡辣椒红”项目，
让1600多户农户增收，辣椒品质也得
到改善。

2021—2023年，总会用于乡村振
兴的款物22.87亿元，占同期总支出的
85%以上。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2万多
名慈善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义诊、
电商培训等公益活动；在渝东南少数民
族地区，开办了7个慈善超市，送发慈善
款物942万元，惠及当地困难群众和留
守儿童数万人次。总会先后派出两名
工作人员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专职参与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收到了良好效
果。

总会助力乡村振兴不遗余力，扶弱
济困工作同样成效显著。2016—2023
年，总会先后筹集款物2.3亿元，开展

“慈善情暖万家”春节慰问、关怀孤寡老
人、困境儿童和环卫工人等助困活动，
让20多万名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
的关爱。

重庆互联网募捐走在
全国前列

大山大水铸就了重庆人敢于创新
的性格，为慈善事业发展不断注入活
力。

近年来，总会通过组建互联网募捐
部门，开通一批网络募捐平台，逐步完
成了与互联网的亲密牵手。

在“99 公益日”活动中，2016—
2023年，总会募捐额持续位居全国慈善

组织前列。2023年，全市3/4的街镇、
1/3的村居、300多万人次参加了总会
组织的互联网募捐。互联网募捐额在
总会募捐总额的占比逐年增长，2023年
已超70%，成为重庆慈善募捐的主渠
道。

截至2023年12月，总会在全国12
个互联网募捐平台共募集善款27.41亿
元，累计动员超过1亿人次参与捐赠，实
施救助项目1000个以上。

走进綦江区三角镇中坝村，时刻能
感受到这里乡村振兴已按下“快进

键”——产业路修通后，村民们纷纷回
家修房，就业创业；90万元慈善资金的
注入让中坝村的茶园发展蓬勃兴旺，
520户村民实现增收致富；更有村民当
起了“主播”，线上销售土特产，将慈善
助力乡村振兴的成果传递到各地。种
种变化离不开綦江区慈善会“一村一
梦”互联网募捐项目的助力。

在巫山县，“空巢老人爱心餐”项目
照顾了老人们的胃，更温暖了老人们的
心，让他们有个幸福安宁的晚年；在石
柱县，“土家孩子求学梦”项目已经走出
了一条“互联网+教育扶贫”的助学育人
之路，成为了石柱“助学启智工程”响亮
的名片。

目前，重庆已形成“1+41X+N”的
互联网慈善发展格局。“1”即重庆市慈
善总会充分发挥枢纽型公募慈善组织
的平台作用；“41X”是各区县慈善会，
带动一大批街道、乡镇、村居、企事业单
位和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N”是市
慈善总会带动市级慈善组织、社会组
织、志愿服务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形成
慈善组织、学术界、媒体、企业以及广大
公众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以促进专业
化、多元化、信息化和社会化的互联网
慈善的长足发展局面。

创新项目把重庆慈善的
名片越擦越亮

在救助方面，总会从小事着眼，创
新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慈善品牌，取
得突出社会效益。

2018年以来，总会创新推出的10
辆“助浴快车”已开进28个区县的100
多个社区、街道、乡镇和养老机构，累计
为失能半失能老人送去舒适和温暖
达6万多人次。这一项目也成为全国慈
善领域的新亮点。

为减轻大病困难群众的负担，总会
在15个区县设立了大病医疗救助基
金，累计救助大病患者 33 万人次。
2023年，又与安诚保险公司合作，创新
推出“慈善+渝快保”项目，对大病困难
患者医疗费用自费部分给予商业保险
救助保障。2023年在潼南区成功试点，
2024年联合21个区县慈善会为2.27万
困难群众购买“重庆渝快保”，其中总会
捐赠配套资金10%。

总会还开展老年食堂助餐行动，截

至2023年，通过线上线下捐赠投入资
金769万元，4个区县约51.2万人次老
人受益。

为帮助城镇困难群众，总会支持全
市90多个乡镇街道设立340支社区阳
光基金，累计受益群众11万余人次。
青龙山陵园公益墓地已为近千个困难
家庭解决家人逝后安葬问题。

总会慈善基金质量也不断优化。
截至2023年底，总会累计设立慈善基
金125支，基金总额7.53亿元。探索建
立的金融慈善平台，近年先后与信托公
司等单位合作，建立了5个助医助学慈
善信托项目。

一个个创新项目，把重庆慈善的名
片越擦越亮。

七条举措彰显慈善新作为

为积极响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四川省、重庆市慈善总会签署合
作协议，携手推进两地慈善事业高质
量发展。总会的“助浴快车”开进成都
市青羊区、四川省德阳市，为1500多
名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免费洗浴。四
川泸定地震后，总会组织爱心企业捐
赠款物300多万元，帮助开展抗震救
灾。

重庆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
源于这座城市的慈心善举，更得益于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全力扶
持。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委主要领导对
慈善工作的批示精神，总会提出了七条
举措：一是深入学习领会批示精神，明
确新重庆新慈善新作为的新任务；二是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扶
弱济困取得新成绩；三是壮大慈善志愿
者队伍实现新发展；四是互联网慈善取
得新业绩；五是持续打造慈善新品牌；
六是弘扬慈善文化达到新水平；七是党
建引领展现新气象。

爱心闪耀新重庆，慈善彰显新作
为。总会长期遵循的工作目标是联合
全市慈善力量，推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
展；全力助推全市乡村振兴、扶弱济困；
互联网募捐平稳增长，筹募总额持续保
持在全市首位、全国前列；初步建成慈
善领域自律体系和自治体系；努力将市
慈善联合总会建设成为全市实力最强、
口碑最好、群众最放心，在全国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省级慈善组织。

更名后的市慈善联合总会，承担着
新的职能、新的使命。它既增加了引
领、协调、指导、服务慈善组织的新职
能，又保留了原有慈善机构募集款物、
慈善救助的主业。

前程远大，使命催征。重庆慈善事
业必将迎来更加宽广宏阔的前景。

善 行 重 庆 30 年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集体、重庆市慈善联合总会发展纪实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记者 宋晨 徐鹏航）
5月8日10时12分，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精确控
制下，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实施近月制动，顺利进入环月
轨道飞行。

近月制动是嫦娥六号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的一次关
键轨道控制。嫦娥六号探测器飞临月球附近时，实施“刹
车”制动，使其相对速度低于月球逃逸速度，从而被月球引
力捕获，从地球“怀抱”投入月球“怀抱”，实现绕月飞行。

不要小看“刹车”的难度，如果“刹车”力度不够，速度
没有降下来，嫦娥六号探测器将滑入外太空。反之，如果

“刹车”过猛，则可能与月球碰撞。
嫦娥六号探测器由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上升器

组成。为了踩好这一脚“刹车”，嫦娥六号轨道器配备了
1台3000牛推力的轨道控制发动机，以进行引力捕获时
的制动减速控制。

探月工程四期由国家航天局牵头组织实施，包括嫦
娥四号、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等4次任务，嫦
娥四号已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早在今年3月
20日，鹊桥二号中继星成功发射，为地月间中继通信架
设了新“鹊桥”，迈出了我国探月工程四期任务的重要一
步。5月3日晚间，嫦娥六号探测器由长征五号遥八运载
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之后准确进入地
月转移轨道，由此开启世界首次月背“挖宝”之旅。

在鹊桥二号中继星的支持下，嫦娥六号探测器将调
整环月轨道高度和倾角，择机实施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
与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分离。之后，着陆器上升器组合
体实施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软着陆，按计划开展
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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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福建舰顺利完成首次航行试验

这是首航试验
中的中国海军福建
舰（5月7日摄，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发

2024年3月，市慈善总会会长刘光磊带队赴荣昌区实地调研“点亮乡村太阳能
路灯”等慈善项目实施情况。

市慈善总会的“慈善+渝快保”项目已为全市近3万名困难群众送去保障。
（本组图片由市慈善联合总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