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朴中学“传承五四薪火，凝聚青春力量”新团员入团仪式

八十载栉风沐雨，王

朴中学始终与时代浪潮同

频共振、与民族复兴同向

而行，书写出人民满意的

“教育答卷”，在建设教育

强市的征程中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红岩精神，薪火相

传。一直以来，王朴中学

积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以讲好王朴故事为载

体，以弘扬、传承王朴母子

“舍小家，为国家”的家国

情怀为己任，采取校馆联

动强阵地、党建统领强活

动、思政融合强课程等策

略，不断强化师德师风建

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助力

“双强化”工程提质增效，

为打造具有重庆辨识度、

全国影响力的“红岩思政”

育人品牌贡献力量。

创新课程体系
夯实铸魂工程的精神力量

“滔滔嘉陵，滚滚向前；青青啊华
蓥，巍巍壮观；这里有个美丽的花乡，
王朴精神放光芒……”音乐课堂上，孩
子们正襟危坐，歌唱着校歌《生命的荣
光》，缅怀首任校长王朴烈士。

在王朴中学，将爱国精神融入教
学的课堂比比皆是。学校将红色资源
转化为立德树人的课程资源，倡导教
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传承精神，对学
生进行体系化、课程化、实践化的“红
岩思政”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新时代公
民意识责任，形成独具特色的“红色教
育”课程体系。

立足学生成长需求，学校充分发
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积极推动
爱国主义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
脑，丰富和优化课程资源：融入语文教
学，开发重庆市普通高中精品选修课
程《王朴精魂》，编纂《信仰的启示》《党
史故事青少年读本》《王朴故事绘本》，
营造书香氛围，让学生在阅读中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融
入政治教学，创编红色话剧《开学第一
课》《钱可以做什么》《为什么而读书》
《爱国与年龄无关》等与王朴烈士的革
命故事相关的视频作品，让学生在参
与展演的过程中，进一步接受“精神洗
礼”，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

为更好发挥课程育人实效，学校
还打造了红色文化教育课程基地和

“三史三爱”高中历史课程基地，擦亮
重庆市德育课程品牌，以14个篇章呈
现烈士壮举；组织教师开展师德师风
主题学习活动，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
育人观，提升职业道德水平，绷紧“思
想弦”；组织学生参与王朴烈士陵园的
日常管理，规范校园文明礼仪。

拓宽育人场域
激发精神成长的多维磁场

“王朴同志毁家纾难，坚贞不屈，

用短暂一生诠释共产党人的信仰，铸
就了精神丰碑。今天我们共同缅怀王
朴英烈，铭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在烈士纪念日，学校组织教师走
进王朴烈士陵园，通过献花、默哀等方
式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强化
师德师风。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激发爱国
热情、凝聚人民力量、培育民族精神的
重要场所。

自2017年参与王朴烈士陵园的
共建共管后，学校就积极打造“校馆联
动”的创新模式，将爱国主义教育阵地
搬出课程、走进社会，坚持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注重历史与现实相呼应，把爱
国主义教育融入社会实践。

如今，王朴烈士陵园已成为学校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成为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场域，新教师入
职仪式、新党员入党宣誓、新团员入团
仪式、革命先烈缅怀活动、廉洁教育活
动等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在此开展，
让师生在红岩精神的熏陶中茁壮成
长。

在统筹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硬
资源”的同时，学校还注重实践活动、
志愿服务、庆典仪式等“软载体”的打
造。每逢重要时间节点，均会开展相
关活动：或是邀请家长与师生共述红
色故事；或是邀请王朴烈士之子王继
志回校开办专题讲座或是开展研学旅
行和远足活动，让师生在回望历史与
追寻先烈的足迹过程中，激发传承之
志、爱国之情。

学校还联动校、家、社多方资源，
将红岩思政课堂搬到历史发生地、革
命遗址地、英雄纪念地、文化传承地，
让学生亲身体验红色故事、亲身接触
红岩精神，成为自觉传承、弘扬伟大爱
国主义精神的表率。

扩大辐射范围
汇聚薪火传承的磅礴能量

“新时代的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呢？答案就是伟大的中国梦——为民
族复兴而读书。”2022年，学校开展了

“王朴学长话王朴”活动，第一期由
2020级学子带来《为什么而读书》，引
发了学子的共鸣。

作为一所以弘扬王朴精神为己任
的学校，王朴中学多角度开展各类宣
讲活动，让王朴烈士的英勇事迹和精
神广为传颂。

搭建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平台，让
学生能讲。学校红色故事队每年都面
向初一、高一招收新队员，为传播红色
基因注入新鲜血液。队伍以社团活动
为依托，每周都会开展丰富且充实的
培训活动，组织队员前往王朴烈士陵
园、周边村社、市内外学校进行义务宣
讲，激励学生逐步成长为优秀的红色
故事传承者。近年来，学校涌现出全
国美德好少年谈莉、全国新时代好少
年周茂姣、重庆市新时代好少年喻新
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周润柳等一大
批优秀学子。

组建爱国主义教育专业队伍，让
教师善导。学校党委成立王朴精神党
员宣讲队，由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任宣
讲队长，师生任讲解员，他们从菁菁校
园出发，迈向周边的社区、村社，乃至
市内市外的学校。四川、贵州、天津都
留下了讲解员的身影，校外宣讲50余
场，听众达到数万人，王朴精神在每一
次的讲述与聆听中熠熠生辉，王朴中
学党员及师生人人会说、个个能讲王
朴故事。当前，学校开展活动1000余
次，接待来访单位或党组织1000多
个，来访人员5万余人次，解说500余
场。

如今，一系列深化爱国主义教育
的举措正在王朴中学发挥积极作用，
成效显著：学校获评“全国乡村温馨校
园建设典型案例”“重庆市中小学（幼
儿园）德育品牌学校”“重庆市红色基
因传承工程馆校基地”；学生在市、区
巡回展演王朴烈士的革命故事超50
次。

打造红岩思政、传承红岩精神、
培育时代新人。面向未来，学校将
用心用情办好红岩精神特色思政课
程，持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努力培
养学生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
代新人。

李忠良 张晓量
图片由王朴中学提供

王朴中学

深化爱国主义教育 推动党建“双强化”工程走深走实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7月1
日，为期62天的2025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到8月
31日结束。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暑运期间，中国铁路
成都局集团预计发送旅客9535万人次、日均153.8万人
次，同比增加714万人次、增幅8.1%。

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按照“一日一图”模式动态灵
活安排运能。据预测，全国各地将迎来出行旺季，以旅
游、探亲、学生等为主的铁路客流将持续走高。从地点
看，客流主要为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昆明、武汉、铜仁、
南宁等城市；从线路看，集中在郑渝、成渝、达成、成贵、西
成、新成昆、渝昆、川青等热点线路。

为此，铁路部门将聚焦优势区段补强动车组列车运
力，夜间动车组列车开行力度持续增强，加大异地套跑补
充管内运能，加密普速夕发朝至产品开行。

具体来说，共铺画直通临客32对，异地套短10对。
其中动车组列车广州方向6对（含动卧1对）、南宁方向7
对、西安方向6对、大同方向1对、汉口方向1对、桂林方
向1对；普速旅客列车兰州方向2对、昆明方向2对、北京
方向1对、上海方向1对、包头方向1对、西安方向1对及
昆明至北京西、昆明至福州跨线2对。同时，充分发挥高
铁运输能力，铺画夜间动车组列车15对，满足旅客多元
化的出行需求。

此外，成都局集团公司将用好“熊猫专列”“锦绣山
河·岷江号”普惠型旅游列车、川青铁路动车组旅游列车、
普速旅游列车，带领旅客开启暑期深度全景游，为出行的
旅客提供一条条旅游新通道。

为期两个月
暑运今日开启
加开夜间动车、加密普速

“夕发朝至”列车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6月27日，渝厦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从
重庆东站出发，最快仅需38分钟，这条钢铁
巨龙便稳稳停驻于苗乡彭水。

自此，彭水彻底终结没有高铁的历史，正
式融入全国高铁网，驶入高铁时代的“快车
道”。

彭水西站站房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
米，站前广场约2.54万平方米，是渝厦高铁
沿线最大的站点。

“渝厦高铁彭水段的开通可谓一波三折，
彭水西站的建设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愚公移
山’。”彭水县交通运输委党委书记、主任廖燕
峰感叹。

站点选址历经波折

渝厦高铁彭水段建设的艰难，从规划之
初就可窥见一斑。

渝厦高铁彭水段投资约86亿元，铁路线
自高谷镇共和村引入，止于龙溪镇焦家村，全
长约63公里，在临江社区新设彭水西站。

“刚开始的规划方案，是将高铁站设置在
张家坝社区。”彭水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维
兵指着地图说。

为什么要把彭水西站设在张家坝？彭水
的思路很清晰。

原来，彭水县城建成区仅4平方公里，却
聚集着约20万人口。“千百年来，彭水县蜗居
在乌江狭窄修长的河谷地带，因城市用地紧
张，县城建筑像搭积木一样层层叠叠往上

‘码’，是拖累城市更新、产业发展的主要掣
肘。”张维兵说。

为此，2010年左右，彭水在老城西面规
划了约10平方公里的新城，张家坝就在新城
的核心位置。

就在彭水准备借着高铁“东风”带动新城
起飞之时，一瓢冷水却泼了下来：高铁站选点
没有获批！

问题出在哪里？一是高铁线会穿越白马
山，容易破坏地下水位层，影响生态环境；二
是线路会穿过约20公里的摩围山超长隧道，
大幅增加高铁建设成本和施工难度；三是线

路会穿过老城区，对老城景观和市民生活带
来影响。

此后，经过多番权衡、反复论证，彭水西
站最终设立在临江社区。

事实证明，这个选址实现“三赢”——
其一，彭水西站毗邻彭水新城，直线距离

约5公里，依旧是新城崛起的强引擎；
其二，依托景城三号路与九黎隧道，高铁

站仅需5分钟车程就可直达老城，加速推动
老城焕发新活力；

其三，彭水西站紧挨蚩尤九黎城，可实现
游客“快进慢游”，推动彭水成为乌江流域重
要旅游集散中心。

369米的山峰被劈开一半

高铁站的选址终于尘埃落定，但对彭水
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原来，高铁站的施工地点位于撮箕沟，而
撮箕沟地处庙岩和李家岩两山的夹缝之中，
山高达到369米，沟壑裂缝宽约200米，深度
达到160米。

“听到要在‘撮箕沟’建高铁站，简直是个
天方夜谭。”作为站前广场的建设方，彭水县
凯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铃森指着

高铁站房说，近1.2万平方米的站房没有一
寸土地不是削峰填谷而来，2.5万平方米的站
前广场在几年前还是一座高山。

2020年2月，随着“轰隆隆”的挖掘机刺
破庙岩山的岩层，彭水西站正式动工。

“我们将山峰划分为数十个阶梯，每个阶
梯8米高，从上至下开挖。”徐铃森介绍，庙岩
山挖掘进深超200米，土石方量达到350万
立方米。

作业高峰时期，工地一天就投入 800
多名工人、近百台挖掘机，漫天的尘土中，
400 多台渣土车排起的长队一眼望不到
边。

无论寒暑、不分昼夜，一天三班倒、整整
奋战7个月，庙岩山终于被劈开一半，车站与
站前广场平整的地基轮廓初显，高铁站得以
进入主体建筑施工阶段。

不过，高铁站的主体结构施工难度也不
小。比如，彭水西站站房右侧位于高边坡，边
坡高度达到16米。为此，施工团队搭设边坡
架体，模架工程安全隐患才得以消除。

此外，彭水西站候车厅空间狭小，钢网架
施工受限，项目为此创新采取金属屋面整体
顶升等方案，有效加快施工进度。

桥隧占比高达97.5%

除了高铁站修建难度系数拉满，高铁线
建设的难度也超乎想象。

彭水县高铁办公室负责人廖华川说，渝
厦高铁彭水段线路长62.85公里，桥梁达18
座、长约5.8公里，隧道13个、全长55.45公
里，桥隧占比罕见的接近97.5%。

比如，彭水乌江铁路大桥就是厦渝通道
重庆至黔江段的重难点工程之一。

该大桥全长804.6米，背靠青山，上跨乌
江，生态敏感度高。此外，这座桥地处喀斯特
地貌区，区域内岩溶发育，地质条件脆弱。
2020年，大桥进行基础施工时，重庆遭遇百
年一遇的洪水，基础施工难度陡增。

为此，修建大桥先后攻克了高位钻孔平
台大直径桩基施工、围堰平台一体化整体下
水、主墩水中基础桩基清水钻施工等工艺，
高25米、重达1500吨的围堰气囊法首次在
乌江流域完成整体下水，确保大桥建设高效
推进。

遇水搭桥的同时，逢山开路更是常态。
其中，位于保家镇的杨柳村隧道就是典例。
该隧道全长10418米，面临进口危岩、岩溶、
瓦斯、断层、膨胀岩变形、浅埋等多重复杂
地质挑战。为此，施工团队创新研发“三维
探测+立体治水”等多项技术。比如，在下
穿 319 国道浅埋层时，团队实施“微控爆
破+智能监测”，将单次爆破进尺控制在
1.0米—1.2米、爆破震动速度控制在2.5厘
米/秒以内，确保日均车流量超2万辆的国道
路基安全，成功实现“虎口拔牙”，助力渝厦高
铁如期建成。

现代版“愚公移山”

彭水劈山填壑开启高铁时代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6月27日，渝厦高铁正式通车。彭水西
站，不仅仅是一个停靠点，更成为彭水城镇发
展的“棋眼”。

从空间格局来看，它坐落于乌江之滨，恰
好处在连接彭水新城、老城与蚩尤九黎城的
黄金中轴线上，精准嵌入彭水县城镇空间规
划的蓝图核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彭水为此规划了4.6
平方公里的高铁片区，与老城、新城构成一体
化发展的中心城区，将着力打造彭水民族、生
态、文化三大特色的集中展示地，促进产城景

融合发展。
从产业发展来看，高铁将彭水独特的苗

家风情、壮丽的自然山水以前所未有的便捷
度呈现在八方游客面前。

尤其是彭水正积极融入重庆高铁东站旅
游联盟，联动渝厦高铁沿线区县提升“世界苗
乡·养心彭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快形成

“一日游”“多日游”精品线路，加速从单一过
境游向复合目的地游转型升级。

此外，彭水还以“一张高铁票 一场苗乡
情”为主题，制定组合式优惠激励方案，拟推
出景区门票免费、景区门票半价优惠、景区联
游门票优惠、旅行社优惠政策、研学机构及团

建工会优惠政策。
未来，彭水将持续提升住宿、餐饮、交通、

购物、娱乐等全链条服务品质，加速打造重庆
乃至全国游客领略武陵风情的首选门户。

从开放通道来看，渝厦高铁与乌江黄金
水道在彭水西站区域形成交汇，为打造“西部
陆海新通道乌江彭水多式联运枢纽”提供了
核心支撑。

未来，“高速铁路+普通铁路+高速公
路+港口码头”的无缝衔接将显著提升大宗
货物、特色产品的集散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使彭水成为武陵山区重要的物流节点和开
放门户。

渝厦高铁加速重塑彭水发展格局

6月30日，重庆北站，重庆车辆段重庆北动集运用车
间动车组机械师正对CR200J动车组下部设施进行检查
维护，全力保障暑运期间旅客出行安全。

通讯员 苏志刚 摄/视觉重庆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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