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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出了承诺，就会尽力去办到”
——荣昌区人大代表“双亮双做”亮承诺兑承诺的故事

镇人大代表邓万虎承诺：为村
民邓荣禄、廖成学、唐国华追回1万
余元陈年旧账——目前，欠债已全
部追回。

区人大代表熊贵英承诺为刘骥
村群众卖花椒——除了花椒，花生、
南瓜等她都帮着卖，还找人开发花
椒新产品。

…………
有诺必践，说到做到。在荣昌

区人大常委会“双亮双做”工作开展
过程中，全区1000多名人大代表向
群众亮出承诺，以实际行动帮助群
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赢得群众信
任。

追回10年拖欠款

接过2000多元欠款，唐国华有一
种意外的惊喜。他做梦都没想到，被
拖欠10年的钱，居然还能追回来。

唐国华今年66岁，是荣昌区铜鼓
镇刘骥村村民。10年前，他家的5头
肥猪以2660元的价格卖给共和村屠
户刘德明，谁知一直收不到钱。

与唐国华有一样遭遇的还有高山
村村民邓荣禄、刘骥村村民廖成学。
三家人的肥猪卖给刘德明，总价1万
多元，但刘德明一直赊账。一找刘德
明还钱，他总说同样的话：“钱拿去买

猪了，用完了，明年肯定还！”
其实大家都知道，刘德明喜欢喝

酒、打牌，手头稍微有点钱，就拿去花
了。没办法，唐国华上街碰到刘德明
卖肉，就去割点猪肉抵债，前后共抵扣
了600多元债务。

去年底，3人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向镇人大代表、镇司法所专职人民调解
员邓万虎反映，希望能帮他们追一下
债。今年初，邓万虎在全区“双亮双做”
活动中亮出承诺，决定为他们追债。

今年2月，刘德明因纠纷被人打
伤，找到邓万虎调解。经邓万虎做工
作，对方答应赔偿4.5万元。

“人家赔你4.5万元，你欠唐国华、
邓荣禄、廖成学10多年的肥猪款，这次
是不是也该还了？难道还想继续赖？”
在打人者准备付钱那天，邓万虎通知3
人来到现场，把刘德明教育了一番。

刘德明无言以对，当场把欠款结了。

让贫困户享受政策红利

这段时间，荣昌区人大代表、盘龙
镇中心卫生院医生张友坤在区人民医
院“转科室”，接受全科医生培训。明
年培训结束回单位后，她将为患者提
供更好的服务。

作为人大代表，张友坤的承诺是：
为贫困群众解决医疗中遇到的难题。

今年初疫情吃紧的时候，张友坤

离别两个年幼的孩子和病重的母亲，
白衣执甲、火线逆行，坚守在川渝交界
处的卡点。

4月，疫情稳住后，张友坤又恢复
常态，穿梭在盘龙镇12个村、4个社
区，为群众健康体检，帮助他们解决看
病不方便等问题。长期给群众看病，
对人又和气，大家都信赖她。

7月，张友坤在荣昌区人民医院培
训期间，盘龙镇白鹤村的一位村医告诉
她，村里有个叫谢燕娣的贫困户今年在
区里一家综合医院看了病，但没有享受
到扶贫政策，多付了1000多元。

“各级党委、政府都关心贫困群
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张友坤感
觉不对劲，立即要来谢燕娣的基本信
息，然后转给区扶贫办。

经核实，谢燕娣果然是贫困户。
见此情况，区扶贫办赶紧与那家医院
联系。原来，谢燕娣是新增贫困户，信
息在医院的系统里尚未显示出来。

接下来，张友坤与谢燕娣及有关
部门联系，医院在一周内便退回了误
收的医疗费，并向对方致歉。同时，在
有关部门和张友坤的督促下，医院系
统把谢燕娣的信息也及时更新过来。

事后，谢燕娣对张友坤的帮助感
激不已。

想办法助农增收

“记好了，鸡蛋200个，红苕粉100
斤，黄豆200斤……”

今年国庆期间，已有7个月身孕
的荣昌区人大代表、铜鼓镇刘骥村党
支部书记熊贵英一直没闲着，她把从
农户那里收来的土特产交给电商“在
村头”工作人员。

花椒产业是刘骥村重点发展的扶
贫产业，目前全村种植花椒5000亩，
其中处于丰收期的有2000多亩。今
年初，熊贵英以人大代表身份承诺：为
村里销售花椒。

事实上，为了帮助村民增收，不止
是花椒，像花生、南瓜这些只要能在市
场上卖钱的农产品，熊贵英都想办法
找销路。

今年，花椒的行情不太好。熊贵
英借助花椒协会，开发花椒新产品。
国庆前，村干部将花椒除湿足浴包、自
磨花椒粉、手绘夏布香包等新产品带
到四川泸州商博会，受到消费者青睐。

熊贵英表示，这些新产品增加了
花椒的附加值，如果能在市场上热销，
花椒种植户的收入将翻番。她说，经
镇、村争取，目前村里的花椒系列产品
已纳入消费扶贫项目。下一步，村里

还将对花椒产品进行推广。
今年29岁的熊贵英曾获得2019

年度“重庆市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
2019年至今，她利用“在村头”平台，
为荣昌区14个镇街的贫困户、一般农
户销售农产品22种，销售额达10多万
元。

“我是一个人大代表，我作出了承
诺，就会尽力去办到。”熊贵英说。

小区面貌换新颜

10月10日，天气放晴。下午，昌
元街道桂花社区桂花园街174号小院
里，孩子们在这里追逐嬉戏。几位老
人，一边聊天，一边悠闲地散步。

“这种情况，过去不敢想象。”家
住4单元1-2的何祖礼说，以前，院子
里化粪池、消防池里的污水到处流，
无论是天晴还是落雨，出门都要穿雨
靴。

这是一个30多年的老小区，里面
住了48户群众，大家对改善环境的呼
声很高。社区的其他老旧小区环境问
题也突出，居民们也希望有所改观。

2017年，社区居委会主任杨正强
当选区人大代表后，向居民承诺：争取
各方支持，一定把老旧小区改造好。

桂花园街174号小院是个“老大
难”，杨正强决定从这里入手。他组织
成立小区治管委员会，发动热心居民
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向上级打报告，争
取支持；请领导到现场调研……杨正
强把工作做得很细。

用了一周左右时间，各方达成共
识——这个小区应该马上启动整治。
接下来，政策来了、资金来了，疏通下
水道，填上污水池，种下桂花树，安上
防滑砖，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小区面
貌焕然一新。

后来，杨正强是社区党委书记、主
任一肩挑，他把桂花园街174号小院的
成功经验复制到其他老旧小区，又彻底
整治了六七个老旧院落，对另外六七十
个老旧小区、社区也分步推进整治工作。

杨正强说，下一步，社区还将启动
外墙防护栏和雨棚整治，让小区的消
防安全更有保障，让大家的居住环境
更加清爽。

为让代表更好地履职尽责，
荣昌区人大常委会要求全区各级
人大代表向群众亮出承诺、兑现
承诺。据了解，今年，全区人大代
表共承诺8682条，其中绝大多数
已兑现。

所谓“亮承诺”，就是人大代
表在选区对外公开个人承诺，承
诺本年度将履行的代表职责事
项。承诺内容要求具体、实在、管
用，突出个化性和操作性。类似

“做好人大代表本职工作；听取选
民意见、接受监督”这样空泛的承
诺，在荣昌行不通。

“亮承诺”过程中，荣昌各镇
街积极提供保障。如广顺街道组
织辖区代表集中面对面的向选民
亮晒承诺，14名区人大代表依次
登台发言，向现场的40余名选民
代表公开讲述自己的履职承诺事
项及完成时限，主动接受监督；古
昌镇、铜鼓镇、清流镇注重代表承
诺质量，对代表提出的承诺按照

“真”“实”“准”的要求和标准严格
审核把关，首先由代表个人向所
在代表小组申报，再由代表小组
审核后上报镇人大主席团集中审
定，最大限度让代表承诺量化、细
化、具体化。昌元街道为人大代
表履职承诺专门设计开发“民情
一点通”微信公众号，及时将辖区
人大代表履职承诺情况（包括代
表承诺事项、践诺情况等）在“民
情一点通”平台动态展示，并在辖
区“人大代表之家”电子屏上展
现，方便群众知晓代表承诺事项，
查阅践诺进度等。

代表“亮承诺”
荣昌镇街各有各的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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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11 月 14 日，2020
年“科学探索奖”颁奖典
礼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举行，来自九大领域的
50位获奖人中，重庆籍
数学家何旭华就是其中
的一位。

“科学探索奖”是在
腾讯成立20周年之际，
由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腾讯基
金会发起人马化腾，北
京大学教授饶毅携手杨
振宁等十几位知名科学
家共同发起的公益性奖
项。

当这个好消息传回
何旭华的母校——重庆
市第十八中学时，全校
师生都备受鼓舞。“这再
次证明，我们坚持办好
创新人才科技特长生的
培养路子走对了。”重庆
市第十八中学校长罗丞
说。

重庆十八中杰出校友
数学家何旭华

开放平台 高度自律
数学天才在十八中打下坚实基础

何旭华是从重庆十八中走出来的
世界杰出青年数学家。

早在重庆市第十八中学读书时，何
旭华就展现出其惊人的数学天赋。
1996年，高二的何旭华就代表中国参
加第3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并获
得金牌，由此而被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
提前录取。1997年，他又获得全国“宋
庆龄奖学金奖章”和奖学金。

“十八中这个平台，为何旭华这样
一位叱咤于世界级舞台的数学天才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何旭华的班主任老
师李昌蓉对在十八中读书时的何旭华
记忆犹新。

李昌蓉说，刚入学的何旭华和其他
优秀学生一样，文质彬彬，话语不多，但
灵气十足。渐渐地，老师发现这个学生
对数学很感兴趣，无论是回答问题还是
常规考试，何旭华都自信满满，并经常

参加各类竞赛。
“每次竞赛前，学校都会开展赛前

辅导。但自我要求较高的何旭华并不
满足于此，在老师辅导后，他又购买了
几本资料强化练习，主动给自己‘加
餐’。”李昌蓉说。

在一次全国数学竞赛中，何旭华有
一道题解答得不是很完整，以至于没有
拿到满分。这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他
来说，是一件十分郁闷的事情。获知情
况后，李昌蓉专门到他家进行家访，鼓
励他放下包袱，从头再来。

除了数学外，何旭华的其他学科成
绩也很优异。物理、英语等均参加过全
国竞赛且获得过一等奖。

“高度的自觉、自律以及自我要求，
加上十八中开放包容的环境，为他的成
功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昌蓉说。

从1991年入校，何旭华在十八中
度过了6年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他在
十八中的学习经历，就像一剂“催化
剂”，打通了他全身的脉络，助力他爆发

出征战国际数学界的“小宇宙”。
何旭华于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2005年获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博士学位，担任过香港科技大学
数学系副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及数学科学
研究所教授，其研究方向为算术几何、
代数群和表示理论。

在研究成果上，何旭华运用“志村
簇”，成功解决了几何学领域内仿射

“Deligne-Lusztig”群组中数十年以
来悬而未决的课题，因而获得“晨兴数
学金奖”。

兴趣驱动 多元创新
创新人才培养基地这样炼成

诸多重磅荣誉加身，彰显了何旭华
在数学方面的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但
当他在中学时期对数学表露出浓厚的
兴趣和强烈的探究欲望时，学校给予的
充分支持与悉心培养，也为他铺实了日

后的数学发展之路。
“培养与社会适应的综合型人才、

与科学对话的创新型人才、与世界沟通
的开放型人才，一直是我们的育人目
标。”校长罗丞说。

作为重庆市教委首批创新人才培
养“雏鹰计划”实验学校，多年来，十八
中积极实施青少年创新人才培养雏鹰
计划，并及时制订适合校情的培训实施
方案，做好专题课题研究预备等各项工
作。学校设立创新人才培养办公室，统
筹全校多元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成立由
罗丞为组长的“创新人才培养雏鹰计
划”领导小组；开设“创新人才培养”校
本选修课程；探索实施“导师制辅导，个
性化学习，衔接教育整体培养机制”；实
行“理论+实验+实践”“线上+线下”“远
程+课堂”双师教学辅导等形式，形成

“以点带面，高进优出”的培养模式。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重庆十八中态

度坚定，坚持兴趣驱动、兴趣第一，让学
生真正做到自我驱动，主动钻研。如近
年来在开展学科特长生（竞赛生、先修
课程学生）培养的实践探索中，学校通
过开展课外阅读、组织兴趣小组、进行
学科讲座和实验考察等活动，对学有余
力且学有所长的学生实施适度的、针对
性强的有效教学，引导他们主动学习，
使知识技能和思维品质在达到现行教
学大纲和教材要求的基础上，得到进一
步拓宽和加深，为未来发展奠定厚实的
基础。

同时，重庆十八中还从建筑实体开
始转换，实施未来学校建设，拓展无边
界学习空间，已建起创客中心、自然科
学中心、人文科学中心、学科创新基地、
树本书院、砺新博物馆、生态体检园、校
内外实践基地等。

众多举措不仅让学生们在各级竞
赛中取得了优良的成绩，也有力推动了
教学改革的深入。

人才辈出 成果丰硕
创新沃土让好“种子”生根发芽

时光荏苒，曾经的天才少年已跃身

成为世界著名的青年数学家。如今，何
旭华凭借其征战国际数学界的卓越成
绩，早已成为十八中学弟学妹们崇拜的
偶像。而他的成长经历也是重庆十八
中历年来秉承“树本砺新”核心理念，多
措并举进行创新人才培养，践行“建设
未来学校，培养时代新人”教育发展模
式的一个缩影。

一批又一批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
辈出。近年来，学校组队参加机器人世
界杯（中国赛），从550支代表队中脱颖
而出，获“人形电影”类比赛项目第三
名，并且2名同学在联赛队项目中荣获
全国一等奖；参加第三届“登峰杯”全国
中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
赛），3名同学获得全国二等奖；在第七
届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
中，十八中的学生在人工智能创作主题
赛荣获二等奖，在互联网+无人驾驶主
题赛中荣获三等奖；还先后获得全国数
学奥林匹克联赛一等奖、首届“四直辖
市科技挑战嘉年华活动”创客马拉松项
目第一名、江北区“少年创客”大奖赛一
等奖、创新区长奖（提名奖）等荣誉奖
项。

类似这样的创新人才优秀学生案
例，在十八中不胜枚举。学校先后被授
予重庆市中学科创教育联盟理事单位，
被评为中国青少年创客奥林匹克系列
活动实验基地、重庆市青少年科创教育
实验基地。

创新是每个孩子都具备的最珍贵
的本能。未来，重庆市第十八中学这个
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将继续优化学科管
理，加强计划管理，保证课程科学有序
地开展，实行全员管理，推动互相合作
的良好氛围，以智慧的教育体系，开放
的学校形态，让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
新能力的种子在每个十八中学子的心
中生根发芽，“为成就每一位学生的未
来服务”。

谭茭
图片由重庆市第十八中学提供

杰出青年数学家从创新沃土中走出

看重庆市第十八中学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学生海量阅读交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