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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农村住房安全突出疑难问题研判机制

巫溪 让困难群众住房安全保障无遗漏、无死角
近年来，巫溪县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不仅
大力推进农村危房改
造、旧房整治提升、大美
乡村示范片和美丽宜居
村庄等建设，更是通过
“农村住房安全保障突
出疑难问题研判会”这
一形式，建立起了制度
和执行双保障工作模
式，让住房安全无遗漏、
无死角。

巫溪县住房城乡建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脱贫攻坚开展以来，住
建委切实将住房安全保
障责任扛在肩上，将农
村危房改造和旧房整治
提升工作抓在手上。农
村住房问题实现了动态
清零，住房安全保障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特别
是疑难问题研判会切实
为当地百姓解决了实际
问题，为脱贫攻坚住房
安全保障工作贡献了巫
溪智慧。

精准指导
瞄准住房保障问题靶点

几张简单的表格，一套每周一循环
的制度，巫溪农村住房安全保障突出疑
难问题研判会不仅仅是联动几个部门的
周会，更为当地百姓解决了大量老大难
的实际问题。

巫溪县蒲莲镇老万家的房子多年失
修，窗子损坏、屋顶漏水。家里有两个孩
子在念书，老万又没有固定收入来源，家
庭经济困难。按照规定，老万可以享受
C级危房改造资金进行整修。但是，由
于不了解政策，多次做工作，他都不愿意
进行统一整修。

这一情况被列入巫溪农村住房安
全保障突出疑难问题研判会第二批解
决问题清单当中。经过住建委和当地
干部研判，证实该房屋为唯一住房，可
以结合C级危房改造资金进行整修。
在登上清单后，当地干部再次找到老万
进行解释说明。由于清单很详细地写
明了情况，再一宣传政策，老万放心地
让县里按照研判会得出的方案整修：电
线整改、做防水、楼顶揭盖、清理院坝
……万家的老房子经过整修，焕然一
新。

目前，巫溪的农村住房安全保障突
出疑难问题研判会已经整合出三批疑
难问题清单，问题内容、研判结果、解
决方法通过表格的形势呈现，指导实
际工作。类似老万家一样，列入清单
的绝大多数疑难问题都得到了有效解
决。

据巫溪县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解决住房安全保障中的突
出疑难问题，巫溪县住房城乡建委建
立起每周住房安全保障突出疑难问题
研判工作会议制度——由各乡镇、街
道排查收集本辖区突出疑难的住房安
全保障问题，按照统一的表格形式于
每周三下午下班前上报县住建委村镇
科，每周四由住建委领导和相关科室
对疑难问题进行初步分析研判，每周
五根据初步分析研判的结果召开研判
会，由县住建委牵头，相关部门、乡镇、
街道熟悉情况的领导参加共同研判，
明确处置办法。最终形成具有实际指
导意义的清单，一线执行的部门和干

部按照清单户户落实。
因为各个相关单位全程参与，问题

解决很顺畅，而且在向户主们宣传时因
为有表可依，不是“空口白话”，也十分具
有说服力。据了解，目前这一工作模式
在巫溪的实践中均取得较好效果。

动态清零
实现无人住危房、危房不住人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除了推行新的
工作模式，巫溪县住建委扎实落实“两不
愁三保障”工作，目前巫溪县农村住房问
题实现了动态清零，住房安全保障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

在危房改造当中，巫溪县特别注意
解决老人住危房的问题，成立专门工作
组进行跟进解决。菱角镇的方老独居，
房子年久失修，属于典型的老人住危房
情况。在调查走访过程中，巫溪县住建
委发现，老人因觉得和儿媳不好相处，虽

然儿子愿意老人住过去，并且为老人准
备了房间，但是老人自己不想去，村里多
次劝导没有效果。为解决方老的情况，
巫溪县住建委联系了镇村两级相关工作
人员，一起指导并协助其对危房进行改
造。目前，改造已经完成，房子的安全隐
患排除了，老人住起来安心，方老相当满
意。

据介绍，截至今年第三季度，巫溪
县累计完成农村危房改造16789户，鉴
定挂牌4.5万户，整治老人住危房672
户；完成7905户脱贫户的住房安全保
障达标认证，26483户贫困户的住房安
全保障核验，解决住房安全保障突出问
题205个，农村住房问题实现了动态清
零。

目前，巫溪县住建委持续做好“查
漏补缺”，做到既改危又提质，真正实现
农村住有所居、居有所安。重点清理中
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国家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等各级各类检查反
馈问题和意见，做到问题意见全面整

改，不留死角，全面彻底实现无人住危
房、危房不住人。

美丽生活
脱贫致富与美好环境共享

老百姓在脱贫致富的同时，能够享
受到美好的生活环境，这并非不可实
现。巫溪县住建委对全县大规模的美丽
宜居乡村建设，不仅仅为当地老百姓打
造了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更加快了当
地居民致富的步伐。

在巫溪县红池坝镇茶山村，当地村
民林玉美以前一直在家带孩子，丈夫一
个人在外打工挣钱养家。过去，村里环
境杂乱，但是随着茶山村建设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市级示范片和美丽宜居村庄以
来，村里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产业基础逐
渐夯实，环境也越来越好。去年夏天开
始，林玉美发现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来这
里避暑游玩。为抓住这个机会，今年5
月林玉美在老家开起农家乐，今年旺季5
月-9月农家乐毛收入近8万元。另外把
房子装修后出租，每月还有1000元左右
收入，林玉美在家里既能照看孩子又实
现了增收。

这样的例子在巫溪县还有很多。
据介绍，目前红池坝镇已全面完成示
范片的农房整治，共计959户，投入资
金7000万元。天元乡示范片完成房屋
整治254户，加快农村生活污水管网建
设，设置景观小品7处，投入资金4600
万元。

家乡美了，致富的路子也多起来。
据介绍，目前巫溪县通过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市级示范片和美丽宜居村庄建设，
大力发展旅游、三产、生态农业等项目，
并与相关单位实施“美好环境与幸福生
活共同缔造试点”项目。旧房整治提升、
美丽宜居乡村打造、美丽庭院建设等工
作极大拓宽了老百姓致富的途径，巫溪
县的乡村步入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
富”的发展之路。

王静 刘廷

红池坝镇茶山村美丽宜居村庄 摄/赵俊辉

村民在家门口健身、休闲 摄/钟志兵

深挖美学力量
课程保障 艺术教育入脑入心

在两江名居第一小学，有一对
热爱创作超轻黏土画的双胞胎小达
人——杨艾佳和杨艾青。这对小姐
妹在学校开展的超轻黏土画社团活
动中，展现出了出色的艺术创作天
分。她们创作的超轻黏土画《小花
旦》《母鸡》分别获得“戏曲进校园”
第二届重庆市中小学戏曲小梅花展
美术类小学组一等奖和北碚区2018
年中小学手工比赛小学组二等奖，
获得师生一致好评。

“创意美术可以培养孩子们的
创造能力和思维能力，但是传统的
创意美术缺乏了一些空间感和立体
感，如何发展儿童的立体感，增进儿
童空间想象力？这时候引导孩子进

行黏土创作就不失为一个好的学习
方法。”两江名居第一小学吴敏老师
说，超轻黏土画是从粘贴画衍生而
来，使用超轻彩泥作为原材料，这种
材料不易裂开，无需烧制，完全干透
不会变形，更易保存；色彩鲜艳，无
毒无味，更是适合儿童创作。以泥
塑和创意美术画相结合，既有传统
创意美术的创造性，又能使画面具
有立体感。

针对学生们创作出的大量黏土
画作品，学校专门开辟校园展区，还
选送部分优秀作品至中山路小学美
育教育集团进行展出。

“制作超轻黏土画对培养学生
技能技巧，学生素质，培养学生兴
趣，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吴
敏老师介绍。为了让超轻黏土这一
新型材料艺术在艺术教育中大放异
彩，激发孩子想象力、创造力与创作

热情，教师们集体探索、发掘出了多
种多样的黏土画教学方法，使其真
正成为开启学生智慧大门的钥匙。
这是学校教师团队深挖美学力量，
力促学生艺术素养提升的索引。

课堂是艺术教育的根本，通过
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和开设丰富
多样的校本特色课程，学校着力培
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
力，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坚持上
好每一节课，是开展学校艺术工作
的基本要求，学校明确规定，除特殊
情况外原则上任何学科不得挤占音
乐、美术课。要求艺术教师严格执
行教学“六认真”，每周固定开展小
组教研，每月一次大教研，每学期开
展转转课、研究课，探索学科融合思
路，创新教学方法，以此提高学生美
术素养。同时将艺术教师教学工作
完成质量纳入年度绩效考核之中。
多措并举，确保艺术教育不流于形
式，让艺术教育真正入脑入心，让师
生在生活中切实体现艺术教育的精
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注入艺术能量
向阳向美 培养全面发展人才

《四季的问候》婉转动听，用春
的节拍宣告它的来临；《踏雪寻梅》
轻快活泼，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孩子
们扎实的演唱功底；还有风趣的《晒
谷场》、经典的《半个月亮爬上
来》……

近年来，两江名居第一小学“梦
之韵”合唱队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各
类比赛、演出。孩子们动听的歌声、
可爱的笑脸和极强的音乐感染力为
学校带回了众多奖项与荣誉，也从
侧面反映出学校艺术教育行之有
效、实践成果丰硕优异。

文以载道，艺以赋质。为满足
学生兴趣，培育特长，学校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成立合唱、古
筝、舞蹈、黏土画、书法等社团，极大
地丰富了学校艺体活动，营造出浓
厚的学校艺术活动氛围。

不仅如此，各类社团活动的开
展，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发挥着
独特的作用。对此，担任合唱团训
练的陈敏老师深有感触，“合唱作为
一种多声部的艺术，所包含的音乐、
素质和社会功能，可以让学生们在
合理的合唱训练中，提升多方面的
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陈敏介绍，如今的合唱队队长粱智
宸是一个充满活力，乐于与人分享、
帮助别人的阳光男孩，而初入合唱
队时的他却畏手畏脚、害羞胆怯。
粱智宸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长与改
变，离不开在合唱队中培养出的对
歌唱艺术的热爱，以及群体意识和
团队合作的精神。

艺术能量的注入，让美好在两
江名居第一小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悄然发生。在钟兴福校长看来，“美
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和
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
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
用。”

艺术教育是学校实施美育的主
要内容和途径，它有着其它教育方
式所没有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
用，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前教育发展的新形式下，两江
名居第一小学将继续坚持“全面＋
特长”的指导思想，认真学习、贯彻
课程改革的精神，真正落实素质教
育，将德、智、体、美、劳有机地统一
在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对学生
全面实施艺术教育，使学生人人接
受艺术教育，个个具有一定的艺术
素养。

周珣
图片由两江名居第一小学提供

学校合唱社团训练

“要全面加强和改进
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
和人文素养。”2018年全
国教育工作大会对学校美
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何弘扬中华美育精
神、加强和改进美育工
作？为回应这一重要命
题，我市出台多项举措推
动学校美育工作，北碚区
也从经费保障、课程体系、
联盟建设、师资队伍、活动
形式5个方面加强学校美
育工作，提升美育质量。

在此背景下，北碚区
两江名居第一小学在“用
爱成就梦想”办学理念引
领下，打造以感恩、阅读、
科学、生命、艺术、乡土为
主题的“爱心”课程体系，
以艺术教育为抓手，充分
挖掘艺术教育在开发学生
潜能、促进全面发展中的
地位、功能和作用，滋养孩
子美好童年时光，大力推
进学校美育工作向纵深发
展。

“美育是审美教育，更
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
对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养
成学生能够辨别与认识
美，并且善于发现与创造
美的良好审美素养，也是
迈向新时代教育的必然要
求。”学校党支部书记、校
长钟兴福如是说。

以美启智 以美育人

用艺术滋养孩子美好童年北碚区两江名居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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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高美育教师思想政
治素质、教学素质、育人能力和职
业道德水平，优化美育教师岗位
结构，畅通美育教师职业发展通
道。这对于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
工作尤为重要。”钟兴福介绍说。

学校按课程开设要求，配备
了专职音乐 8 名、美术教师 5 名。
其中，中小学高级教师职称1名，
占7%，中小学一级教师职称3名，
占 23%，中小学二级教师职称 9
名，占 69%；本科学历 13 名，占
100%；区级骨干教师3名，校级骨
干教师1名。学校一贯重视艺术
教育经费投入力度，陆续建设音
乐功能室 6 间、美术功能室 6 间，
舞蹈室 2 间。音乐教室有民乐
室、创作室等，同时为音乐室、舞
蹈室配备了钢琴、音响、投影、电
脑、打击乐器等设施设备，美术室
配备了电脑，投影、画架、实物模
型等设备，保障了艺术教育工作
有效开展。

与此同时，学校特别重视教
师的学习成长。每学期为教师订购专业书
籍，鼓励教师们多读书、读好书。为每位青
年教师配备了教学、师德师傅，确保青年教
师在品德、专业两方面均衡成长。学校艺
术教师在广泛深入开展学校艺术活动的同
时，也对自身素质的提高丝毫不放松。青
年音乐教师们积极参与北碚区“碚感动听”
青年合唱团培训、中小学音乐全息育人课
例研究、戏曲、舞蹈等培训；美术老师踊跃
参加美术学科教师阅读素养提升分享、美
术青年教师助力培训等区内培训活动。通
过培训学习，老师们不断丰盈自身艺术素
养，收获教育教学实践方法，为学校艺术教
育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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