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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教育走好“十四五”开局第一步

凝聚教育改革“新动能”
弹好优质均衡“协奏曲”
渝中区教委主任肖方明

梦想如长风，鼓起船帆；目标如灯塔，引领
征程。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上，渝中区“办
好人民满意教育，打造全国一流教育强区”的
步伐更加坚定。

2021年，渝中教育将围绕“以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为引领，携手向着更加美好的教育再
出发”的主题，抓好党建“基础桩”，绘好改革

“新篇章”，践行立德树人“新要求”，弹好教育
发展“协奏曲”，统筹推进全区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

我们将重点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十个
一活动”，深化“幼小初高德育一体化实践研
究”，统筹推进中外人文交流教育实验区建设、
国家新课程新教材实施示范区建设，加快创建
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国家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区，凝心聚力、开拓创新，激发教育改革发
展“新动能”，谱写渝中教育新篇章。

加快建设“江南宜学城，品质教育区”
巴南区教委主任唐泽奎

2021年，巴南区将紧扣“提质量、保平安、
树形象”工作思路，加快建设“江南宜学城，品
质教育区”。

一是“民生”工程。筑牢公平均衡基础，投
入3.3亿元，建成3所新学校，增加学位3000
个。

二是“铸魂”工程。深入推进“新时代养成
教育”行动计划，培育学生8大良好习惯，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

三是“培根”工程。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大
树行动计划”。扎实开展“扎根行动”“伸枝行

动”“茂叶行动”。
四是“领雁”工程。高质量实施“名校品牌

战略提升工程”，推进“集团化办学”向农村延
伸，让每个孩子在巴南都能得到全面、健康、优
质发展。

五是“健康”工程。实施心理健康“阳光心
育”行动计划，强化家庭、社会、学校协同教育
机制，切实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向教育的公平且高质量发展大步迈进
江津区教委主任徐宁

今年，江津区将坚持和强化党对教育工作
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文江津·美好教育”发展
理念，以建设“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为抓
手，在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公平上迈出更大
步伐。

一是加快构建以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
为主体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学
前教育普惠优质实验区和试点园工作；二是以

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示范
区建设为契机，聚焦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改
进，打造高水平教育教学师资和管理队伍，全
面提升基础教育整体水平；三是扩大优质高中
教育资源覆盖面，计划投资10.4亿元新（扩）建
3所普通高中，提供学位11300个；四是实施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打造2所国家级优质
中职学校，共建渝西川南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
展试验区。此外，还将建设“家校社共育”与城
乡一体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平台，出台《江津
区校外培训机构管理评估细则》，以及坚持“两
为主”“两纳入”原则，最大限度确保进城务工
人员等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应入尽入，保证人民
群众享受更加公平而优质的教育。

七个着力加快“一中心两高地”建设
合川区教委主任朱显贵

2021年是合川区加快推进区域教育中心
建设和“两个教育高地”建设的关键期。

过去几年，合川区紧紧围绕建设“西部应

用技术教育和基础教育高地”目标，系统推进
“3510”教育发展工作思路，大力实施五大战
略，深入抓实十大工程，教育工作交出高质量
发展答卷。

启程“十四五”，合川教育将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协调推进“五育并举”，通
过“着力推进教育协调发展、着力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着力深化教育改革攻坚、着力加快教
育开放进程”等“七个着力”，进一步强化学位
供给保障、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加强师资队伍
培养、加快特色学校建设、推进教育信息化建
设、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推进各类教育协
调发展，加快推进“成渝两地区域性公共服务
中心”和“两个教育高地”建设，早日建成高质
量教育体系，推进教育现代化。

让教育有温度、质量有内涵、校园有活力
奉节县教委主任陈绪安

立足“十四五”开局之年，奉节教育将按
照“学前教育广、小学教育近、初中教育强、

高中教育精、职业教育新、继续教育实”要
求，用心用情用力推动建设区域性教育服务
高地。

我们将盯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目
标，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等顽瘴痼疾；注
重引导广大教师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
和质量观，向课堂要效果；常态化开展开学散
学典礼、入队入团宣誓、成人典礼等活动，不
断加强学生仪式感教育；大力推进全员家访、
全时家访、全覆盖家访，让人民群众更加满
意；坚持举办读书节、科技节、体艺节，更加注
重学生全面发展；着力净化美化校园环境，持
续开展教育行业行风专项治理，用心关注学
生心理健康……

力争做到关注每一个学生，让教育有温
度；关注每一节课堂，让质量有内涵；关注每一
个方面，让校园有活力。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推动西部（重庆）科学城教育高质量发展
高新区公共服务局局长周文杨

2021年，西部（重庆）科学城将坚持党对
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聚焦建设“西部教育高地引领区、教育改
革发展先行区、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目标，践
行“科创高新·智慧教育”理念，按照“一年打基
础、两年上台阶、三年大变样、未来5至10年
建成一流的现代化、国际化教育强区”发展思
路，加快推进区域创新试验，高起点高标准高
质量发展教育事业。

以“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和“质量提升
三年行动计划”为实施路径，以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为导向，大力实施以“打造10所智慧学
校、选树10名智慧校长、培育100名智慧名
师、构建1000堂智慧优课、培育10000名智慧
之星”为核心的“五智教育”；强力推进“集团化
办学、教师区管校聘、薪酬激励、干部交流、党
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五大改革；着力发
挥高校集聚优势，知名高校在科学城举办附属
中小学幼儿园，重庆巴蜀科学城中学等7所学
校建成投用，新增学位2万个，推进“智慧校
园、数字校园”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发展体
系，为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
支撑和人才保障。

谢静 胡忠英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为教育工
作划出重点——“发展更加公平更高
质量的教育”，同时针对教育公平、农
村学校、“双一流”建设、职业教育发展
等方面也提出了目标。

面对新的重点工作与目标任务，
如何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迈好重庆教
育的第一步？一起来看各区县都有哪
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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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更加公平更高质量”

□本报记者 左黎韵

3月22日，雨后初霁，在丰都县三建
乡绿春坝村，村民们正忙着抢收地里的雷
竹笋。几年前，该乡引入农业公司，动员村
民以土地入股发展雷竹笋产业。“依托产业
带动，我不仅脱了贫，年收入还翻了好几
倍。”脱贫户张玉素告诉记者。

三建乡地处丰都县南部，这里山高谷
深，全乡63平方公里的幅员面积中，耕地
面积仅占20%。

“在脱贫攻坚中，我们以产业发展为驱
动，建立起扶智与扶志并举的长效扶贫机
制，先后带动全乡6个贫困村全部脱贫，
776户3120余名贫困户实现脱贫摘帽。”
乡党委副书记朱小冬告诉记者。

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前，三建乡行政村
通畅率不足40%，而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又
导致当地严重缺水，提起发展产业，村民们
都没有信心。为此，三建乡统筹整合中央、
市级、县级财政资金2.83亿元，规划完成了
38个重点项目，打通了农村路网障碍，实现
村组通畅率100%；补齐水利短板，盘活了
长期闲置的山坪塘90余口、渠堰11公里。

基础设施改善了，村民们发展产业也有
了底气。乡里启动了产业发展提效行动，确
定了以雷竹笋、脆李、柠檬为主的特色产

业。“我们按照农户以土地入股、集体以资产
入股、业主以资金入股的形式，组建了8个村
（社区）股份合作社。以绿春坝村股份合作
社为例，进入丰产期后，每亩雷竹的产值能
达6000余元，村民按30%的比例分红，每亩

地最少能获利1800余元。”朱小冬说。截至
目前，三建乡共发展特色农产业1.87万亩，
带动农户户均年增收9200元以上。

据了解，在脱贫攻坚中，三建乡不断强
化党建引领，乡党委探索了“百姓家规”“村

民积分”“红黑榜”等制度，全面激发群众内
生动力，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合力。

三建乡老场镇背靠一片320万立方米
的滑坡体，曾多次出现险情，威胁着老场镇
1.3万余平方米房屋的安全。为此，三建乡
启动了场镇整体避险搬迁工作，为解决居
民居住难题，乡党政干部带头搬进工地板
房办公、住宿，将地理位置相对安全的老办
公楼腾出来给无法投靠亲友的搬迁户居
住。“板房冬冷夏热，干部们在里面一住就
是3年多，我们能脱贫，离不开他们的辛勤
付出。”张玉素感慨道。

据了解，今年6月，三建乡乡党委政府
将正式搬入位于廖家坝社区的新办公楼，
这里也是三建乡即将打造的乡村旅游集
镇。“新场镇落成后，我们还将着力打造全
域旅游，形成以‘龙河湿地核心区、三建旅
游集散地、夜力坪农耕休闲体验区、双鹰峡
谷观光区’为主的乡村旅游示范片区，促进
农旅融合发展，在巩固脱贫成效的基础上
全力推动乡村振兴。”朱小冬告诉记者。

中共丰都县三建乡委员会：

发展特色农业点亮脱贫路

□本报记者 汤艳娟

3月23日中午，一辆满载着香菇的货
车从城口县沿河乡联坪村中河坝院子驶
出，在一条崭新的“之”字崖壁公路上一路
向下，汇入城万快速通道后开赴重庆双福
农贸市场。

沿河乡是重庆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
以前全乡仅有 3公里的通畅路，通达率
66%，群众出行难、产业进乡难。为了突破
区位条件的瓶颈，沿河乡以“愚公之志”打
通了“沿双公路”主通道，畅通产业路内循
环，成为连接全县西部片区4个乡镇和四
川万源市的重要交通节点和出境大通道，
解决了5万余人的出行难问题。

“道路通，万事通。”沿河乡党委书记吴
雪飞介绍，近年来，沿河乡加大了基础设施
建设力度，全乡通畅里程达93公里、通达里
程达58公里，通村道路通畅率达100%。如
今路修通了，产业也发展起来了，群众满意
度达到98.74%。

重庆日报记者跟随吴雪飞来到沿河乡
北坡村的老柏树。以往，这里的村民出村
靠走山路，到乡政府一般需要5个小时，村
民们的土特产难以变成商品。几年前，一
条投资2164.71万元的4公里水泥路在崖
壁上被开凿出来，让老柏树与外界的交往

终于顺畅起来。
“公路通了，我们山里种的土特产可以

卖出去了，城里卖的水果副食也有人送来
村里了，方便得很！”北坡村村民张修琴
说。如今，不少村民返乡，村里到处都是村
民建新房的场景。就拿建筑师傅刘美义来

说，他这两年在北坡村建了6栋新房，今年
还要负责建设几栋房子。

离开北坡村，记者顺着一条宽敞的水
泥路进入联坪村中河坝院子。在这里，有
不一样的忙碌场景：在一排排白色大棚里，
有的村民在采收香菇，有的村民在分拣包

装，大家有说有笑干得十分起劲。
中河坝院子“院长”邓信体告诉记者，

他们成立了3个花菇种植合作社、2个花菇
生产合作社、1个销售合作社，76户村民当
上了花菇小老板。

“不少人的年收入不下10万元。”吴雪
飞介绍，过去，沿河乡无主导产业、无龙头企
业、无利益联结，村集体经济零收益。近年
来，该乡依托修通的产业路创新增收路径，
让全乡产业发展从低产低效向“强筋壮骨”
质变。如今，该乡围绕笋竹、食用菌、中蜂等
产业精准施策，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实现
了村村有路子、集体有活钱、人人有收益。

2020年，沿河乡6个村的集体经济股
份合作联合社全部实现10万元以上收益，
总收益269万元。全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11956元，586户2423人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

“近年来，我们乡跑出了脱贫攻坚‘加
速度’，啃下了深度贫困‘硬骨头’，现在又
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模式’。”吴雪飞说。

城口县沿河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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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
3月 22日，市生态环境局印发
《重庆市2021年生态环境执法
现场检查计划》（以下简称《计
划》），将着眼于水、大气、固危
废、建设项目排污许可及自然保
护地、环境安全、川渝联合执法
等六方面重点开展环境专项执
法检查。

在水污染防治专项执法方
面，我市将以水质超标或恶化的
国控市控断面、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安全、“三江”入河排污口、沿
江化工企业废水、污水处理设施
等为重点检查范围，着重查处无
证或超标排放废水，设施不正常
运行、利用COD去除剂、监测数
据造假等环境违法行为。

在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执法
方面，我市将以控制 VOCs、
NOx、颗粒物排放为核心，全面
加强工业企业和堆场、在建建筑
工地大气监管执法。

在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
违法犯罪行为专项执法方面，我
市将针对部分区县、部分行业涉
危险废物环境违法案件多发态
势，突出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
点行为，以专案经营的形式，通

过联合查处一批涉危险废物环
境违法犯罪大案要案，铲除非法
收集、利用、倾倒、处置危险废物
链条。

在建设项目、排污许可及自
然保护地专项执法方面，我市将
严守生态红线，构建以排污许可
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
度体系，推动建设项目“三同时”
与固定污染源执法相衔接，强化
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重点
检查建设项目“三同时”及自主
验收情况、排污许可证执行情
况，推动排污单位守法排污。

在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专项执法方面，我市将针对沿江
化工园区及企业风险防控、污染
地块整治、核与辐射安全、沿江
油库等风险领域，“一废一库一
品”，沿江一公里范围内30家化
工企业、尚未整改到位的风险隐
患问题等环境安全隐患，维护环
境安全、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领域
风险。

在川渝联合执法方面，将联
合查处川渝毗邻地区涉废气、废
水、固危废等突出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持续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生态共建环境共保。

聚焦水、大气、固危废等六方面

我市将开展环境专项执法检查

3月22日，荣昌区清流镇兆宏农业，工人正在果园里劳作。
该果园内配备智能灌溉系统和可视化管理系统，并通过养殖七

星瓢虫、利用粘虫板、在柑橘林间种植三叶草等措施，有效减少病虫
害，同时也美化环境。近年来，该镇依托柑橘产业优势，发展现代休
闲观光农业，探索以旅游观光、休闲采摘为主的农旅融合路，逐步将
农业园区变景区，加速推动乡村振兴。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农业园区变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