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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吕
俊池 张飞龙 记者 何军
林）近日，荣昌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唐成军率区第十八届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实地

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视察全
区教育工作开展情况。
当天下午，唐成军一行先后来到

玉屏幼儿园礼悦东方园、区尔雅小
学、黄金坡初高中、峰高小学等校，视
察该区学前教育、学校信息技术化建
设、教育重点项目推进、“五育融合”等
工作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视察组详细听取了教育相关工作汇
报，并为教育工作建言献策。

唐成军指出，近年来，全区教育系
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推动

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智能化
发展，不断强化教育服务保障，工作亮
点纷呈、成效明显。全区教育系统要
进一步强化政治建设，不断深化政治
学习、强化理论武装，引导广大教育工
作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凝聚
形成良好政治生态。要持续推进教育
均衡发展，不断优化城乡学校布局，加
快推进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推动
城乡教育服务均等化，实现优质资源
共享互补。要服务全区发展大局，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着力培养专业技术
人才，为荣昌区产业发展输送更多实
用型人才。要聚焦加强教育人才队伍
建设，树牢榜样力量，健全奖惩机制，
锤炼良好师德师风，不断提高荣昌教
育的知名度、美誉度。

本报讯（通讯员 李力 记者 魏
星）为进一步落实巴南区教育对口帮扶
工作，弘扬学生科学精神、普及学生科学
知识，提升学生对科学的兴趣，近日，在巴
南区教委、巴南区教师进修学校的组织
下，巴南区教育专家团队走进巴南区惠民
初级中学开展助学送教，以科普讲座、座
谈交流的方式，为惠民中学师生带去一场
别开生面的科普盛宴，并对学校常规管
理、教育教学、文化建设等“把脉问诊”。

活动现场，重庆市教科院中学物理
教研员阮享彬作了题为“格物致理，物
理看‘花’”的科普讲座。他用科学的思
想，物理的视角，诠释了生活和自然中
的现象，讲座内容鲜活、丰富、生动。恼
人的重心、神奇的钢珠、垂落的纸巾等
生动视频与实景的演示、启人思考的问
题、深入浅出的分析讲述、平易又深刻
的互动，吸引了在场师生。师生们专注
地聆听、认真地思考、踊跃地回答，现场

高潮迭起，掌声、欢笑声不断，气氛热
烈、欢快。讲座最后，阮享彬对同学们
殷殷寄语，希望同学们满怀对生活、对
物理的兴趣，在“格物致理，物理看

‘花’”中享受乐趣，培养观察、思考、探
究世间万象真理的志趣！

精彩的讲座，让师生们意犹未尽，
既提升了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性，也
充分地激发了学生对物理世界、科学
世界的思考、探究、求真的热情。

讲座结束之后，专家团队成员同
惠民中学部分教师进行了座谈交流。
专家们了解了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
惠民中学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落实情
况，并针对存在的困难、疑惑以及需
求，逐一进行了答疑解惑。

据悉，巴南区教育专家团队帮扶
活动由区教委、区教师进修学校联合
举办，于2020年7月启动，共计15个帮
扶小组，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帮扶活动。

用音乐“看见”世界
也让世界看到我们
——盲童管乐团孩子们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柯高阳 陈青冰

巴南区：
教育帮扶引发展
专家送教促成长

荣昌区：
为产业发展输送
更多实用型人才

近 日 ，珊 瑚 教 育 集 团
中铁小学第五届师生美术
作 品 展 拉 开 帷 幕 。 学 生
通过毛笔字、对联、国画、
卡通画、创意画、剪纸等
形 式 呈 现 出 一 幅 幅 与
“ 虎 ”元 素 相 关 的 书 画

作品，各种“虎”跃然纸上，传统与现
代相映成趣。一幅幅绘画作品风格
多样，有的表达了孩子们对新年的
期盼，有的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和
民族力量，有的描绘了孩子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通讯员 李宛臻 摄

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上，一支
由40多名盲童组成的管乐团奏响了国际残
奥委会会歌。这些孩子，全部来自重庆市特
殊教育中心扬帆管乐团。

10岁的吴浩屿是管乐团里年龄最小的
孩子。个头小小的他，担任的是大鼓手。演
出时，小浩屿全神贯注地数着节拍，每一次
击打都准确无误。

大鼓的演奏看似简单，但对视障孩子来
说，如何准确找到鼓面的打击点，都需要花
费一番工夫。小浩屿的节奏感非常好，但他
最初演奏大鼓的时候手腕外翻，找不到鼓面
的打击点，鼓声显得喑哑沉闷，经过反复训
练，小浩屿克服了这些问题。

在管乐团里，大鼓相当于整个乐团的节
拍器。“我要根据乐队的强弱快慢来决定自己
的速度，与同学相互配合，才能完成一首曲
子。”小浩屿说，音乐让他懂得了合作的重要。

登上“鸟巢”的舞台之前，扬帆管乐团在
北京参加了20多天的高强度集训。第一次
远离家乡的小浩屿，一度因想家而情绪低
落。管乐团的长笛首席田秀云发现后，用拥
抱送上安慰，和老师们一起鼓励他坚持下来。

田秀云是这次登台演出的年龄最大的
孩子，不久将毕业。当国际残奥委会会歌的
最后一个音符消失在“鸟巢”夜空，她学生时
代的管乐时光也即将画上句号。

起初，性格有些胆小的田秀云，在管乐
团里表现并不算出众。但她坚信勤能补拙，
每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尝试用长笛把它
吹奏出来。老师们说，校园楼梯间的角落
里，总能听到她的笛声。渐渐地，大家惊喜
地发现，这个不敢大声说话的小姑娘能够吹
奏的曲子越来越多，音色也越来越动听。

后来，由于乐团需要，田秀云又很快学
会了吹奏短笛，成为管乐团里唯一的短笛
手。一首乐曲中可能既有长笛又有短笛，
根据旋律的需要，她总能在两种乐器中自
如切换。“加入管乐团8年，音乐已经成为我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田秀云说，毕

业后她会继续练习
长笛演奏。

管乐团的首席
小号手王太樊，是
与田秀云几乎同
时 加 入 乐 团 的

“资深”团员。
他个子瘦瘦高
高，手指细长，
掌心有几个浅
黄色老茧。老
师心疼地说，
那是平时练习
吹号磨出来的
茧子。

7 年前，王太
樊因先天性眼病完
全失明，一度变得恐
惧黑暗，情绪非常低
落。音乐课上，他懵里懵
懂地选择了吹小号。练习一
学期的吹号嘴之后，当老师递
来一把银光闪闪的小号时，王太
樊被自己吹出的声音惊呆了：“这
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能行’！”

手指在乐章上摸索学习，手指
也在小号的按键上上下飞舞。展现
出音乐天赋的王太樊，几乎把课余时
间都花在了音乐上。他说，每次吹起
小号，他都觉得有一束光从头顶上照
下来，照亮他脚下的路，也照亮他的内
心世界。“音乐让我明白，失明没什么可
怕的。只要心是雪亮的，世界就会对你
微笑。”

就是这把小号，陪伴着王太樊从学校的
小小排练厅，一路登上“鸟巢”的世界级舞台。

改编后的国际残奥委会会歌，引子是由
小号奏出高亢嘹亮的号角。小号手王太樊，
吹响了第一声旋律。他和盲童小伙伴们，用
音乐“看见”了世界，也让世界看到他们。

北 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开
幕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吴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