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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在凉山州盐源县卫城

中学的校园里，两排展示四川省“一

对一”精准帮扶培训经验的展板有序

摆放着，参会者们认真观看，展板背

后是大家两年多的心血。当天，四川

省“一对一”精准帮扶培训提升工程

第二周期工作启动专项培训会在盐

源县举行。在这个承前启后的时间

点，承训机构和受扶县的新老朋友们

聚在一起，在寒暄之中，既有满满的

回忆，也饱含对未来的憧憬。

两年固本见效，项目经验推广至
省外

时间回到2020年6月，当时正处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凉山

州教育面临“点多面广、量大质弱”的

突出难点，而昭觉县、布拖县、普格县

等 7 个原未摘帽县更是全省教育脱

贫攻坚战中最难攻克的“堡垒”。

为从根本上阻断我省基础教育

薄弱地区贫困代际传递，促进乡村教

师专业发展，教育厅针对凉山州原7

个未摘帽县启动“一对一”精准帮扶

培训提升工程，按照“半年见效，一年

达标，两年固本”的总体工作思路进

行项目实施。

这一周期的“一对一”精准帮扶，

构建了“1+1+N”对“1+1+N”的帮扶

机制。即以1个教育部专家团队、1个

省级承训机构、N个优质中小学，具体

对接1个受扶县的1个研训机构和县

域内特别是片区内所有义务教育学

校，在县域和学校两个层面进行帮扶。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20 余位国

家级专家分组深入受扶县指导；四

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成都师

范学院、乐山师范学院、绵阳师范学

院、内江师范学院、四川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 7 个单位作为省级帮扶责任

主体，推出了一系列有特色的工作

举措；超 50 所省优质中小学校积极

参与，将优质教育资源播种到大山

深处。

经过两年多的项目推动，凉山州

原 7 个未摘帽县及片区学校在发展

规划研制、研训机构建设、学校文化

建设、教师专业发展、课程与教学改

革、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等方面，都取

得良好成绩。项目受到教育部高度肯

定，被推广到云南、青海、黑龙江等地

区创新应用。

激发内生动力，受扶教师达11
万人

11月9日，盐源县卫城中学校的

4 名教师分别上了展示课，这 4 堂课

经过四川师范大学专家的指导，已经

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活动还邀请

到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的名师进行

同课异构，让当地老师看到努力的方

向。

“和成都的名师同上一堂课，让

我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短板。”卫

城中学语文教师何安康说，“在专家

们的指导下，我会进一步借鉴这些好

的经验，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这样的

活动还有很多，通过送教进校、课堂

示范、跟岗研修以及线上线下培训

等多种形式，各帮扶单位聚焦教师

培训下“重力气”，将教师的专业成

长化为片区学校和县域教育发展的

内生动力。

据了解，在项目实施的第一周期

中，7个承训单位年均在县帮扶培训

超120天，重点培训8个片区72所义

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含教学点）专

任教师 2222 人，覆盖受扶教师 11 万

人，整个帮扶工程重点打造民族地区

教师发展示范片区的目标基本实现。

教师的成长让学生直接受益，各

受帮扶校的学生不仅学业成绩大幅

提升，“五洗”的生活习惯也得以改

善，而课堂方式的变革、各类文体活

动的开展，则让学生进一步实现了全

面发展，呈现出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

风貌。

扩面增县提质，“一对一”帮扶进
入新周期

从去年开始，各帮扶单位已经陆

续开启了第二周期的相关工作，新周

期的帮扶工作虽有前期经验可以借

鉴，但并不是简单地“复制粘贴”，而

是面临着新的变化与挑战。

首先是帮扶面的扩大，凉山州盐

源县、雷波县、木里县、甘洛县、阿坝

州马尔康市和甘孜州九龙县纳入新

工程周期，成为新的受扶县，和凉山

州喜德县、美姑县、布拖县一同，继续

由原来的 7 家承训单位，采取“一对

一”或“一对二”的形式进行精准帮

扶。

其次，在任务目标上，第二周期

着力构建一套“1+M+N”帮扶机制，

即分别以 7 家师范院校和省级教科

研机构为主体，组建M个工作组，协

同N所优质中小学校、幼儿园构建帮

扶共同体，帮扶工作组与受扶工作组

建立帮扶工作机制，对接实施帮扶提

升工程，完成诸如县域层面研制义务

教育学区制治理推进实施方案，组建

乡村教师学习成长共同体，开展教育

教学能力提升系列培训等“235”项帮

扶任务。

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负责人介绍

说，在前期基础上，第二轮精准帮扶

培训提升工程继续按照“半年见效，

一年达标，两年固本”的总体思路实

施，对于分布在甘孜、阿坝、凉山三州

的9个受扶县，承训机构必须要在精

准施策、协同联动等方面潜心谋划，

才能行稳致远。

“在第二周期，我们承担了盐源

县和九龙县的帮扶任务，我们将进一

步升级帮扶措施，完善帮扶机制，提

升帮扶质量。”四川师范大学教师培

训学院院长李志全表示。四川省教育

科学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主

持工作)廖德斌介绍说：“我们针对甘

洛县普昌片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时间

表、路线图、任务书，将不折不扣地把

帮扶责任落到实处。”甘孜州九龙县

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唐道喜说：“我

们正在积极与帮扶院校对接制订包

括师资培训、专家指导、资金支持等

在内的帮扶计划和实施方案，相信通

过这一轮‘一对一’精准帮扶，我们县

域教育能实现更好的发展。”

仪陇县
大力推进书香校园建设

本报讯（夏莱文）近年来，仪陇县在激发书

香活力，持续化、体系化、纵深化推进读书活动

上下功夫，助推全县师生阅读习惯日趋向好，

阅读生态日臻向优。

构建层级管理体系。将全域阅读纳入“一

把手”管理工程，构建县、区、校“三位一体”的

管理体系，做好阅读顶层设计；片区以阅读工

作站为支撑，缩小校际阅读差距，抓牢校（园）

长读书，指导阅读活动开展；学校成立阅读中

心组，统筹抓实学生读书、抓好教师读书，落实

阅读常规，打造书香校园，确保阅读活动真实

发生。

构建常规推进体系。着力构建“一核三全

四翼”（全面提升师生人文核心素养；全程阅

读、全境阅读、全员阅读；建阵地、培师资、搭平

台、创示范）的阅读常规工作推进体系，以阅读

涵养习惯、激发兴趣、引领发展，用阅读的“小

切口”，做好仪陇素质教育的“大文章”。

构建课程建设体系。推动阅读课程建设体

系化，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特点，制

定分级阅读标准和阶段性阅读目标；推进全科

阅读，将阅读与学科教学有机融合，培养独立

阅读思考与辨析能力；推进阅读课程研究，组

建县级科研团队，制订课题研究方案，边研究

边实践，以研究助推行动，以行动验证研究。

构建阅读评价体系。制定学校阅读评价量

标，开展多维立体评价；建立阅读常规细则，将

阅读纳入常规范畴，持续、纵深推进；建立学生

阅读素养监测机制，实施学生读书星级评价制

度，将学生读书情况纳入教育质量评价内容。

青神县
多举措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讯（黎小琴）青神县教体局立足教育

本位，深化家校合作，拓宽帮扶渠道，多措并

举，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

作，努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注重教育宣传，撑起安全“保护伞”。开齐

开足道德与法治、生命·生态·安全等课程，配

备法治副校长17人，整合法治教育基地、未成

年人保护中心等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宣讲

活动。联合公安、交警、综合执法、妇联、检察院

等部门，开展消防、道路交通、食品、防欺凌和

暴力伤害等安全、心理健康教育，努力为未成

年人撑起安全“保护伞”。

深化家校合作，构筑成长“防护线”。实施

学生校外安全分类管理，摸排统计重点青少

年，建立并动态更新管理台账100 余个，实行

“班主任+党员教师+行政+校长”的“N+1”

“N+N”帮扶机制；创建规范化家长学校14所，

建立家委会200余个，通过“家庭教育宣传周”

“千名教师访万家”活动、家长会等，进行相关

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方法引导和安全法纪教

育，指导家长加强青少年离校监管，依法履行

监护主体责任，全力构筑未成年人成长“防护

线”。

拓宽帮扶渠道，织密呵护“关爱网”。对残

儿、孤儿、留守学生和单亲、贫困家庭子女实施

爱心帮扶、贫困助学贷款等。成立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室1个，组建心理健康指导专家组1个，

配备心理咨询室15个、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

17名、班级心理委员552名，对全县1.8万余名

中小学生开展心理筛查，做好团体、个体学生

的常态“预防”、适时“预警”和必要“干预”。

西充县
“四个计划”保障特殊群体教育

本报讯（夏莱文）西充县通过制订贫困学

生控辍保学计划、随迁子女就学保障计划、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计划和残疾儿童接受教

育计划，保障特殊群体教育。

制订贫困学生控辍保学计划。严格执行义

务教育“三免一补”政策。积极实施地方财政资

助特困师生、县级教育扶贫救助基金资助“两

大计划”，仅 2023 年，县级财政用于资助贫困

师生的经费达600余万元。积极实施教育行业

精准扶贫规划，全面核查登记“建档立卡”贫困

户子女 2875 名，多渠道完善上学救助保障机

制。

制订随迁子女就学保障计划。将随迁子女

义务教育纳入本县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

范围，以公办学校为主安排随迁子女就学，依

法保障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受教育的权利，

严格执行有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的相关

规定，确保与本地学生享受同样的入学条件、

同样的收费政策、同样的关爱呵护“三同政

策”，全县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

学率达100％。

制订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计划。成立以

妇联、教育、民政、司法、关工委等部门和乡镇

政府为成员的留守儿童关爱领导小组，建立健

全留守儿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健全“预防监

控、监护保护、救助保障”三大机制，大力推进

关爱阵地建设。广泛开展关爱帮扶行动，让留

守儿童不再“留守”。

制订残疾儿童接受教育计划。建立健全以

特教学校为基础、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

“送教上门”为补充的特殊教育体系，完善“三

残儿童少年”入学管理制度，强化特教设施配

置和教师队伍建设。

精准帮扶结硕果 携手共进谱新篇
——四川省“一对一”精准帮扶培训提升工程第二周期工作启动专项培训会侧记

■ 本报记者 葛仁鑫

11月15—16日，首届西部学校音乐周展演活
动在成都城市音乐厅举行。来自四川、重庆、贵州、
云南各大中小学的70支学生和教师合唱团，一同
奉上了3场高水平的合唱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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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参加西

部学校音乐周展演活动，对我而言

是留给中学时代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会好好享受展演的过程。”11月16

日，首届西部学校音乐周中小学生

组展演顺利开展，临上台前，重庆市

实验中学校学生合唱团成员刘力欣

自信满满地说。

刘力欣是重庆市实验中学校一

名高三学生，两周前，听说合唱团要

到成都参加西部学校音乐周展演活

动，本来已经在进行播音主持集训

的她，主动申请参加。她告诉记者：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从初一到高三

都在学校合唱团，最大的比赛就在

市里，这一次可以走向更大的舞台，

尽管高三学习压力大，但我想以此

作为青春的纪念。”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舞台上，重庆市实验中学校学

生合唱团演唱的《城南送别》加入了

一些轻快的音符，让原本悲伤哀婉的

离别变成了坦然面对的成长之旅。

重庆市实验中学校学生合唱团

指挥刘璐说：“专业化的舞台、高手

如云的参演队伍、专家级别的大师

课，对师生而言，西部学校音乐周都

是一次收获满满的旅程。”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日前，

首届西部学校音乐周展演活动在

成都城市音乐厅开展。来自四川、

重庆、贵州、云南四省（市）大中小

学的70支学生和教师合唱队伍，

用歌声展现西部学校学生全面发

展的精气神。其中，川北医学院杏

林学生合唱团尤其引人注目，他

们的表演令人耳目一新。

舞台上灯光洒落，川北医学

院学生身穿长裙，翩然走上舞台，

一举一动尽显大学生的朝气蓬

勃。音乐响起，跟随着指挥的节

奏，学生们唱着原创曲目《爱是守

护》，歌声时而宛转、时而悠扬，唱

到动情处，不少学生身姿微微前

倾，难掩心中的感动。

为什么学生的合唱会有如此

动情的时刻？原来《爱是守护》是

根据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日常工

作和真实事迹改编创作的。既有

对救死扶伤高尚医德的赞美，也

有对医务细节烦琐严谨的生动

刻画。合唱团成员、医学口腔系

大二学生孟芊感叹道：“一遍遍

练习歌曲的同时，医护人员救死

扶伤的画面仿佛像电影一样浮

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这对我们医

学生来说，是一堂生动的医德医

风课。我们唱的不是歌曲，而是

自己的未来。”

令人意外的是，广受学生追

捧的杏林合唱团并不是川北医学

院的老牌学生社团，而是学校“医

学+美育”打造医学生特色美育课

程中的一个“新生儿”，该社团于

今年 1 月组团，团龄还不到 1 岁。

杏林学生合唱团团长兼指挥张同

宇表示，近年来，川北医学院不断

加强美育工作创新，以“五个一”

工程为总览，打造美育浸润工程，

让医学生校园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培养具备心灵美、语言美、行

为美、科研美、职业美的医学生和

未来的医务工作者。

秉持着这样的育人初心，杏

林合唱团也带着一股子“初生牛

犊不怕虎”的冲劲。今年 5 月，合

唱团还毛遂自荐登上了央视音

乐频道《合唱先锋》节目。合唱团

成员、中西医临床医学系大三学

生马馨怡说：“学校合唱团总有

一种团结向上的氛围，这令我时

时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不管

是央视、还是省市级展演活动，合

唱团员都认真对待，克服学业繁

重、时间紧的困难，不断排练，精

益求精。

编
者
按

高三学生刘力欣
留下浓墨重彩的青春印记

川北医学院杏林学生合唱团
“我们唱的是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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