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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 讯 员 李 文 开） 在
南涧县第一中学大门口，绿廊上种植
的彩叶草，因其颜色与清华大学的校
徽和服饰同属紫色，被称为“清华紫”，
蕴含对清华大学帮扶南涧县教育 10多
年的感恩之情，寓意着清华之籽在南
涧落地生根。

2013年，根据国家乡村振兴局和教
育部统一安排，清华大学启动定点帮扶
南涧县工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南涧县存在教师结构不合理、专业水平
发展不均衡、优质生源流失严重等现实
问题，特别是成绩好的学生“留住难”、
成绩一般的学生“突破难”、成绩差的学
生“提升难”一直阻碍着南涧县教育教
学整体水平的提升。清华大学针对南涧

县教育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和短板弱
项，不断创新举措，依托清华大学的资
源优势、智库优势对南涧县教育事业
倾情帮扶。

2018 年，清华附中、清华附中永丰
学校与南涧县签署合作协议，在南涧一
中和南涧镇中学开设“清华附中南涧创
新实验班”，每年各招收两个高中班、两
个初中班，采取清华附中“导师制”教学
方式，“五育”并举培育学生。

之后，又签定了清华大学托管帮扶
协议，由清华附中具体实施对南涧一中
的帮扶工作。通过采取“请进来、走出
去”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研实训方
式，让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惠及南涧，
南涧一中在教学管理、德育管理、科普

交流、研学活动、教师网上互动、学生网
上交流等方面，通过“线上+线下”的方
式开展全方位教学。

南涧县教体局副局长熊贵祥说：
“南涧一中清华创新实验班学生已毕业
了3届，共计180人，一本率一直保持在
80%以上。清华附中南涧创新实验班成
为了推动南涧县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
动力源和‘新引擎’。”

5 年来，清华大学共选派 5 批 27 名
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分别在南涧一
中、南涧镇中学开展为期一年的全职支
教活动。清华大学、清华附中教授、专
家累计开展线上专题讲座、辅导培训
100 余场（次），受益师生 10000 余人
（次）。南涧一中、南涧镇中学累计 20

余名学校领导、100 余名骨干教师到
清华附中、清华附中秦汉学校等跟岗
研修、教学研讨。清华附中、清华附中
永丰学校、清华附中秦汉学校等专家
团队累计100余人（次）到南涧开展实地
帮扶。

通过清华帮扶，教学硬件得到新补
充，通过捐资助学和设备捐赠，让家庭
经济困难的学生获得实实在在的关
怀。在清华附中创新实验班教育、教学
管理模式的本土化推广下，以创新实验
班为代表的南涧高考质量明显提升。
2018年，南涧县高考一本上线 61人，本
科上线430人。2024年南涧县高考一本
上线211人，比2018年净增150人；本科
上线合计614人，比2018年净增184人。

本报讯（通讯员 杨建勋） 眼下虽
已入冬，但宾川县宾居镇的葡萄田里
却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葡萄
架下的空地里，一垄垄贡菜长势喜人，
当地农户积极探索的葡萄田套种贡菜
模式，正结出增收的硕果，为当地农业
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宾居镇一直以来有着深厚的葡萄
种植产业基础，“阳光玫瑰”“妮娜皇
后”等品种为众多农户带来了可观的
收入。然而，镇党委、政府和农户们
并未满足于此，而是不断思考如何进
一步利用好土地资源，提升综合效
益。经过多方考察与实践尝试，发现
贡菜这一特色作物适合与葡萄进行
套种。

贡菜的种植周期短，从播种到收
获仅需几个月时间，这使得农户可以
在葡萄成熟采收后的间隙进行种植，
从而避免土地闲置，实现土地的最大
化利用。且贡菜全身都是宝，贡菜皮

可作为肥料回收，改良土壤品质，通过
休耕轮作的方式间接提升了葡萄产
量，可谓“一举多得”。

连日来，在贡菜种植户小院里，农
户们将葡萄田里套种的鲜嫩贡菜一捆
捆搬运进小院内，整齐地堆放在院子的
一角，便开始有条不紊的加工流程，削
皮、切条、晾晒，每个步骤都行云流水、
手法娴熟。贡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经
过加工后，能卖出一公斤 50 至 60 元的
好价钱，对于农户来说，这种套种模式
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增收。

如今，宾居镇葡萄田套种贡菜的
模式正逐渐在全镇范围内推广开来，
越来越多的农户参与其中，大家都在
这一创新的种植模式中尝到了增收的
甜头。下一步，宾居镇将继续探索贡
菜等蔬菜生产、加工模式，加快推进农
副产品交易中心、技术人才培训楼等
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为产业
发展、农户增收提供坚实保障。

清华大学托管帮扶有效助力南涧县教育质量提升

洱源县炼铁乡一农户在使用小型玉米脱粒机脱粒。（摄于12月1日）
近年来，洱源县不断加强推广小型农机具的使用工作，大力实施“购机有补贴”的

惠农政策，让适应山地耕作的微耕机、打谷机、玉米剥皮机、播种机和玉米脱粒机等小
型农机具普及到全县各山区农业乡镇，在有效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加快了全县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通讯员 杨世明 摄］

漾濞县瓦厂乡黑马村村组干部带领党员、群众在修复进组道路。（摄于12月1日）
为改善村民出行条件，黑马村坚持干部带头、党员示范，积极发动党员、村民代

表、志愿者修复六组、七组进组道路，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通讯员 高晓芸 李永斌 摄影报道］

宾川县宾居镇——

葡萄套种贡菜 开启增收“双引擎”

蓝天白云下风景如画的祥云县下庄镇张泗营村。（摄于11月30日）
今年以来，张泗营村通过党员户示范带头，大力推广“小三格化粪池+污水管网+大三格化粪池+资源化还田利用”集中治理和“小三格化粪池+AA罐+收集池”分散治

理两种农村污水处理模式，让农村污水变废为宝。同时，改造了10处小菜园、5个小果园和65个小花园，并新建村民文体活动广场，使村庄愈发美丽，村民生活更加幸福。
［通讯员 李世祖 摄］

□ 段先武 杨继红 赵海燕

2024年，永平县围绕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推进公共卫
生事业发展等核心目标，扎实推进卫生健
康惠民工程，全县卫生健康事业持续向
好，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多的健康保障。

根据 2024 年永平县政府工作报
告显示，2024 年卫生健康惠民工程主
要包括：完成永平县智慧医疗项目建
设；完善县人民医院内儿科配套设
施，确保年内投入使用；为 65 岁及以
上老年人健康体检 12000 人以上；开
展心脑血管疾病初筛 31000 人以上、
高危筛查 6300 人以上。

1 月 5 日，完成永平县智慧医疗项
目招标工作，开始推进项目建设，借助
先进的信息技术，搭建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智慧医疗信息平台，构建可视、可管、
可控医疗环境，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
质量，改善医患体验。目前，该项目已

完成供配电间吊顶调整及机房静电地
板安装等工程，正在稳步推进项目建
设，力争早日发挥信息化助推医共体建
设的作用。其间，永平县组建了医共体
建设业务工作专班，制定印发了《关于
加快推进 2024 年度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内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医疗机
构服务能力的通知》，依托省继续医学
教育项目开展了医共体护理管理业务
培训，促成乡（镇）卫生院多项二级手术

“零的突破”。
“我们永平县人民医院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改变了过去拥挤的状况。新的
大楼宽敞明亮，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
高，服务周到，秩序井然，让我们患者感
到很满意、很高兴！”县人民医院的发展
变化，特别是内儿科大楼建成投用，让
患者彭酉庚感到高兴。

县人民医院内儿科大楼建设项目
总投资 1.01 亿元，占地面积 3839.46 平
方米、建筑面积 21860.28 平方米，建设

内容包括：新建内儿科大楼一幢，设床
位 190 个。后续又投资 650 万元，增建
了室外道路、绿化、停车场、紧急避难
场地等附属建设工程。项目于今年 10
月建成，提升了医疗机构的综合服务
能力。新建的内儿科大楼共有 6层，目
前，门诊、门诊输液室、西药房、收费
室、儿科门诊已顺利搬迁至一楼并投
入使用，随着后续配套设施的不断完
善，内镜诊疗中心、中医科、血液透析
中心、康复医学科、消化肾内科、老年
医学科等科室也将陆续搬迁至新大
楼，为患者提供更优质、舒适、温馨的
诊疗环境。12 月 3 日，博南镇七屯村
的宋海聪、段续逵等群众带孩子到医
院看病，对医疗环境的改善提升和便
民利民深有体会。

医生黎国荣说：“内儿科大楼建成
以后，对我们整个医院、整个地区来说
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搬到新的大楼
以后，内儿科可以有专门的就诊区域，

包括精神科、皮肤科等基本的业务用房
都得到了满足，短时间内能解决我们永平
县18 万人口的就医问题。基础设施改
善以后，我们可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让政府放心，让患者放心。”

老年人健康体检等工作惠泽广大
群众，在帮助群众发现疾病、制定科学
诊疗方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
至 11 月，永平县完成 65 岁以上老年人
健康体检 16579 人，心脑血管疾病初筛
32713 人，高危人群筛查 6578人。随着
公共卫生体系日趋完善，全民健康素
养水平正在迅速提高，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迈上新台阶。永平县居民电子健
康档案建档率达 96.73%，无孕产妇死
亡，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卫生监
督协管信息报告率达 100%。同时，抓
实健康服务，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引导群众
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永
平”建设成绩斐然。

永平县——

卫生健康惠民工程为群众提供更多健康保障


